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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请党
放心 强国有我———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暨2021北京青
年榜样发布”活动日前举行，现场
发布2021“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
物，6名入选的青年榜样代表结合
个人工作进行了主题宣讲。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联合首都
文明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
市体育局、 市青年联合会等共同
举办，分为“传承与赓续”“青春与
责任”“梦想与未来”三个篇章。当
晚6名青年榜样激情洋溢地讲述

了岗位奋斗故事。其中，航天五院
总体设计部载人航天领域副总设
计师黄震讲述了为“神舟飞船”设
计飞船停靠、 手控交会对接和绕
飞等一系列关键的总体方案，为
神舟飞船和空间实验室实现 “天
宫之吻” 贡献才智的攻坚克难历
程； 丰台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禁毒
大队探长毕光熙讲述了自己惊心
动魄的禁毒工作经历； 将街舞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舞者
董建勇， 讲述了自己与同伴一起
登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 “伟大征程” 的舞台的激动时
刻； 中建一局的霍文震是冬奥场
馆冰立方的建设者， 讲述了参与
系列测试赛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的保障服务工
作的故事。

2021年北京青年榜样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组织推荐、社会举荐、
媒体举荐等渠道，以网络投票、专
家评审等方式，最终推出100名事
迹突出、 感染力强、 根植基层的
“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共有
122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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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近日从顺义区“两区”建设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2年，北京中德产
业园将加快提升园区的运营管理
水平， 高水平加快示范区基础设
施建设，构建“类德”环境。目前，
产业园累计落地项目28个， 总投
资额22亿元。 园区已集聚德资企
业73家， 其中包括隐形冠军企业
25家。

北京中德产业园以20平方公
里的南区、北区“两区”为核心，联
动首都机场、新国际展览中心、中
央别墅区以及周边产业园等生产
生活体系，形成“两区多点”、业态
协同、空间联动、产城融合的发展
布局，未来将辐射100平方公里的
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全域。
顺义区经信局党组成员、 区制造
业创新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表
示，2022年，北京中德产业园将深

入开展德国产业发展趋势及规律
研究，围绕产业链，加快推进一批
标志性项目落地， 依托奔驰新能
源整车， 重点引进一批核心零部
件上下游项目。 同时加快提升园
区的运营管理水平，形成“一中一
外”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
运营管理格局；加强与德国中心、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等国际组织的
合作，发挥在德联络处作用。

“启动实施《北京中德经济技
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及项目、政策、改
革三清单。”该负责人表示，将结
合中德建交50周年， 开展产业促
进活动，引进一批标志性项目，推
进德企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新
产品在园区创新应用； 结合 “两
区”建设，将围绕投资贸易开放、
国际人才流动、 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推动一批先行先试政策。

本报讯 自2022年1月1日开
始，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呼叫
号码正式统一为 “120”， 对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实行统一指挥调
度。

笔者近日从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了解到， 近年来， 北京市加强
顶层设计， 持续深化院前医疗急
救体系建设， 将其作为首都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 ， 确立了以政府举办为
主， 社会参与为辅， 统一规划布
局、 统一指挥调度、 统一服务规

范、 统一监督管理、 统一保障标
准、 统一绩效考核的建设原则，
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并
持续推进。 目前， 北京市院前医
疗急救呼叫满足率保持在97%以
上 ， 服务满意度保持在 98%以
上， 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接近15分
钟。

为实现院前医疗急救统一呼
叫号码、 统一指挥调度， 进一步
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效率和
服务质量， 建设完善的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体系， 2021年北京市人

大常委会对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条例》 进行了修订， 进一
步明确了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的专用呼叫号码为 “120”， 增
加了 “统一指挥调度” 的表述，
规定对院前医疗急救与非急救医
疗转运实行分类服务和管理， 对
非急、 危、 重患者， 告知其北京
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途径。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表示， 该
委与北京市红十字会协同配合，
全力推进院前医疗急救统一呼叫
号码、 统一指挥调度。 （卫 宣）

北京院前医疗急救统一呼叫号码、统一指挥调度 28个项目落地北京中德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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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青年榜样讲述岗位奋斗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市发改委会同市教委、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北京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
理办法 （试行 ） 》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并同步出台本市
线上、 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标准。 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将于
今年2月21日 （2022年中小学春
季学期开学） 起实施， 对面向普
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的管理 ， 参照执行 。 根据规
定， 培训机构可以在上述学科类
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基础上， 在上

浮不超过10%、 下浮不限的范围
内， 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据了解， 市发改委会同相关
部门拟定了 《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 并于去年公开向社会征求
意见。 《管理办法》 主要包括学
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定价范围和
原则、 收费定价机制、 成本构成
与核定、 收费信息公开等方面共
19条内容， 对培训机构提出应严
格落实收费信息公开相关规定，
在政府指导价标准范围内合理确
定收费标准， 不得以任何理由、
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

定的培训收费标准， 不得在培训
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等方面的
要求。

据了解， 2021年以来， 按照
“双减” 工作总体部署， 市发改
委会同市教委开展线上、 线下培
训机构成本调查， 对全市300余
家培训机构进行了摸底调研。 相
关负责人介绍， 本市委托第三方
机构在全市范围内随机邀请4532
名家长开展青少年校外培训消费
社会调查。 通过网上反馈、 组织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认真研究学
生家长、 培训机构意见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本市
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定收费标准的
原则， 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
支出负担为目标， 统筹考虑经济
发展水平、 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
因素， 制定了政府指导价标准。

具体来看， 按照国家 “要区
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同班型， 分
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
标准” 的要求， 根据国家规定的
主要定价班型 ， 确定了本市线
上、 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
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

其中， 线下10人以下的班型

每课时每人次收费80元， 10人到
35人的班型每课时每人次收费60
元， 35人以上的班型每课时每人
次收费40元； 线上的班型， 无论
人数， 均按照每课时每人次20元
收费。 需要注意的是， 标准课程
时长， 线上为30分钟， 线下为45
分钟， 实际时长不一样的， 由培
训机构按比例折算。

按照规定， 培训机构可以在
上述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基
础上， 在上浮不超过10%、 下浮
不限的范围内， 确定具体收费标
准。

北京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便
当、 面包、 三明治、 休闲零食、
咖啡乳品、 小吃……北京地铁近
日开业130处便利店、 书屋、 药
店等便民服务设施， 帮助乘客在
地铁通勤期间解决早 、 晚餐问
题， 还有图书、 药品、 冬奥产品
等商品售卖。

去年7月， 北京地铁试点便
利店业务， 引入了首批便利店，
包括罗森、 京东便利店和DELI鄄
GOGO三家便利店品牌 。 此次
开业便民服务设施包括京轻 、
D+、 多点等便利店， 以及地稻
小店、 弗洛花园、 地铁好物等多
业态特色商铺。

多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针对地铁内的乘客需求，通
过总部数智化的选品系统， 调整
了商品结构。除了常规商品外，店
内同时搭配网红商品、 节庆限量
商品、 联名商品等不同品类的特

色商品。 这次新加入的京轻便利
店依托母公司旗下的“百年义利”
品牌，推出了老字号特色商品。

下一步， 北京地铁将加强乘
客需求大数据挖掘， 建立乘客从

进站到出站全过程、 从高峰到平
峰全时段、 从乘车到服务全方位
出行体验的数据体系， 实现乘客
需求智能感知、 服务设施智能运
行的新举措。

北京地铁站内开启130处便民服务设施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在京港地铁14号线来广营站，首
家智能特色鲜明的地铁便利店正
式启动试运营。 该便利店由京港
地铁和京东集团共同打造， 是一
家集合线上线下、 多种服务为一
体的“智慧”地铁便利店。

据了解， 该地铁便利店设立
在站厅东北方向B口附近， 营业
时间为7点到22点。便利店中除了
传统的人工扫码支付外， 还设置

了自助收银机。同时，通过使用地
铁便利店内的多个微信小程序，
乘客还可享受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便捷服务， 乘客可在未到站时在
线上选购商品， 到站后进入地铁
便利店即可取货。此外，乘客还可
享受上门配送、 网订店取等多种
便捷购物体验。 地铁便利店内还
设置免费饮水、 免费充电、 医药
箱、工具箱、针线包、旧电池回收、
旧衣回收等各类公益服务。

地铁14号线首家“智慧”地铁便利店开业

总投资额22亿元 园区已集聚德资企业73家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了解到， 北清路快速化改造
一期工程有了新进展———北清路
跨京藏立交进入桥梁施工阶段，
工程将于2024年9月整体完工。届
时将缓解北五环、六环拥堵，有效
提升回天地区路网通行效率。

北清路东西联通G7至京承
高速， 是串联回天地区与未来科
学城重要干道。 北清路快速化改
造工程西起京新高速西侧友谊
路，东至京承高速，穿越海淀区、
昌平区， 全长19.4公里。“一期工
程沿线相交道路共计6条，包括京
新、京藏两条高速。相交及临近主
要铁路、轨道线共计4处，包括京
张高铁、东北环线铁路、地铁昌平

线、地铁8号线，同时还与6条河道
相交。”首发集团公联公司北清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负责人说。

据了解， 这座大型互通立交
桥建成后， 北部城区居民可通过
立交桥的各条匝道桥直达各个方
向， 缓解京藏高速辛庄桥高峰期
拥堵情况， 桥区通行能力将得到
很大提升。

“改造完成后，远端可串联北
部区域高快速路网，促进张家口、
延庆、 昌平等区域与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联系。 近端可作为城市路
网，加强海淀、昌平、顺义三区的
联系。”该负责人介绍，初步测算，
道路完工通车后， 沿线通勤效率
预计将提高1.2至1.8倍。

北清路跨京藏立交进入桥梁施工阶段
通车后将有效提升回天地区路网通行效率

月坛街道开展燃气安全管理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北京燃气集团一分公司户内
服务二所木樨地中心联合月坛街
道城管队， 联合开展了非居民用
户燃气安全管理座谈交流会。

木樨地燃气服务中心主任围
绕燃气基本安全常识、 安全用气
的注意事项、 非居民用户常见安
全隐患和处理办法、《城镇燃气管
理条例》 和 《北京市燃气管理条
例》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进
行讲解。并从基本常识、隐患识别
与处理、 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等三

个方面， 帮助属地执法部门更好
的理解和掌握非居民用户燃气安
全管理要求， 助力非居民燃气用
户安全检查综合执法各项工作。

培训费最高上浮不得超过基准收费标准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