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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18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第21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政府新
闻办主任、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徐和建表示， 当前首都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疫情传
播风险始终存在， 要保持高度
警惕，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不放松。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

通报，17日， 本市报告2例本地
确诊病例，经市疾控中心评估，
按照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分级标准》，18日起， 新增大
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为中
风险地区。“目前， 两例确诊病
例初步密接23人、次密接80人，
均已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中风
险地区6个，分别为顺义区高丽
营镇张喜庄村、 高丽营镇东马

各庄村、北石槽镇西赵各庄村、
北石槽镇北石槽村、 赵全营镇
联庄村， 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
汇社区。 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
地区。此外，顺义区南法信镇西
杜兰村近14天内无新增确诊病
例或聚集性疫情， 经市疾控中
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2021年
1月18日起，该地区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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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近日从东城区了解到， 《东城区
“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 （以下简称 《纲
要》）， 将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向社
会公布。 《纲要》 描绘了东城区
“十四五” 发展蓝图并展望2035
年远景目标。

文化是东城的最大特色和重
要优势。 《纲要》 指出， “十四
五” 时期，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重点地区， 东城区严格落实
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 保护老城
整体格局 ， 丰富和拓展保护对
象， 加强城市风貌管控， 有序开

展街区保护更新。 结合历史风貌
恢复， 东城区将实施故宫周边、
钟鼓楼周边、 崇雍大街沿线等区
域整治提升； 在二环路沿线等特
色区域高标准实施景观提升工
程， 留住老北京的 “城市基因”。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8
日从北京市“回顾‘十三五’展望
‘十四五’”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大气污染治理专场上了解到 ，
2020年， 全市累计优良天数276
天，比2015年增加90天。

据了解 ，2020年全市一级优
106天，比2015年增加54天 。重污
染10天，比2015年减少36天，重污
染发生频率、峰值浓度、持续时间
均明显下降。2020年，全市PM2.5
年均浓度为38微克 /立方米 ，较
2015年下降42.6微克/平方米，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
中保持最优，超额完成“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其中，密云、怀柔、
延庆、门头沟、平谷、昌平、房山、
顺义等8个区率先实现达标，占全

市域面积的近80%。2020年，可吸
入颗粒物 （PM10）、 二氧化氮
（NO２）年均浓度在2019年首次达
标后继续下降， 分别为57、29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硫 （SO2）年均
浓度为4微克/立方米， 稳定达标
并连续四年保持个位数。

“十三五”期间，本市累计淘
汰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
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2154家，完
成1.2万家 “散乱污 ”企业分类处
置，实现“动态整治、动态清零”。
燃煤消费总量下降到200万吨以
内，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
优质能源占比97%以上。 疏堵结
合累计淘汰老旧机动车109.1万
辆， 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机动车
占比超过60%。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18日了解到， 东四南北大街环境
整治提升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通过拆违整治、 建筑风貌提升、
公共空间提升、 示范院落提升、
交通综合治理五大举措， 着力打
造传统生活体验区和商业文创
区， 塑造 “京韵、 大市” 的城市
风貌。

据了解， 在东四南北大街修
缮中， 共使用了86万块 “老砖”、
18.2万块旧瓦， 旧材回收利用率
达43%， 翻建各类宅门39座， 保
护性修缮16处历史建筑及文保单
位， 让整个街区恢复古都风貌。

与此同时， 以非首都功能疏
解为 “牛鼻子”， 东城区以建设

东四南、 北大街高品质宜人的城
市公共空间为目标， 拆除190处
共9950平方米违建 ， 同时拆除

800余块违规广告牌匾， 封堵整
修 “开墙打洞” 59处共258平方
米。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18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第213场新闻发布会上 ， 大
兴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韩新星
介绍 ， 对天宫院街道融汇社
区采取封闭管理， 加强小区卡
口管理， 非小区人员、 车辆禁
止进入 ， 小区居民 “只进不
出”， 全部居家观察。 关闭小
区内非必需的公共场所， 小区
周边28家底商门店全部关停 ，
人员就地管控 。 同步做好居
家人员日常生活保障， 确保安
心居家。

韩新星介绍， 大兴区第一
时间落实病例家庭成员居家管
控。 2例病例于当日送往地坛
医院诊治。 2名同住密接转至

区属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留观
排查 。 对小区内有发热 、 咳
嗽、 腹泻等症状人员进行重点
管控、 送诊排查。 截至目前，
初步判定该区密接23人， 次密
接80人， 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涉及外区人员已全部横转。

据介绍， 17日15时， 启动
融汇社区全员核酸检测， 对确
诊病例所在单元、 门店上门1:
1比例采样，对小区其他人员进
行1:10混检。截至目前，已完成
小区封闭中 6042人的核酸采
样。 已于18日启动天宫院街道
及周边5个街道、2个基地的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18日下
午15时，已完成采样13.1235万
人份。 同时， 对小区外重点环

境及重点区域同步开展采样
2014件， 其中， 在病例家中及
有关重点部位检测出阳性样本
29件。

韩新星介绍， 严格环境消
杀的同时 ， 开展学校摸排工
作， 对病例家庭成员就读的学
校及周边2所教育机构的全体
学生2087人 、 教职员工217人
全部落实居家观察措施， 进行
核酸检测， 并对学校环境进行
消杀。 同时， 对该家庭成员就
读班级的师生及其同住人员、
同校有中高风险地区暴露史或
者相关人员接触史的全部师生
家庭 ， 连夜逐一上门开展鼻
咽、 口咽 、 血、 便及环境5项
检测。

天宫院街道融汇小区居民全部居家观察

8个区PM2.5年均浓度率先达标

东城区“十四五”规划上半年将向社会公布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
市教委1月18日发布 《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行动方案》， 出台20条具体措
施， 以加强中小学体育， 增强学
生体质健康。

《行动方案》 提出， 开齐开
足体育课， 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
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 小学每
周至少5节体育课， 初中每周4-5
节， 高中每周3-5节， 增加的课
时从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统筹
安排。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介绍了
“京20条” 关于增加体育课的具
体措施： 学校每天要安排至少25
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没有体
育课的当天要安排不少于45分钟
的课外锻炼， 确保学生每天在校
内外各参加1小时以上体育锻炼，
每天在校内中等及以上强度体育
锻炼达到1小时以上， 每周保证
至少3小时高强度体育锻炼。

在学校体育评价改革方面，
《行动方案》 提出将积极推进体
育考试改革， 合理确定并逐步提

高分值， 适时推出体育考试改革
方案。 推动高校在招生测试中增
设体育项目。

刘宇辉表示， 北京中考一直
设有体育测试， 总分40分中平时
成绩占10分， 就是为了促进学生
日常体育锻炼。 教育部门正在认
真研究未来怎么考、 考什么， 目
前还没出台新方案， 也不会贸然
出台。 “体育好不好， 不会只用
考试一种方式检验， 绝不增加学
生和家长对应试的焦虑。”

本市将推进学校、 家庭与社

会体育融合发展。 《行动方案》
鼓励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合作开
设体育课程。 综合利用公共体育
设施 ， 更好地为中小学生课后
“三点半” 和校外体育锻炼服务。
鼓励学校探索与周边学校、 社区
等共享共用公共体育场馆。 “京
20条” 提出， 鼓励社会体育场馆
向学校和学生免费或半价开放，
各区要列出开放清单和目录并向
社会公开， 就近就便满足中小学
开展体育活动的需求。 针对场地
不达标的学校， 各区要 “一校一

策” 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每年3月底前， 市教委将向

社会公示上一年度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结果， 并作为各区政府及校
长、 体育教师考核评 价 的 重 要
指标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基
本依据。 《行动方案》 提出， 到
2022年， 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开
齐开足体育课， 办学条件全面改
善。 到2030年， 北京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将全面达到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要求， 保持全
国领先。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京20条”发布

本市鼓励小学、初中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

东四南北大街环境整治工程基本完成

2020年北京优良天数近300天

近日， 京港地铁引入智能双氧水雾化消毒机器人， 当要进行消毒
时，操作人员只需预先设定需要清洁范围的平面图，一键开启后，机器
人便可全自动运作。此外，操作人员也可以利用智能装置，在二十米范
围内进行远距离遥控操作。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京京港港地地铁铁消消毒毒用用上上机机器器人人

北京新增一处中风险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