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峰代表：

在本次人代会上， 市人
大代表、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丁树奎
表示， 副中心大的交通节点
上， 按照轨道交通建设已经
做好预留车站站点， 其中，
M101线将经过城市绿心并
设站。

按照地铁建设规划每期
5年左右的时间段来分，第三
期的建设规划将主要涉及
2022年到2027年之间要建设
的地铁线。 第三期建设规划
将落实总规要求， 继续坚持
“公交优先”， 继续加密地铁
线网和扩大覆盖面， 重点支
持副中心的建设。 有关副中
心的规划线路中， 一方面是
副中心与核心区的联系，一
方面是副中心内部的线路。

对于即将实施的规划前
期准备如何？丁树奎表示，根
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 实际上已经规划了
副中心的轨道交通线路，这
些线路也将最终体现在第三
期地铁建设规划之中。 “目
前， 三期规划正在做前期的
规划研究工作， 按照程序有
序推进。 ”

此外，根据《北京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十四五”时
期将推进M101线达到通车
条件 ， 开工建设M102线 、
M103线、M104线。

丁树奎介绍， 在副中心
一些大的交通节点上， 按照
轨道交通建设已经做好预留
车站工作。“例如现在正在建
设的副中心交通枢纽， 还有

位于城市绿心的剧院、 图书
馆、博物馆等三大文化建筑，
按照规划的线网， 都给未来
的轨道交通车站做了预留。
已经确定M101线将在城市
绿心设站。 ”

此外， 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今年将新开通7条段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 即将开通
的新线路有何新意？ 丁树奎
透露， 确定由北京轨道运营
公司运营的19号线， 有望通
车即实现 “全自动运行 ” 。
据悉， 已经开通的地铁燕房
线是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
运行的线路， 而大兴机场线
的全自动运行系统也正在调
试中。

拥有 “全自动运行系
统” 的地铁， 从列车唤醒，
到自检出库， 再到按照时刻
表正线运营 、 到站精准停
车、 开闭车门甚至回库、 洗
车、 休眠， 全部能够自动完
成。 丁树奎表示， 后续将陆
续开通的地铁3号线、 12号
线、 17号线以及连通大兴国
际机场与主城区的地铁19号
线， 都是按照 “全自动运行
系统”进行设计和设备配置。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 ／摄

作为人大代表， 该如何更好
履职？ 1月26日晚， 市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举行 “履职新时代”
代表专访活动 ， 李季名 、 李冬
梅、 邵雪松、 张雪梅四位市人大
代表结合自身工作， 讲述了自己
的履职故事。

●李冬梅代表：
条例制定环节处处都有

人大代表身影
“我最想说的是去年开始实

施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面对镜头， 市人大代表李
冬梅感慨良多。 从条例的调研、
修改、 实施推行到监督检查， 处
处都有人大代表的身影， 充分体
现了人大代表立法监督的职责。

2020年7月起， 全市1.3万名
市、 区、 乡镇三级人大代表联动
下基层， 针对两个月前刚刚开始
实施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
从 “身边” 到 “周边” 再到 “路
边”， 一步步展开检查。

李冬梅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
院的一名医生 ， 自从开始参与
“三边检查”， 原本爱干净的她 ，
只要在单位看见垃圾桶， 就忍不
住上前掀起盖子， 检查一下垃圾

的实际分类情况。 她还带动身边
的同事共同拒绝使用一次性餐
具， 到食堂打饭改为自带饭盒。
利用空闲时间， 她到选区向选民
宣讲垃圾分类， 同时了解居民开
展垃圾分类的情况。

看到居民们从知到行， 再由
行而知， 逐步提高对垃圾分类的
认识， 甚至开始自觉分类， 李冬
梅十分欣慰。

●张雪梅代表：
代表建议来源实践、 来

源基层
张雪梅代表来自北京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从事法律
工作。 去年， 她参与了 《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北京市
医院安全条例》 《北京市宗教事
务条例》 等立法征求意见工作和
部分法规的分组审议。

在监督履职过程中， 张雪梅
多次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对 《慈善
法》 的执法检查， 到多家社会组
织进行调研， 因此， 她提出了很
多修改完善 《慈善法》 及配套法
律法规的建议。

提到在履职过程中， 什么给
她感触最深， 张雪梅告诉记者：
“地方法规的形成， 需要从实践

中、 从群众中反映的问题汇集而
来。 立法像盖高楼， 非常快盖起
来， 但设计如果不方便人们的生
活， 最后可能没人住。 立法也一
样 ， 地方立法一定是细化 、 补
充、 先行， 才会发挥法治建设的
引领和依托作用。 因此， 人大代
表参与立法提出的建议基本来源
实践、 来源基层。”

“我将继续发挥专业的法律
优势， 积极参与立法。 例如在对
本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度
调研， 通过 ‘代表履职’ 平台提
出立法建议。” 张雪梅表示。

●李季名代表：
感受立法越来越注重反

映民意
作为多年的 “老” 代表， 李

季名在履职过程中， 无论执法监
督还是推动议案办理， 都积极参
加。 在立法工作中， 去年李季名
参与了两项条例立法工作。 在参
与 《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
例》 修订过程中， 市人大常委会
财经委牵头起草修订草案， 多次
通过视频会议、 专题座谈、 问卷
调查、 实地调研等形式， 听取市
人大代表、 相关企业、 银行、 担
保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意见建

议。 “立法注重结合当前形势，
积极应对突发疫情影响， 增加了
特殊时期的支持措施， 助力中小
企业复工复产， 推动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意义重大。 ”作为人大代
表， 李季名也及时将在调研中了
解到的中小企业遇到的发展困难
反映出来。 “我感到这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也非常有获得感。”

李季名表示，近两年来，市人
大常委会在立法方面有了很大变
化， 他作为代表感触最深的是立
法数量增多了， 效率提高了。同
时，在立法过程中，“向前一步”的
意识更强了，提前介入立法项目，
也更加贴近百姓。同时，立法过程
更加广泛地征求代表、 企业以及
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达到反映
民意、汇集民智的效果。

●邵雪松代表：
参与“万名代表下基层”

推动垃圾分类
邵雪松是房山区西潞街道苏

庄三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 是
一名基层代表。 2020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并没有阻断代表履职的脚
步， 邵雪松借助市区人大搭建的
平台， 通过云履职、 无纸化等手
段， 积极参加履职活动。

“万名代表查身边， 垃圾分
类带头干”。 为做好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的执法检
查工作， 去年， 市人大常委会联
动区、 乡镇人大组织市、 区、 乡
镇三级人大代表参与 “两条例”
实施情况 “三边” 检查。 作为来
自社区的代表， 邵雪松更是积极
参与。

邵雪松介绍， 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刚实施时， 苏庄三里社区就
建设了统一规格的厢房式垃圾桶
站， 既美观又卫生。 “我们认为
工作已经到位了， 可是人大代表
的督查整改通知单又提了醒。 箱
式桶站投放口偏高， 投递不便和
洗手设施缺失， 这些都是问题。”
邵雪松介绍。 为此， 苏庄三里社
区迅速整改， 为桶站安装投放台
阶， 接通了上下水。 “现在做到
了高高兴兴投放 ， 干干净净离
开，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更高了。”

作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 邵
雪松又与同组成员一起检查了西
潞街道夏庄片区 。 “我们的检
查 ， 也给各片区帮了忙 、 提了
醒， 提高了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
质量。” 邵雪松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亮相“履职新时代”专访

四位市人大代表畅谈履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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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11月，北京市为期三年
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政策就
将到期。北京现有214万辆临牌电动
车，后续处理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
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出台管理办法。”
在此次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中护
航信息科技集团股东会主席刘峰提
出 《关于加快推进临牌电动自行车
处理的建议》。

根据2018年11月1日实施的《北
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符合国
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实行产品目录
制度。目录内的电动自行车，经登记
上牌方可上道路行驶； 目录外的电
动自行车， 须申领临时标识并按照
相关规定悬挂 ， 并设置了3年过渡
期。“这个过渡期即从2018年11月1日
至2021年10月31日，过渡期满后不得
上道路行驶。”刘峰解释相关规定。

根据刘峰前期调研掌握的数

据， 截止到2019年4月30日， 北京共
发放了 214万张电动车临时标识 。
“这意味着， 今年10月31日将有214
万辆临牌电动自行车无法上路行
驶。 而目前关于此类超标电动车的
后续处理问题， 暂未有部门出台相
关管理办法。”

经过深入调研走访， 刘峰了解
到，拥有超标电动车的市民，面临无
处处理车辆和无法使用车辆的两难

境地。“回收报废电动车的渠道的缺
失，将直接导致大量车辆随意丢弃，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电动车电池的
废弃还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重金
属污染 ， 甚至存在爆炸等安全隐
患。”刘峰说。而另一方面，从电动车
使用寿命来看，过渡期结束后，电动
车其实还能继续使用2至3年。不少市
民面对违规处罚存在侥幸心理，或将
继续冒险使用电动车，这将加大交管
部门执法负担，影响正常交通秩序。

刘峰建议，相关部门应予以高度
重视，“建议与合规电动自行车企业
联动，面向此类具备临时牌照车辆采
取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
贴等方式，加快淘汰不符合新标准的
车辆。同时推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
普及和落地， 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损
失，保障老百姓安全合法上路。”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 彭程 ／摄

丁树奎代表：

轨道交通M101线将在城市绿心设站 加快出台临牌电动自行车后续管理办法

履职风采

交通民警走进社区、融入社区，
从“局外人 ”变成 “家里人 ”，能带动
各方力量推动解决乱停车、停车难、
秩序差、 交通设施不合理等群众身
边的烦心事。此次市人代会上，东城
团代表任素永建议大力推广 “社区
交警” 服务机制， 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2019年11月28日，丰台区东铁匠
营街道蒲黄榆第一社区交通警务工
作站挂牌成立， 推动交通问题源头
治理，改善社区交通环境，提升群众
获得感、满意度。

目前 ，本市在东城区 、朝阳区 、
昌平区等130余个交通问题突出、交

通诉求集中、 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
社区，挂牌成立交通警务工作站，启
动“社区交警”服务机制。

任素永介绍，社区交警采用“兼

职”的形式，也就是说平时依然在路
面执法， 每个星期有固定的时间在
警务站内办公，接待社区居民，听取
关于小区周边道路环境、标线施划、
探头安装、 社区内停车秩序等方面
的建议和意见。同时根据这些需求，
由交警出面与居委会、 物业公司等
进行沟通 ，帮助解决居民 “家门口 ”
的交通问题。

任素永建议， 本市大力宣传推
广“社区交警 ”服务机制 ，切实做到
民呼我应 、未诉先办 ，实现 “小事不
出社区 、大事不出街道 ”，改善社区
交通环境， 提升群众获得感、 满意
度。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 彭程 ／摄

任素永代表：

推广“社区交警”服务机制改善社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