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9条地铁线段年底即将开通

(上接第１版 ) 针对困难职工群
体 ， 入户走访慰问在档困难职
工、 临时生活困难职工和困难劳
模， 近距离、 心贴心了解困难职
工的家庭状况和帮扶需求， 及时
发放生活补贴，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开展专项医疗救助， 对职工
会员本人及家属因患重大疾病导
致年度自付医药费比较高的家
庭 ， 给予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报
销； 开展 “应急送暖” 活动， 面
向因重大疾病、 意外灾害导致的
职工突发性、 临时性生活困难，
及时开展应急救助。

2022 “两节” 送温暖活动慰
问对象主要面向承担重大活动、
重要任务的职工群体、 一线职工
群体、 困难职工群体、 劳模先进
群体。 临近冬奥会， 首都各级工
会将特别面向冬奥会、 冬残奥会
场馆建设者和赛事服务保障人员
开展好送温暖慰问工作， 结合冬
奥会时间安排、 职工实际需求和
疫情防控要求， 深入冬奥场馆建
设和赛事服务保障一线， 慰问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者、 志
愿者和赛事服务保障人员， 及时
送去温暖和祝福。 注重关心赛事
服务保障人员家属的生活状况，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让赛事服务
保障人员安心工作、 专心办赛。

同时， 首都各级工会还将加
大户外劳动者慰问工作力度， 依
托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等服务阵

地， 加大对全市户外劳动者服务
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 为包括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内的广大户外
劳动者提供 “冷可取暖、 渴可饮
水、 急可如厕、 累可歇脚、 伤可
用药、 餐可优惠” 的贴心暖心服
务 。 加大对建筑工人 、 环卫工
人、 快递小哥、 外卖骑手等户外
劳动者的慰问力度 ， 通过发放
“温暖大礼包”， 开展单身联谊、
体育比赛 、 集体联欢等文体活
动， 努力缓解职工思乡之情， 确
保职工安心在京过年。 据了解，
本次送温暖活动是首都各级工会
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践行 “我为职工办实事”
的重要举措。 首都各级工会将利
用广泛联系职工群众的组织优
势， 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 坚
持 “广泛覆盖、 聚焦重点、 突出
特色”， 及时为广大职工劳动者
送去温暖关爱， 进一步提高首都
职工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
全感。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面对企
业和求职者就业需求多元化、个
性化的实际， 大兴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打造“智慧就业”新模
式，让数据“说话”研判就业形势，
用技术手段解决服务难题， 促进
大兴区公共就业服务更加便利、
劳动者就业更加精准、 用人单位
招聘更加高效。

据大兴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归集整理“大兴就业平
台”3200余家企业用户、10.1万个
招聘岗位 、9.8万份求职者简历 、
54.4万条投递及邀约记录等底层
数据，建立大数据分析可视化“驾
驶舱”展示模式，实时监测本地区

招聘需求和求职需求， 定期开展
大数据分析， 每季度发布一次大
兴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
告， 及时了解区域人力资源动态
变化，为制定就业政策、调整就业
服务措施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同时， 大兴区人社局积极推
进市、 区两级互联网职业介绍系
统数据互联、资源共享，用人单位
在“大兴就业平台”发布招聘岗位
后，无需重复操作，招聘信息将实
时同步到北京市“百姓就业超市”
平台面向全市劳动者展示。 本地
区劳动者在“大兴就业平台”发布
求职简历后， 也将实时同步到北
京市“百姓就业超市”平台面向全

市用人单位展示， 进一步扩大劳
动者求职范围、提高求职效率。

据介绍， 大兴区人社局还建
立了大数据综合处理平台，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在“大兴就业平台”
发布岗位和求职简历后， 系统将
在24小时内完成对用人单位的招
聘岗位、 岗位要求与劳动者的求
职意向岗位、 学历技能特点等进
行自动比对，智能匹配、推荐合适
的劳动者求职简历信息和企业招
聘岗位信息。全年已累计开展3.1
万余次智能匹配， 精准促进6000
余人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有效提升了企业和
劳动者招聘求职精准度。

数字赋能 大兴区打造“智慧就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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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新修
订的 《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运营扶持办法》 将于2022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 昨天， 市民政局
对 《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
营扶持办法》 进行解读， 明确养
老驿站应同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签
订服务协议， 方可享受驿站运营
基础补贴。

据了解， 《扶持办法》 优化
了驿站运营补贴方式， 养老驿站
将获基础补贴。 综合考虑驿站基
本养老服务对象数量、 基本养老
服务项目提供情况及运营成本，
给予驿站基础补贴。 城区驿站按
照实际签约服务的基本养老服务
对象人数， 每人每月给予180元
补贴。 农村驿站实际签约服务对
象少于80人的，每家每月给予1.4

万元补贴；超过80人的， 按照实
际签约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数量，
每人每月给予180元补贴。 驿站
基础补贴人数原则上不超过300
人。 二星级以上驿站还将额外获
得 “星级补贴”， 二星级驿站每
家每月再增加2000元补贴； 三星
级及以上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
3000元补贴。 星级评定等级以驿
站服务质量星级评定结果为依
据， 从驿站取得星级资格之日的
次月开始计算。

《扶持办法》 提到， 托老服
务包含日间托养、 短期全托和农
村幸福晚年驿站的全托照料。 日
托服务每天照料时间不少于6小
时。 按照驿站实际收住老年人情
况， 日间托养每人每天给予15元
的托养补贴， 短期全托每人每天

给予30元的托养补贴， 农村幸福
晚年驿站全托照料每人每月给予
1000元的托养补贴。 驿站应当与
托养服务对象签订托养服务协
议， 建立明确的法律关系， 并通
过主动接送和子女接送等方式，
提供托老服务。

《扶持办法》 提到， 按照驿
站连锁机构的数量给予连锁补
贴， 每新增1家连锁运营驿站的，
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对于
经市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平台确认
为跨区连锁的驿站运营商， 由相
关区民政局分别按照其实际运营
的驿站数量给予连锁运营补贴。
驿站连锁运营补贴分三年发放到
位， 运营满一年、 二年、 三年的
分别按照1万元、 1万元、 3万元
予以发放。

鼓励连锁化经营，每新增一家最高补3万元

路网里程增至780余公里 再添22座车站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今

年年底 ， 本市将开通9条 （段 ）
线路， 开通线路的条段数为历年
最多。 今年开通的新线路都有哪
些？ 各自有什么特点？ 开通后将
会给百姓的出行带来怎样的便
利？ 昨天， 交通部门相关专家介
绍了相关情况。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客
流预测部部长厉立介绍， 年底新
线开通后， 路网将新增11号线、
17号线以及19号线3条全新线路，
14号线和8号线将实现全线贯通，
S1线、 首都机场线、 昌平线、 16
号线都将在目前运营区段的基础
上继续延伸。 路网里程由727公
里增至780余公里， 车站数量由

428座增至450余座。
北京地铁8号线将实现全线

贯通。 8号线三期工程全长约4.6
公里， 全部为地下线， 设立金鱼
胡同站、 王府井站、 前门站3个
车站。 其中， 王府井站可与地铁
1号线换乘， 前门站可与地铁2号
线换乘。 线路全程运行时间85分
钟， 工作日高峰时段列车最小间
隔2分钟。

据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 ，8号线全线贯通
后，将连接回龙观、清河、奥林匹
克公园、王府井、木樨园、南苑等
众多大型客流集散点。贯通后，将
极大缓解地铁4号线、5号线拥挤，
乘客如想进入中心城区或换乘1

号线等线路，路径选择更多样、出
行时间更缩短。 线路全程运行时
间85分钟， 工作日高峰时段列车
最小间隔2分钟，开行回龙观东大
街至珠市口的小交路列车。

北京地铁14号线剩余段即将
开通运营， 开通后将实现14号线
的全线贯通。 14号线剩余段共设
车站5座， 自西向东分别为东管
头站 、 丽泽商务区站 、 菜户营
站、 西铁营站、 景风门站。 按照
规划， 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
现五线换乘， 景风门站将与19号
线实现换乘。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介
绍，丽泽商务区站开通后，15分钟
地铁圈可覆盖北京西站、 北京南

站、丰台站3大铁路枢纽以及金融
街、总部基地等城市重点功能区，
30分钟地铁圈可覆盖二环内全
境、CBD、南中轴地区、大兴机场、
首钢、 中关村等全市绝大部分重
点地区，成为最便捷车站之一。

今年年底， 首都机场线将西
延至北新桥站。 首都机场线西延
工程线路全长1.8公里 ， 起点位
于既有首都机场线东直门站， 沿
东直门内大街向西铺设， 终点至
北新桥站。 新建的北新桥站可与
北京地铁5号线实现换乘， 将有
效加强首都机场线与轨道交通线
网联系， 提升首都机场线的整体
系统运营能力。

北京地铁S1线是北京市首条

磁悬浮地铁线路。 2017年年底金
安桥至石厂站开通。 S1线剩余段
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 实现S1线
与北京地铁6号线的换乘。 门头
沟新城至中心城区的出行时间将
缩短至30分钟左右。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新线
业务部副部长刘旭介绍， 需要提
示的是， 苹果园站因为枢纽施工
建设， 1号线苹果园暂时仍封闭。
线路的首末班车时间， 首班车石
厂站5:25， 苹果园站5:52； 末班
车石厂站23:07， 苹果园站23:33。

此外， 北京地铁16号线在已
开通的北段、 中段基础上， 新增
玉渊潭东门站， 将于今年年底同
步开通。

北京养老驿站将获基础补贴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28日在
“京彩2021”北京生态环境年终盘
点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实
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 机
制，深化碳市场建设，并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空气质量
实现持续改善，再创新优。

数据显示， 截至11月底， 北
京市PM2.5累计浓度为33微克 /
立方米， 创北京历史同期最优，
在京津冀及周边 “2+26” 城市
中也是最优。

2021年， 北京发布企业 （单
位）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等多项地
方标准， 核发重点排放单位配额
并督促履约， 推动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中心落户北京，指
导成立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行动联
盟， 加快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全
国自愿减排产业生态圈。

截至目前 ， 北京市已构建
“天空地” 一体化、 智能化空气
质量网格化监测系统， 实现对所
有街道 （乡镇） 颗粒物监测全覆
盖； 搭建了全国首个重型汽车在
线监控平台、 建成全市统一的扬

尘视频监控平台、 创新开展挥发
性有机物 （VOCs） 和道路尘负
荷走航监测； 在环境监测、 污染
源监管等方面 ， 全面构建 “智
慧+环保” 监管新模式。

此外，今年，北京市进一步完
善法规标准，执行“京6B”汽柴油
两项地方标准、 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国四标准、 扩大高排放非道
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范围等多项
标准政策。 “目前，北京已经构建
了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的生态环
境标准体系， 仅大气类在用地方
标准就达41项。 ”于建华说。

北京实施碳排放“双控”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12月28日， 北京六建集团C08项目现场随着最后一根钢梁安装就
位， 标志着该项目1.5万吨钢构件已全部安装完毕， 仅68日历天顺利
实现结构封顶， 比原目标提前30天。 该项目位于通州区0701街区C08
地块， 总建筑面积160652.39㎡， 地下为混凝土结构、 地上为钢结构，
建筑高度最高60m， 建成后将形成商业办公一体化的综合模式。

本报记者 曹海英 于佳 摄影报道

副中心C08地块项目钢结构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