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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CBD二期交通优化工程全面完工

实现生活“慢”下来 通行“快”起来
改造27公里慢行系统 ，“智

慧大脑”开启缓堵模式，新增6处
“口袋公园 ”、6000余平方米绿地
……继北京CBD一期（西北区）实
现交通优化后，北京CBD二期（西
南区）交通优化工程正式完工，整
治面积达4平方公里，涉及路网建
设、慢行交通、街道景观、停车秩
序、 科技管控等方面， 让繁忙的
CBD实现 “生活 ‘慢 ’下来 、通行
‘快’起来”。

在景恒街和恒惠路路口处，
记者看到 “二次过街” 安全岛、
自行车震荡标线等设备全新亮
相， 干净的地面上交通标识清晰
醒目 ， 行人 、 车辆有序行进 。
“整个治理工程更注重行人感
受。” 朝阳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
说， “以前老人、 孩子过马路走
到一半绿灯变成红灯， 免不了心

惊胆战， 现在安全岛就可以发挥
作用了。” 据悉， CBD二期工程
增加了25处安全岛， 让无法及时
通过路口的行人可在此安全等候
下一次绿灯。

除了行人走在路上更加安
全，沿途的非机动车道上，也没有
了原先常见的白色隔离栅栏 ，
取而代之的是凸起的 “震荡标
线”。 “汽车车轮轧上去会产生明
显震动 ， 提示驾驶员及时驶出
非机动车道，避免事故发生。 ”负
责该工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自行车骑行过程中偶尔压
线，也会有明显震感，促使骑行人
迅速掰正车把， 保证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各行其道”。

此次综合治理中， 在CBD管
委会、 朝阳交通支队、 呼家楼等
单位支持下， 区交通委结合不同

道路特点， “量身定制” 慢行改
造方案， 涉及压缩机动车道、 缩
小路口转弯半径 、 加宽步道 和
自 行 车 道 、 公 交 站 台 后 绕 等
方式， 共计改造慢行系统约27公
里， 路口全部实现无障碍过街。

CBD交通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除了打通断头路、优化交通组织，
还更注重街区品质， 并采用更多
的智能化措施。 在CBD交通综合
治理指挥部， 运用BIM、GIS等新
技术，搭建起的从设计、施工到后
期运维的全过程、 数字化管理平
台，犹如整个工程的“智慧大脑”，
通过对传统工程WBS的模拟，梳
理潜在风险，实现了项目“图文表
管”一体化控制。

同时， 步行、 行车、 停车也
都有 “智慧” 辅助。 在学校、 医
院、 商业区人流量密集区域共建

设 智 慧 斑 马 线 和 新 型 行 人 一
体 灯 十余处 ， 规范行人过街秩
序， 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对光华
路等7条道路现况路灯杆、 电车
杆、 交通设施杆、 公安设施杆等
各类杆体进行了 “多杆合一” 集
约化整合， 杆体整合率达73%，智
慧综合线杆上可搭载5G基站、电
子警察 、环境监测 、无线WIFI等
功能，既可有效减少对道路空间
的占用 ，又借助全息影像技术，
区域内5处试点全息路口的监控
探头将实时掌握车辆动态， 便于
相关部门分析交通出行情况，合
理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记者了解到， 此次治理还启
动了 “入栏结算+平台动态调
度+实时预警派单” 的共享单车
监管方式。 CBD地区总共将设置
349个电子围栏停放区， 全域共

享单车控制在1.5万辆以内 ， 入
栏结算、 围栏外禁停， 缓解共享
单车侵占步道空间的现象， 净化
步道空间环境。

此次工程除了优化交通出行
环境， 也精雕细琢提升CBD街区
品质。 通过增加路侧绿地和口袋
公园， 全面提升街区景观和绿化
面积。 在中海广场附近， 一处藏
于闹市中的 “口袋公园” 绿意花
色颇为养眼， 成为了附近白领的
休闲新选择， 这里利用拆违后空
间打造而成， 为充满活力的CBD
再添生机。 CBD区域在综合治理
中， 通过建筑空间退让和绿地整
合 ， 共改造绿化面积约3.2万平
方米， 新增6000余平方米绿地和
6处 “口袋公园”。 通过完善林荫
行道树 ， 将慢行系统林荫率由
65%提升至85%。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基础
设施事业部青年纪检干部利用假
期时间， 到西柏坡革命圣地担任
志愿讲解员。

担任志愿讲解员期间， 青年
纪检干部们迎来了一批 “熟悉”
的听众， 中建二局事业部雄安垃
圾综合处理设施一期工程项目10
名农民工党员代表来到西柏坡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纪检干部们化
身 “讲史官”， 把大讲堂搬到西
柏坡。 参加学习的党员们认真聆
听， 重温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的艰辛历程， 深切缅怀了革命先
辈的丰功伟绩。

农民工党员余华友在学习中
深有感触： “我们如今的好时代
是先辈们奋斗出来的， 我们一定
要跟随党、 相信党， 做好本职工
作， 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再
立新功。”

“作为讲解员进入革命圣
地 ， 与作为游客的感受截然不
同， 这次真正认识到了西柏坡的
‘红’。 在这里， 每张照片、 每封

书信、 每件物品都有感人至深的
故事。 如今， 我们更应该具有爬
坡的精神， 将西柏坡的精神传承
下去。” 担任志愿讲解员的李义
康说。

中建二局一公司基础设施事

业部相关负责人说： “做为纪检
干部， 更应以西柏坡这种艰苦奋
斗 、 谦虚谨慎 、 不骄不躁的精
神， 全面提升纪检履职能力， 提
高自觉自律意识 、 自我监督能
力。”

为深化校企合作 ， 强化
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
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的 “零
距离” 接触， 本学期， 北京
市劲松职业高中邀请多位企
业专家和工匠走进校园， 登
上讲台为学生授课。

近日， 劲松职高与大董
餐饮集团校企共建的 《烹饪
色彩学》 课程在常营校区正
式开课， 陆续举办四场。 中
国烹饪联合会国际中餐名厨
专业委员会主席、 大董集团
董事长董振祥 ， 大董美食学
院院长单蕊受邀走进课堂授
课。

课堂上， 董振祥重点讲
授了学习烹饪 色 彩 的 重 要
性 、 合理搭配颜色的方法 、
倍受追捧的多元素菜肴等方
面， 并结合自己40余年从厨
经历讲授了 《烹饪色彩学 》
在烹饪技艺中的实际运用 。
单蕊带领师生 们 体 验 不 同
色 彩带来的嗅觉 、 味觉差
异， 结合大董意境菜进行具
体的实例分析， 揭秘菜品背
后的创意故事 。 单 蕊 的 团
队还给全体学生配备了可以

进行实 践 应 用 的 色 彩 工 具
及配色食材， 引导大家在日
常学习烹饪的过程中探索色
彩在食物中表现的多种可能
性。

引进企业特色课程进入
课堂是大董餐饮文化学院校
企双方深度合作、 校企双主
体育人的具体实践， 给学生
带来最新的职业体验， 进一
步培养职业素养，为他们今后
的职业生涯做有效准备。 培
训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表示
收获颇丰。

此外， 劲松职高近期还
邀请世界名厨屈浩走进校园，
举行 “坚持文化自信， 弘扬
工匠精神 ” 主题讲座， 师生
共同上了一堂思政课。

授 课 中 ， 屈 浩 以 《用
“工匠精神” 照亮成功之路》
为题， 从对待事业应有的态
度、 为人处世的方法、 通向
成功的路径等方面， 结合个
人经历分享了成长经验， 阐
述了做事要坚持更要用心 ，
在行业中让人认可就要有真
才实料的道理。 屈浩的总结
得到师生的共鸣。

近日 ， 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展示中心迎来
22名 “魅力冬奥 ” 讲解员 。
小讲解员们结合自己的所看
所闻所想， 讲解了历届冬奥
会的时间轴、 冬奥英雄、 奥
林匹克会旗、 吉祥物、 可持
续发展等内容。

据了解， 这22名小讲解
员分别来自北京市第九中学
和东北旺中心小学。 他们通
过校内选拔， 最终成为 “魅
力冬奥” 讲解员。

小讲解员们多次来到展
示中心进行实践学习。 通过
实践学习 ， 深 入 了 解 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
办工作进展、 我国冰雪运动
传统和现代冰雪运动在中国
的发展、 冰雪运动项目等丰
富多彩的内容。

接下来 ， “魅力冬奥 ”
讲解员将通过网络直播及录
像的方式， 向更多同学和朋
友普及奥林匹克知识， 展现
奥林匹克魅力。

在健步走过程中设置环保互
动环节， 居民挨个闯关以获得拼
图碎片， 最终拼出了大美海淀的
美丽画卷 。 昨天上午 ， 海淀区
“六五” 环境日主题宣传周正式
启动。

此次活动由海淀区委宣传
部、 区文明办、 区生态环境局主
办， 甘家口街道办事处承办， 主
题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同心
共筑美丽海淀”。

当天上午9点， 海淀区200余
名居民从玉渊潭公园中心区域分

批次出发。 健步走过程中设置了
点位， 居民们携带打卡地图， 逐
个参与互动并打卡。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个打卡
区都设置了一个与环保相关的主
题 ， 包括 “对野泳野钓说不 ”
“城管相关垃圾分类互动” “防
疫垃圾正确处理” 等。 完成互动
并打卡后， 居民就可领取主题拼
图。 最后， 居民们用拼图共同拼
出了大自然的美丽画卷。

“今天学习到了绿色出行、
动物保护 、 防控防疫等相关知

识， 对保护环境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 参与活动的居民张女士
说。 此次活动趣味性很强， 既能
健身又学到了知识。

活动还向居民们征集了甘家
口街道老照片， 着重展示了甘家
口街道标志性建筑的时代缩影及
环境变化， 让居民感受到美好生
活的变迁。

据了解， 2020年海淀区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 ， 全年优良天数
292天， 优良率79.8%， 位居全市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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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一公司职工赴革命圣地担当讲解员

海淀居民健步走中学习环保知识

劲松职高学生聆听工匠“传经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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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小讲解员传递冬奥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