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边磊）
近日， 北京公交集团为冬残奥运
动员量身打造的 “福祉 ” 车亮
相， 这些车辆全部在低地板无障
碍车基础上进行改造。

据了解， 40辆 “福祉” 车主
要用于冬残奥会期间机场抵离、
酒店场馆间摆渡运输。 北京公交
集团客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福祉” 车是对40部液化天

然气公交车进行了改装升级， 全
部选用了低地板无障碍车。 改造
中拆除了车厢中部座椅， 可满足
6位轮椅运动员同时搭乘且互不
干扰。 同时， 车厢内地面设置了
地锚用来固定轮椅， 确保行车过
程中不摇晃， 并增设了扶手、 背
靠软板 、 下车门铃等无障碍设
施， 靠背高度、 安全带长度都可
以自动调节。

40部“福祉”公交车服务北京冬残奥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
布 《北京市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增设正高
级职称层级， 专业人员可自选代
表作参与职称评审。改革后，首次
经济专业人员职称申报工作将于
今年7月启动。

本次改革立足于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和职业分类要求， 设置工
商管理、农业经济、财政税收、金
融、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
济、 运输经济、 建筑与房地产经
济、知识产权等专业，并将根据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适时调整
优化专业职称评价目录。

本次改革在国家规定的基本
条件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创造
性地将经济专业人员分为 “研究
型”和“管理实践型”两类，按照不
同层次、 不同岗位职责专业人员
的特点和成长规律， 突出评价能
力、业绩和贡献，分层、分类制定
评价标准条件。 对从事经济领域
研究工作的人员， 重点评价其提
出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问
题、 研究制定行业规划标准等方
面的能力和贡献。 对从事经济领

域管理实践的人员， 重点评价其
开展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实践、
人力资源服务实践的能力和业
绩， 以及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本次改革明确， 对在经济工
作中创新提出并成功实践商业模
式、 资本运作模式、 企业管理方
式；或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做
出突出贡献的经济专业人员，可
放宽学历、资历等条件限制，破格
申报高级职称。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3月3
日是第九个 “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 北京已成为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其中， 北京市现有维管束植
物2088种， 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15种， 百花山葡萄为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陆生脊椎动
物分布有59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12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30种，如褐马鸡、黑鹳等，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96种， 如斑
羚、大天鹅、鸳鸯等。据了解，2021
年， 市园林绿化局作为本市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起草并制定
了 《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执
法协调机制》，该机制有效加强对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执法的协同、
指导和监督， 精准打击整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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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年度
“最强晚高峰”即将到来。根据市
交通委发布的交通预报， 预计今
天晚高峰平均交通指数7.7左右，
峰值指数或将达8.7，明显高于上
周同期（8.04）。

今天逢机动车尾号3、8限行，
又是周五常态晚高峰， 交通压力
总体已恢复至春节前常态工作日
水平。同时，冬残奥会开幕，冬残
奥会专用道启用中， 受上述因素
影响交通压力突出。 全天交通压
力总体将呈“早低晚高”的运行态
势，拥堵状态将延长至21时左右。
东城、西城核心城区，国家体育场
周边局部路段，东部、北部、西部

区域环路，奥运专用道路段，以及
主要高速、 联络线出城方向交通
压力突出、持续拥堵。今天下午至
晚高峰，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
港澳高速、京通快速路、阜石路、
莲石路等主要通勤通道出城方向
交通压力将明显加大。

此外，东西二环、北四环、长
安街沿线、 国家体育场周边区域
等相关道路将根据保障需要分
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对此，公交、地铁运营调整时段。3
月4日首班车至活动结束，公交57
条线路将调整运营安排。82路(前
门-国家体育场东)、419路 (甘露
园北-国家体育场东)、538路 (孙

河公交场站-国家体育场东)等线
路从首车起陆续绕行、甩站。轨道
交通方面，4日全天， 国家体育场
周边的8号线奥体中心站、奥林匹
克公园站、森林公园南门站，以及
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封闭，各
次列车在上述车站通过不停车。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从
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2022年北
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计划》近
日发布， 今年本市轨道交通将新
建6号线南延、M101线2条（段）线
路，共21.1公里；年底计划开通昌
平线南延一期 （清河-学院桥）、
16号线 （玉渊潭东门-榆树庄）2
条线（段），共22.4公里，届时北京
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过
805公里。

按照建设计划， 今年将实现
昌平线南延一期 （清河-学院
桥）、16号线 （玉渊潭东门-榆树
庄 ）等2条 （段 ），共22.4公里线路

年底开通试运营。
据了解，昌平线南延一期（清

河-学院桥）， 线路北起清河站、
南至学院桥站， 全长8.2公里，全
部位于海淀区，均为地下线，全线
沿京新高速、小营西路、八达岭高
速 、学清路 、学院路敷设 ，设站5
座，建成开通后可与京张高铁、13
号线、15号线实现换乘，进一步扩
大昌平线服务范围；16号线（玉渊
潭东门-榆树庄），线路北起玉渊
潭东门站、 南至榆树庄站， 全长
14.2公里，设站10座。线路服务于
丽泽金融商务区、北京丰台站、丰
台科技园等重要城市功能区，建

成开通后将进一步发挥16号线南
北向重要干线作用， 推动和促进
北京南北城区的发展。 按照建设
计划， 今年还将启动6号线南延、
M101线等2条（段）线路共21.1公
里前期工作 ， 确保6号线南延 、
M101线年内开工建设。

据了解， 今年还将全面推进
昌平线南延一期、16号线、3号线
一期、12号线、17号线、28号线、平
谷线、新机场线北延、13号线扩能
提升工程等9条 （段），235.6公里
线路建设工作。 这些线路将进一
步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缓解中心
城区交通压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今年将超80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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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计划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于3月5
日在北京开幕。 3月3日， 全国人
大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研究室
主任崔新建向媒体介绍了代表团
有关情况。 据悉， 十三届全国人
大北京团现有代表总数为59名。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
会期间， 因工作调动， 王进喜代
表和朱苏荣代表分别从黑龙江团
和辽宁团调入北京团， 陈雍代表
从北京团调往宁夏团。 按照大会
相关要求，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陈健同志， 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朱雅

频同志将全程列席会议。 截至目
前， 除张建东、 谈绪祥、 靳伟3
位代表因参加冬残奥会服务保障
工作全程请假外， 北京团其他代
表和列席人员已全部报到。

会前， 代表们围绕平时关心
关注的问题深入基层走访、 认真
调查研究， 充分征求市人大代表
的意见， 广泛汇集人民群众的意
愿， 为审议好各项报告和议案、
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 做了充
分准备。 代表们表示， 一定会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 全程参加会议， 把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和体现
在履职全过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昨天报到

北京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6种

北京发布 “十四五” 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初步构建京津冀城市群2小时交通圈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市政府印发了 《北京市 “十
四五” 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
划 》 （以下简称 《规划 》）。 该
《规划》 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联
合市水务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
交通委等部门共同编制， 明确了
“十四五” 时期本市基础设施的
发展思路 、 发展目标和主要任
务。

《规划》明确，到2025年，本市
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更加完善，绿
色集约、智慧精细水平不断提高，
城市品质稳步提升， 人民群众的
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以首都为核
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主干构架基本
形成，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初步构建京
津冀城市群2小时交通圈和北京
都市区1小时通勤圈，全市轨道交
通（含市郊铁路）总里程达到1600
公里，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300
公里， 供水能力达到1000万立方
米/日。中心城区45分钟通勤出行
比例达到60%，公园绿地500米服
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0%， 全市建
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7
平方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二氧化碳排放降幅达到国家要
求，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
坚实步伐，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
例达到76.5%，可再生能源消费占
比超过14.4%。 5G用户普及率大
幅提高， 千兆宽带接入端口占比

达到50%， 城市重要功能区域信
号灯联网率达到100%。 中心城
区和城市副中心供水安全保障系
数超过1.3， 全市供电可靠率达
到99.996%，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
面积比例达到40%以上， 主城区
积水点实现动态清零。

到2035年， 基础设施发展方
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率先建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 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构架基本形成，安全、韧性基础设
施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天蓝、
水清、 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基本
建成，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更好地满足市民“七有”要求
“五性”需求。

拥堵状态将延长至21时左右

本市今天迎年度“最强晚高峰”

本市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有突出贡献经济专业人员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

现有代表总数59名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近
日，市应急局发布《2021年北京市
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
下简称《公报》），通过更为详实的
统计数据， 全面反映首都应急管
理事业向纵深发展的成果。

《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
本市累计19万余家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辨识风险源
62万余项。 实现本市10个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风险评估全覆盖。

全年实施行政执法检查97537件，
同比增长33.41%。截至年末，本市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共开
展各类检查抽查22万家次。 本市
持续强化预警信息发布， 全年发
布预警信息273条，其中，气象预
警信息245条，同比增加近1倍。此
外， 本市组建森林消防综合应急
救援队， 认定25支市级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 灾情灾害监测预警力
量达到17492人。

本市实现10个重点行业安全风险评估全覆盖

““龙龙””菜菜咬咬春春
3月4日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沾“龙”字儿的菜品这几天

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明星”。护国寺小吃店推出龙胆、龙籽糕；曲园酒楼
推出寓意“鱼跃龙门”的菜油剁椒鱼头；砂锅居推出“龙鳞套餐”，店里的
师傅用糖艺雕龙首塑龙尾，寓意“生龙活虎”。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