
跑道上的比拼变成线上运动
轨迹的记录、 结合轨道列车运营
的路线设计迷你马拉松……近
日，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工会组织的职工线上运动
会吸引了近千名职工参加。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
下， 该公司工会将丰富多元的运
动项目 ， 通过 “运动+互联网 ”
的创新方式， 运用线上活动平台
进行运动轨迹展示 ， 让比赛报
名、 成绩提交尽在指尖。

据介绍， 职工线上运动会围
绕 “运动有我， 健康强国” 的主

题， 历时一月有余， 本着 “多样
性、 普遍性、 参与性” 的活动原
则， 结合职工们工余时间参赛的
特点， 精心设置了具有轨道运营
特色的3公里迷你马拉松、 5公里
迷你马拉松、 “14.4” 公里用脚
步丈量燕房线 、 “41.36” 公里
用骑行记录大兴机场线4个比赛
项目。

获奖职工张琳说： “虽然没
有了以往比赛现场的掌声、 加油
助威， 但运动会让我们体会到
了 顽强拼搏 、 永不言败的运动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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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晚上回家， 再也不用为找
停车位犯愁了！” 居民王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 本市各区正推进有
偿错时共享停车项目， 朝阳区八
里庄街道效果尤为突出。 通过有
偿错时共享停车后， 居民的车有
地方停了， 周边企业周转了夜间
空置停车位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地面交通秩序变好了， 停车纠纷
明显减少了， 多赢的局面让街道
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深度挖潜
新增停车位7000个

为解决八里庄街道居民停车
难的问题，市停车管理中心、朝阳
区交通委、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联
手，重点梳理停车资源“四个一”，
即一张表、一张图、一个库、一个
制度，通过深度挖潜、有偿错时共
享停车，新增停车位7000个，有效
缓解了小区居民停车难。

“一张表” 即停车设施基本
情况表， 通过调查， 八里庄街道
共有80个停车场， 2.6万个车位，
比上一轮停车普查多出7000个车
位。 “一张图” 即停车资源分布
地图， 橙色的是道路停车， 蓝色
的是备案经营的公共停车场、 绿
色的是专用停车场， 所有停车资
源均落实在电子地图上， 未来还

将用于停车诱导 。 “一个库 ”
即停车资源数据库， 包含停车设
施基本信息和动静态数据， 以及
居住区车位使用情况、 街道协调
的错时共享停车场、 道路车辆信
息， 指导区域供需调节。 “一个
机制” 即常态化停车资源统计调
查制度 ， 企业落实主动报送责
任、 政府做好引导管理， 实现停
车数据常用常新。

有偿停车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街道办事处通过洽谈和居民
意向调查， 指导有偿错时共享停
车场合理确定共享停车价格。 住
邦2000写字楼开展有偿错时共享
停车试点， 开放了200个地下车
位供周边居民使用， 夜间车位闲
置率大大降低， 仅2020年上半年
便增收20余万。

共享停车可以制定差异化价
格。 根据居民需求划分为夜间错
时和全天共享，其中，夜间错时居
民可以享受300元的优惠价格，白
天固定车位车主也可以享受到从
每月1000元至600元的减免。 居民
得到了便利，业主收获了实惠，企
业提高了收益，各方都满意。八里
庄街道办事处把住邦2000写字楼
的错时共享经验推广到辖区其他

单位， 根据地段、 位置、 停车场
硬件条件以及周边停车价格， 合
理确定共享停车价格， 每月费用
为300元至600元不等。

首创 “白加黑”
分时停车互不影响

错时共享停车未能广泛铺
开 ， 安全 、 管理成本是首要因
素。 车主一旦发生人身危险、 车
辆出现车祸、 剐蹭， 停车场面临
不小压力， 相较于较少的停车收
入， 企业往往望而却步。 为此 ，
八里庄街道聘请安防 、 法务专

家， 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支持，
制订协议范本供企业、 居民参考
借鉴， 双方权责划分明确， 为开
展错时共享提供良好土壤。 八里
庄街道还首创了 “白加黑 ” 模
式， 共享车位的遥控地锁配有两
把钥匙， 白天、 夜间车主各拿一
把， 分时停车互不影响。 同时，
停车场加装了加密监控设备， 添
置了遥控地锁， 增加出入场车牌
识别闸杆， 实现了停车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

住邦2000写字楼所用的互联
网停车企业还免费升级了车牌管

理系统， 支持错时共享车辆优惠
计价和限行日停放。 由于居民规
范停车、 企业管理到位， 至今未
发生一起因错时共享停车引起的
纠纷。

完善机制
盘活各类停车资源

截至10月底 ， 城六区和通
州区共协调新增万余个有偿错时
共享停车位。 今年， 全市还将在
东城、 西城、 海淀等区选取部分
街道， 继续开展停车设施登记试
点， 总结经验， 完善登记实施指
南和调查底图编制手册。

明年， 全市16个区和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都将全面组织开展停
车设施信息报送工作， 届时， 全
市的道路停车、 公共停车场和专
用停车场的停车设施都将录入到
全市统一的停车资源平台， 摸清
停车底数。 按照 《停车条例》 要
求 ， 还将推进停车诱导系统建
设， 全市备案经营的公共停车场
要将车位实时动态数据接入区域
停车诱导系统， 并统一到市级停
车资源平台， 向社会发布公共停
车场车位使用状态情况， 大力推
动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或公共停
车场有偿错时共享， 盘活各类停
车资源。

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已经实施六个月，分类效果
如何？记者11月5日在东城区城管
委获悉， 自今年5月1日以来，“其
他垃圾”持续减量，同比减少7.96
万吨、 降幅40.1%，“厨余垃圾”分
出率提升至25.7%。同时，“两桶一
袋”和“撤桶并站”积极推进，将不
同点位的垃圾桶站合并。目前，东
城区2283组垃圾桶站基本实现规
范达标建设，130条胡同实现全面
“撤桶”。

胡同里再看不见生活垃圾
桶， 而是由定点巡回的垃圾车分
类回收。 丁会是东四街道的一名
垃圾分类指导员， 同时也是胡同
垃圾收运人员。 他说， 东四街道
平房区采取 “定时定点， 小车巡
回收运” 的形式， 统一对胡同内
的生活垃圾进行收运， 真正做到
了 “垃圾不落地”。 “这半年以
来， 居民们在垃圾分类方面变化
很大。 最开始不理解不支持， 以
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 ‘我
行我素’， 随意投放， 造成收运
工作很繁琐。” 丁会说。

每天的7点和19点，是居民投
放垃圾的高峰期， 也是丁会最忙
碌的时候。 早晨7点以前，丁会要
对垃圾桶进行全面擦拭、 消杀，7
点准时驾驶收运小车驶向自己负
责的胡同。“我会在胡同内每个垃
圾投放点停留10分钟左右， 等待

居民过来投放，碰到不配合的，我
还要做二次分拣。 有时候一忙起
来就是三四个小时， 连饭都来不
及吃。 ”即使是这样，丁会还是一
有机会就对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以及该如何进行分类。

现在， 胡同内的大部分居民
已经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 能够做到对生活垃圾进行分
类， 并且定时定点投放， 甚至还
会主动寻找或等待收运小车。

记者了解到， 经过半年的实
践和摸索， 东城区垃圾分类从专
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基本形
成了 “党建引领、 规划先行、 法
治导向、 市场运作， 居民自治”
的格局。 全区党员干部率先签订

“垃圾分类承诺书”， 将源头减量
和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监管， 编发
《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等指引文
件， 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和国有企
事业单位100%强制分类的主体
责任以及 “不分类、 不收运” 的
倒逼机制。

此外 ， 在胡同里的居民小
区、 平房院落等， 还增设了标准
的垃圾桶站。 在东四二条13号院
记者看到， 垃圾桶站撤换完成，
小院环境干净整洁。 13号院物业
经理赵建设说： “垃圾桶站撤换
建设完毕 ， 我们还根据居民要
求， 安装了太阳能照明灯， 方便
居民夜间倒垃圾， 这样垃圾分类
更准确。”

轨道交通职工线上比拼“马拉松”
□本报记者 白莹

社区居民停车不犯愁

11月5日， 在海淀区甘家口
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内， 举办了一
场以 “回顾别样记 ‘疫’” 为主
题的防疫物资展， 实物加图片的
双重展示， 让前来参观的居民们
再 次 感 受 到 在 抗 疫 这 场 硬 仗
中 经 历的种种考验和众志成城
的决心。

在市民活动中心， 展示了帐
篷、 警戒线、 出入证、 消毒喷壶
等130余件疫情期间的防疫物品。
来到主展馆， 甘家口街道的防疫
影像资料以黑白渐变的时间轴方
式， 真实展现了从疫情发生初期
的恐慌、 紧张， 到疫情得到有利
控制后人们的自觉 、 自信和笃
定。 据了解， 一个月前， 甘家口
街道便开始征集疫情防控影像资
料， 花园村、 白堆子等13个社区
积极响应， 提供了265张照片。

风雪中始终坚守在社区抗疫
一线的党员及志愿者们， 一个多
月没有回家的社区工作者们， 为
社区主动捐献抗疫物资的爱心居
民们……展览从征集的照片中精
选出12张照片进行展示， 从多个
角度展现了抗疫期间， 甘家口街
道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的风采。

许多亲历抗疫一线的社区志
愿者们也来到现场。 来自增光社
区的居民杨绍兰自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后 ， 便主动到小区门口值
守， 每天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回
顾这段往事， 她说： “这次展览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那段时间的艰
辛和不易， 但能够为左邻右舍们
保驾护航， 我觉得很荣幸。”

据了解， 此次 “回顾别样记
‘疫’” 防疫物资展将持续到11月
中旬。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其他垃圾”持续减量

东城130条胡同
全面“撤桶”

甘家口街道回顾别样记“疫”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有偿共享 错时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