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通区两会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通州区获悉， 目前该区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标已全部达
标，2022年通州区将加快创森步
伐， 争取早日建成北京平原地区
首个森林城市。

通州区代区长孟景伟在作政
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未来五年，

城市副中心的奋斗目标包括初步
建立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指
标体系，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空
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全域水质不
断提升， 建成北京平原地区首个
森林城市， 基本形成 “一带、 一
轴、 两环、 一心” 的绿色空间格
局。

据了解， 2022年通州区将通
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 12000米
林荫路改造工程、 164公里绿道
升级贯通等项目提升百姓绿色获
得感。 按规划目标， 到2026年通
州区森林覆盖率将提高至36.5%，
“蓝绿交织、 水城共融” 的城市
风貌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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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将建成北京平原地区首个森林城市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了解到 ， 顺义区符合 “营转
非” 条件9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全部完成审批登记工作。

为帮助学科类培训机构顺利
“转非”，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
政局在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流
程》 的基础上， 结合学科类培训
机构特点， 重新梳理业务流程和
审批材料， 制定了 《非营利学科
类培训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流程》 指南； 与区教委合署
办公， 将审批关口前移， 在区教

委发放办学许可证前， 对 “营转
非” 培训机构进行章程审核， 统
一规范内容， 及时发放成立非营
利机构告知书， 对符合条件的机
构协助其成立临时账户， 以便其
顺利办理验资报告， 实现流程合
并， 办学许可证与民办非企业单
位法人登记证同时审批， 极大的
缩短审批时限。 此外， 顺义区委
社会工委区民政局还为 “营转
非” 学科类培训机构开辟绿色通
道， 凡是材料齐全的， 当天申请
当天审批， 当天或者隔天发放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记者
昨天从西城区获悉， 2022年， 西
城区将全面完成 《西城区道路林
荫三年行动计划》。 按照 “一路
一策、 一街一景” 的原则， 在前
期已完成61条道路提升的基础
上 ， 明年将再打造38条林荫道
路， 到年底全面完成99条林荫道

路的整治提升任务。
《西城区道路林荫计划（2020

年—2022年）》计划用三年时间完
成99条道路的整治提升工程。 涉
及的99条道路根据主要功能及所
处地理位置，分为“居民生活类、
滨水绿廊类、历史文保类、商务休
闲类”四大类。截至目前已完成61

条，其中2020年实施24条路，2021
年实施37条路 ；2022年计划实施
38条路。

据了解， 林荫计划共涉及25
个子项目， 如通过补植进行慢行
林荫全覆盖， 优化慢行系统无障
碍设施， 加强慢行林荫与滨水及
绿地公园衔接等。

明年钟鼓楼紧邻地区将综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从

东城区获悉，未来五年，东城区将
紧扣“两轴一城一环”城市空间格
局，围绕“净”字做足文章，全面增
强城市环境的亲和力， 推动完成
“十四五”规划任务，让城市环境
更加宜居。

东城区将着力推动钟鼓楼紧
邻地区综合整治 ，2022年将开展
钟鼓楼、万宁桥周边整治，提升正
阳桥箭楼南望景观视廊环境；完
成冬奥会保障区域及周边环境提
升工程；压茬推进东华门大街、五

道营胡同等街巷的环境整治提
升。2022年计划消除存量违建5万
平方米，并保持新增违建、开墙打
洞、占道经营动态清零，推动未来
全面建成“基本无违法建设区”。

2022年全面完成背街小巷环
境精细化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 ， 未来还将强化后续长效管
理， 写好整治提升的 “后半篇文
章”， 推动背街小巷实现达标率
和精细化长效管理率100%。 同
时， 加快街巷治理向院落延伸，
持续深化 “美丽院落” 建设， 打

造一批群众满意、 效果突出的亮
点院落。

未来五年， 东城区将全面提
高垃圾分类质量， 大力推进源头
减量。2022年将推广 “户户轮值”
等方式， 巩固居民参与分类的成
效，提升居民自主准确分类水平，
保 持 厨 余 垃 圾 分 出 率 不 低 于
20%， 力争2022年居民自主投放
准确率达到85%，未来达到90%以
上。东城区还将补充短板、优化布
局 ，2022年实现居住区电动自行
车集中充电设施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福寿岭公交中
心站项目建议书 （代可行性研究
报告）， 进一步提升周边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 满足地铁1号线福
寿岭站启用后的交通接驳需求。
记者了解到， 项目预计2023年底
建成。

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项目位于
石景山区刘娘府西路与三府路路
口西南角 ， 总用地面积约2.3公
顷， 总建筑面积7273平方米。 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乘客候车设施、
保养车间、 公交驻车场、 业务用

房等， 同步建设便民服务、 场区
道路等配套设施。 据了解， 项目
周边有轨道交通1号线、 6号线以
及S1线等，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多
条公交线路汇集及换乘的中心，
同时还兼有为轨道交通接驳换乘
服务的功能， 能有效扩大轨道交
通服务范围、 提升公交换乘便利
性， 实现中关村西区、 金融街、
丽泽商务区、 丰台科技园等区域
地面公共交通连接。 项目建设完
成后还将增开多条公交线路， 服
务于刘娘府地区和五里坨地区居
民公共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获悉，“十四五”时期，
朝阳区将全力建设全国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示范区、 全国文化产业
融合发展引领区、 国际时尚文化
消费活力区、 国际文化贸易中心
区， 努力将朝阳区打造成为首都
引领、全国示范、国际知名的“时
尚创意之城”。力争“十四五”期间
全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
年均增速不低于10%， 到2025年
实现收入达到3500亿元以上。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朝阳
区将重点发展数字文化、 文化贸
易、创意设计等高端产业，促进广
告、 影视等传统优势行业转型升
级，加速文化产业结构升级、业态
更新与链条优化。 大力培育网络
新视听、 数字广告等文化科技融
合新技术新业态， 全力建设全国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区。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 朝阳
区将进一步深化文化与商务、金
融等产业融合发展， 建设全国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引领区。 大力培
育文化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深化
与北京服装学院、 中央美院等艺
术院校合作，打造时尚文化品牌，
提升中国国际时装周等国际性品
牌展会活动影响力， 全力打造国
际时尚文化消费活力区。 积极争
取文化领域开放试点政策， 加强
“双奥朝阳”品牌推广，全力建设
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区， 努力将朝
阳区打造成为首都引领、 全国示
范、国际知名的“时尚创意之城”。

福寿岭公交中心站预计2023年底建成

顺义完成9家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登记

西城区2022年计划建设38条林荫路

朝阳将打造“时尚创意之城”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昨天从密云区获悉， 截至2021年
11月底，密云区空气质量为“优”
的天数已达到139天，排名全市第
一， 是有监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好
水平。 据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兰天介绍， 今年该区空气质量达
“优良” 级别天数也有望突破300

天大关，创历史最好成绩。
“2021年，我们对于辖区内涉

VOC（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企业
的深度治理， 效果十分显著。”兰
天表示，今年，密云区完成了33家
印刷企业和36家汽修企业污染防
治能力提质升级， 最大限度减少
了污染物排放。同时，超额完成了

重型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
查任务， 污染防治攻坚战综合执
法排名生态涵养区首位。

此外， 在持续深化蓝天保卫
战工作当中， 密云区在生态涵养
区率先实施烟花爆竹全域禁放。
并顺利完成山区1.2万户 、 城区
700余户煤改清洁能源任务。

近日， 经过8个月的升级改造， 24岁的翠微百货公主坟店近日重
新亮相。 “换新” 后的翠微百货科技感十足， 更加时尚， 业态更加丰
富， 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购物体验。 记者在4层的公共休闲区看到，
不仅摆有桌椅， 还设置了地屏， 消费者可以通过脚踏的方式玩游戏。
未来， 商场还将持续植入多维度文化艺术系列活动。 今后， 翠微大厦
和城乡商厦北侧步行街拟打造夜间消费聚集区， 南侧拟打造品质休闲
街区， 通过多样化业态组合， 重塑 “京西第一商圈”。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2244岁岁翠翠微微百百货货““换换新新””亮亮相相

(上接第１版)
5.0版改革围绕企业从准入

到退出、 个人从出生到身后2个
“全生命周期”， 推出企业开办、
新生儿出生、 义务教育入学等重
点领域和高频事项集成服务， 实
现 “一次告知、 一表申请、 一套
材料、 一窗受理、 一网办理、 一
口发证”。 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建设， 实现办理标准、 办事
平台、 监督评价 “三统一”。 着
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 时间
长问题， 在东城等区新建不动产
登记大厅， 新增50个以上登记窗
口， 推进企业百姓全业务类型不
动产登记 “一网通办”。 在全国
率先提供个人 “购房资格绿码”
服务， 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

5.0版改革推行网上一口申
报、智能分派、自动流转、一次办
结，实现市、区两级“全程网办”事
项比例分别达到95%和90%以上。
持续推广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服
务，拓展税收、补贴、服务等“免申
即享”政策范围，实现主动甄别、

精准推送、应享尽享、快速兑现。
大力推行 “一照通办 ”“一证通
办”， 企业百姓持电子营业执照、
身份证等即可办理经营许可、纳
税、 社保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 “e窗通 ”
平台功能， 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平
台实现 “一站式” 服务。 打破办
事区域限制和信息孤岛， 在不动
产登记等领域推进 “全城通办”，
逐步实现全部事项在全市任一政
务服务站点均可办理； 在各级政
务服务中心均设立 “跨省通办”
窗口， 增加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和
结算等74个 “跨省通办” 政务服
务事项。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昌平区了解到， 北大昌平
新校区已于今年9月6日正式启
用，计算机学院240名师生首批入
驻。明年9月份，新校区将再迎来
电子学院、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
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入驻。

据了解， 北大昌平新校区位
于马池口镇，定位为发展新工科，
重点布局应用型新型工科和交叉

学科， 拟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科技创新与研发中心、 新兴工程
科技学术创新中心、 人才培养基
地以及技术研发中心。

此外， 昌平区将加快北大产
教研融合创新中心建设， 支持北
大创新性、 引领性、 突破性技术
在昌平区开展应用示范和产业
化。 目前已储备评价了29项科技
成果， 推动其中优质项目在昌平

落地。
据昌平区委常委、 副区长杨

仁全介绍，目前，全区有清华、北
大等41所高校的本部和分校区 ，
沙河高教园7所高校新校区全部
开学，与北航、北邮搭建了一批协
同创新平台，形成了“产学研用”
融合创新链， 为加快推进昌平区
“两区”建设与北京国际科创中心
承载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北大昌平新校区明年再迎四个学院入驻

密云区达“优”天数全市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