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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刘然

□本报记者 张晶

本市水土流失面积9年减少1116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北京赛区冰上场馆完成二次制冰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本报记者 白莹

海淀区11个祭扫点加强排查除隐患

多措治理+科学监管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春意盎然的京郊满眼新绿，
沟道、 岸坡呈现出一道绿色生态
屏障， 这份山清水秀离不开本市
多年来持续推进的水土保持工
作。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最新监测
数据显示， 与2011年第一次水务
普查结果相比， 2020年全市水土
流失面积减少了1116平方公里 ，
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的7%。

眼下， 位于门头沟区炭厂村
的神泉峡已是山花烂漫， 又到了
游客前来踏青的好时候。 这个偏
僻的小村子， 从曾经 “炭厂” 变
成了知名的生态旅游村； 这里的
村民自古靠烧炭谋生， 现在生态
环境逐年改善， 村民变身为知名

景区的股东。
原来， 炭厂村曾专门以生产

明清时期皇宫冬季取暖用的木炭
为业， 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
保护水土资源， 禁止砍伐树木，
烧炭业才逐步退出。 炭厂村在漫
长的转型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直到2008年， 门头沟区水务部门
联合属地政府， 开展了一场以炭
厂沟为核心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 恢复植被、 修整梯田、 绿化
美化、 雨洪利用……如今的炭厂
村山清水秀、 林木繁茂、 山高谷
深， 神泉峡景区5平方公里内到
处是清澈的潺潺溪水。

在密云区， 作为密云水库上

游重要的小流域之一， 半城子小
流域经过多年治理， 也完成了10
平方公里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治
理。 走在半城子小流域范围内，
生态水保措随处可见： 一米多高
的干砌石梯田专门用来保水， 让
原来的跑水、 跑肥、 跑土的 “三
跑地” 变成保土、 保水、 保生态
的 “三保地 ” 。 半山坡的每棵
果树脚下， 都有一个用石块砌筑
的半圆形圆盘 ， 这也是一 种 水
保措施 ， 有了这些圆盘， 半山
坡的果树就不会因为降水而造
成水土流失 ， 同时还能为果树
存蓄一定的雨水， 有利于果树生
长。

密云水库上游地区共有小流
域179条， 为了保障密云水库水
源安全， 近年来持续开展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工作。 截至去年年
底， 密云水库上游生态清洁小流
域达到90%， 实现了清水下山 、
净水入河入库， 有力推动了区域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全市
的水土保持监管工作还用上了不
少科技手段。 市水务局运用卫星
遥感影像技术， 结合资料收集和
野外调查验证， 提取土地利用、
水土保持措施、 植被覆盖度等专
项信息 。 同时 ， 根据降雨 、 土
壤、 地形地貌等数据， 利用土壤

流失模型计算土壤侵蚀模数， 评
价土壤侵蚀强度， 绘制北京市土
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全面掌握北
京市水土流失情况及年度动态变
化情况。

据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初步成
果显示， 2020年， 北京市水土流
失面积为 2085.7平方公里 ， 较
2019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86平
方公里。 与2011年第一次水利普
查结果相比， 2020年全市水土流
失面积减少了1116平方公里。 北
京市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好转， 生
态环境整体向好态势进一步稳
固， 水土流失实现面积强度 “双
下降”。

仅需半个小时即可完成立
案，针对涉及农民工、女职工等群
体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开设绿色
通道, 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大力
成立调解组织、培训调解员……6
年来, 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年均办案量达5000件、 人均年
办案量达300件， 使3万多起劳动
人事争议得到有效化解。去年底，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荣获 “北
京市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 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
增强， 仲裁院所接收到的案件量
呈成倍增长趋势 , 案件争议的处
理复杂程度也大大增加。“我每年
都要处理近400多个劳动争议案
件，平均每天处理一件，但案件的

处理周期都在45天内， 只能靠加
班挤出时间。”仲裁员陶莉说。

随着劳动人事争议纠纷居高
不下、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频发，案
多人少、办案场所不足、办案难度
增加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
直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仲裁院实行全员办案，不分部门、
不分职务， 全部参与到劳动争议
案件的办理中来。同时，仲裁院还
创新工作体制、环节和举措，优化
办案流程，缩短办案时限。

立案方面 , 实行当即立案制
度。当事人提交争议后，仲裁院从
接受材料、初审、复审、审核和收
集受理文书, 仅需半个小时即可
完成, 减少了当事人往返立案大
厅的次数, 极大地降低了立案所

需时间。针对涉及农民工、女职工
等群体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 ,仲
裁院开设绿色通道，优先接访、优
先调解、优先受理、优先开庭、优
先裁决。 为让劳动者在维权过程
中少走“弯路”，仲裁院还设立法
律援助工作站, 设置专业法律援
助律师引导和帮助劳动者维护自
身权益。

数据显示，6年来 , 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组织成立企业、工
会、 行业性及事业单位调解组织
141个、 培训调解员793人次，1万
余件劳动争议未经仲裁程序在基
层调解组织得到化解； 处理集体
争议600多起； 化解疑难积案39
件，化解率达90%，有效促进了劳
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6年化解3万多起劳动人事争议

听一次冲锋号、 吃一次红军
餐、缝一双老布鞋、走一趟长征路
……在北汽拓帮红色教育基地，
可以深入体验红色教育。 3月31
日， 记者前往该教育基地进行实
地探访。

沿着崎岖的山路， 记者走进
了位于延庆区大庄科乡铁炉村的
北汽拓帮红色教育基地。 “听党
话，跟党走。 ”“党在我心中，永远
跟党走。”基地处处洋溢着红色氛
围。 “教育基地是刚刚建成的，目
前已经对外开放， 基地可以同时
接受5000人次培训，容纳500人住
宿。”北汽采育国际会议中心总经
理王鹏旭说。

大庄科是红色革命老区，根
据晋热察区委员会和晋热察挺进
军军政委员会提出“巩固平西，坚
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
略部署， 大庄科地区成为开辟平
北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

王鹏旭告诉记者， 为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庄科
乡联合北汽采育国际会议中心打
造了红色教育基地， 整合所有红
色资源，通过模块化的课程设置，
多样化的红色拓展项目， 半军事
化的管理，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
命精神。

据介绍， 北汽拓帮红色教育
基地设置了浩气长存、踏寻足迹、
武装头脑、忠诚担当、艰苦奋斗、
众志成城6个板块内容供学员学
习。营地内还承担着干训所，讲习
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功能，真
正把红色教育落到实处， 激励后
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吃红军餐走长征路体验红色教育
———记者实地探访北汽拓帮红色教育基地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截至3月31日，为备战“相约北京”
系列测试活动， 北京赛区冰上竞
赛场馆均已完成符合奥运标准的
二次制冰工作， 各场馆已准备就
绪、整装待发。

据了解，“相约北京” 冬季体
育赛事系列测试活动将于2021年
4月1日至4月10日在北京赛区举
办， 涉及国家速滑馆、 首都体育
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和
五棵松体育中心5个竞赛场馆。据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场馆建设
处处长黄晖介绍， 国家游泳中心
已于2020年12月按照国际单项组
织要求， 遵循冬奥会冰壶比赛标
准完成了场地制冰。国家速滑馆、
首都体育馆、 国家体育馆和五棵
松体育中心4个场馆，均对之前的
测试冰面进行融化， 按照冬奥会
比赛标准进行了二次制冰。 整体
制冰工作于3月中下旬启动，各场
馆陆续于3月底完成。通过测试活
动， 硬件方面将按照冬奥会比赛
标准，对场地的灯光、扩声、温湿
度及比赛场地工艺进行全方位检
验，进一步完善场馆功能设施，确
保满足办赛要求。

国家速滑馆和首都体育馆均
采用当前最先进、 最环保的二氧
化碳制冷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
国家速滑馆制冰工作于3月20日
开始， 经过外方和中方制冰团队
的密切合作， 先将结构冰板温度
降至-5℃， 然后经过浇底冰、喷

冰漆、封冰、冰面划线、浇水覆冰
等多道工序，于3月31日完成本次
测试活动制冰工作。 首都体育馆
制冰工作于3月16日正式启动，经
过10天的场地预冷， 将冰板温度
从20℃缓慢降温到-7℃，于3月26
日正式进入制冰阶段 ， 历时4天
完成场地制冰。 首都体育馆此次
制冰按照国际滑联要求， 遵照冬
奥会标准， 制作出了同时满足短
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冰面。

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
心均为冰球比赛场地， 国家体育
馆承担男子冰球及残奥冰球比
赛， 五棵松体育中心承担女子冰
球比赛。 五棵松体育中心制冰工
作于3月22日开始，3月29日完成。
整个场地制冰分为8个步骤，先将
地面温度降至零下12度， 制作基
础冰，也就是常说的“黑冰”。紧接
着喷涂白色漆面， 在此基础之上
再制作一层冰面。而后，进行比赛
标识划线、制冰覆盖标识线。最后
铺设赛事LOGO， 然后制作最后
一层冰面，以达到相应比赛要求。
国家体育馆制冰工作于3月16日
开始，3月30日结束， 本次制冰由
国内资深专业制冰团队操刀，按
照冬奥会比赛标准， 制作出了专
业的冰球比赛冰面。 此次制冰与
上次制冰最大的不同在于， 由于
国际制冰师受疫情影响， 采取在
线指导的方式，本次制冰的“国产
化”程度更高，是一块“中国制造”
的专业冰球比赛场地。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
西北旺镇的青山公墓周边， 看到
执法人员正在向前来祭扫的群众
以及周边商户宣传相关法规。 在
青山公墓周边有一些专门经营鲜
花等祭品的商户，为了吸引顾客，
纷纷将鲜花摆到了路边， 使得本
来就人、 车混行的道路更加狭窄
拥挤。 执法人员挨家挨户向商户
讲解“门前三包”法规，并与商户
一起将占道鲜花搬回屋内。

今年， 海淀区共有11个祭扫
重点地区， 将针对重点地区加强
各类隐患排查， 加大防火巡查力
度， 严防因市容环境秩序违法行
为引发的祭扫火灾隐患。 “在清

明祭扫高峰期间， 执法人员每天
早上7点半之前到达各自岗位 ，
除了宣传法规、 引导服务外， 重
点查处无照经营丧葬 、 祭扫用
品， 祭扫点周边非法运营， 以及
规劝祭扫点周边市区主要道路、
广场、 公共绿地焚烧冥币、 祭品
的行为， 确保祭扫点周边市容环
境秩序良好。” 西北旺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副队长崔秋岭说。

此外， 城管执法部门还将联
合其他部门共同对露天焚烧等具
有消防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进行
重点执法检查， 力争彻底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 保障广大群众清明
期间祭扫、 出行安全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