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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李婷婷） 路面新铺了沥青，施
划了行车线， 道路两侧人行步道
地砖也更换平整……记者昨天获
悉， 昌平天通苑南街道完成了对
陈营片区（陈家营西路、陈家营南
街、 清河北侧路） 道路的提升改
造， 平整亮丽的通行环境受到了
群众点赞。

据了解，陈家营西路、陈家营

南街、清河北侧路与陈家营中路、
清河路、 祥安北街等多条道路相
交， 构成了陈营片区成熟的路网
架构， 承载着该区域的主要交通
流量。陈营片区毗邻朝阳区、海淀
区，人流车流较大，周边还分布有
商业区、学校、住宅区。随着时间
推移，受雨水浸泡、车辆碾压等影
响，陈家营西路、陈家营南街、清
河北侧路相继出现坑洼龟裂等情

况，人行步道局部麻面、破损，附
近住户纷纷反映“出行难”。

今年3月底，陈营片区道路改
造工程启动，同时，天通苑南街道
结合三条道路升级改造实际情
况， 对人行步道砖缺失或步道砖
麻面等部位重新铺设。历时月余，
完成了陈家营西路、陈家营南街、
清河北侧路的路面和人行步道升
级改造。三条道路现已正式通车。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记者
近日从通州区应急局获悉， 通州
区自7月以来经历了入汛后最强
降雨天气过程， 汛期累计降雨接
近去年同期的3倍。 为此，该区防
汛指挥部及时启动预警，“雨前布
控、雨中抢险、雨后排查”，确保汛
期安全。

据了解，通州区各街道乡镇、
相关行业部门加强对重点水利工
程、在建工程高堆土及深基坑、地
下空间、低洼院落、危旧房屋及危
墙、旅游景区、易积滞水点等防汛
重点部位与灾害易发区的巡查检
查与布控工作， 提前预置抢险力

量及物资装备，确保出现险情时，
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置。

其中， 水务防汛专项分指挥
部排水抢险队备勤200人，各下属
水务单位均提前与对口的各街道
乡镇对接，做好内涝排除、防洪抢
险的技术支撑准备。 京环公司安
排5支队伍、535余人及173辆车及
时清理降雨过程中堵塞的雨箅
子，确保排水畅通。 此外，通州区
及时梳理“12345市民热线 ”中的
道路积水、房屋滴漏等涉汛工单，
并按照“一小时一报”的原则报送
至防汛办， 同时下派至各责任单
位处置。

通州区应急局多措并举确保汛期安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
者近日从通州区潞城镇获悉，潞
城镇环境监督办为了让群众在保
持“防疫两米线”的同时，提高垃
圾分类意识， 将各个核酸检测点
位的“两米线”都变为印有垃圾分
类相关知识和政策介绍的 “宣传
线”， 线上还印有答题二维码，居
民在排队的同时也可参加线上答
题，赢得“绿色”小礼品。

据悉，将“防疫两米线”创新
为“垃圾分类宣传线”，是潞城镇
环境监督办依托 “文明银行”平
台， 结合目前潞城全域开展核酸
检测工作专门筹划的活动， 分为
线下“两米线”宣传和线上“文明
潞城”APP答题两部分。所涉及垃
圾分类知识均与群众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后续，该镇环境监督办还
将不断创新垃圾分类宣传举措，
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长期工作开
展， 在核酸检测点等多处场景展
现的同时，创新形式进小区、进村
庄、进企业等，真正让垃圾分类知
识走进家家户户， 让群众把垃圾
分类意识凝聚起来， 在生活中落
实下去。

潞城镇“防疫两米线”变身“垃圾分类宣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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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近日获悉，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
了 《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促进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
措 施 》 （ 以 下 简 称 《 若 干 措
施》）， 到2025年， 全市实现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支持蔬菜
零售、 便利店等搭载早餐， 推动
200个以上菜市场转型升级， 形
成多元化、 多样化、 覆盖城乡的
生活服务体系。

《若干措施 》 按照拓展空
间、 丰富业态、 提升品质、 优化

监管的思路， 从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角度， 提出5个方面20条
措施。

在拓展空间方面， 将优化便
民商业服务设施布局， 将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纳入全市商圈布局专
项规划， 明确便民商业设施配置
内容、 配置标准和相关要求。 其
中， 已建居住区按照 “缺什么补
什么” 原则精准补建便民商业服
务设施， 新建居住区落实商业和
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占总建筑面积
的比例不低于10％的要求。 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将结合城市更
新行动利用腾退空间和地下空
间， 并挖掘交通场站、 公园、 园
区等空间资源， 布设便民服务设
施。

在丰富业态方面 ， 将实施
“X+早餐 ” 计划 ， 支持蔬菜零
售、 便利店 （社区超市） 等搭载
早餐； 推动200个以上菜市场转
型升级， 实现 “颜值” “内涵”
双提升。 推进 “一店多能”， 鼓
励店铺搭载书报经营 、 针头线
脑、 打印复印、 应急充电、 代扣

代缴、 代收代发、 休息如厕、 小
额存取等服务。 此外， 各区建设
集蔬菜零售 、 便利店 （社区超
市）、 餐饮、 养老康护、 幼儿托
管等于一体的生活服务综合体。
允许有条件的社区有序开展旧货
交易活动。

在强化保障方面 ， 鼓励平
台、 连锁企业与劳务大省共建用
工基地， 培训合格来京上岗。 允
许符合条件的在岗职工以工学交
替等方式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加
强生活服务业专业人才培养。 此

外， 加大租赁型集体宿舍供给力
度， 做好职业技能、 工作年限与
技能人才支持政策和积分落户政
策的衔接。

近年来， 本市不断织密便民
商业服务设施网络。 据统计， 截
至2021年底 ， 全市共有蔬菜零
售、 便利店 （社区超市）、 早餐、
家政、 美容美发、 末端配送 （快
递柜）、 洗染和便民维修等8类便
民商业网点超9万个， 已实现基
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全覆
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月11
日，北京市住建委、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印发 《北京市共有产权
住房现房买卖合同》和《北京市共
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示范文本，
即日起正式施行。与“2017版预售
合同”相比，此次合同示范文本出
现预防责任不对等条款的内容。

据了解，前期工作中发现，部
分开发企业存在滥用补充协议及
附件任意设立责任不对等条款的
情况。 本版合同示范文本专门在
“说明”中明确“三方当事人可以
针对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详的
内容， 根据所售房屋及所在项目
的具体情况在相关条款后的空白
行中进行补充约定， 也可以另行
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内容不
得与主合同条款冲突。 合同当事
人不得擅自添加、修改附件内容，
且附件内容不得与主合同条款冲
突”，限制开发企业利用强势地位

通过补充协议及附件异化主合同
条款，减少矛盾纠纷。

针对前期工作中， 部分购房
家庭反映的对非因其自身原因导
致贷款逾期支付的， 开发企业设
定惩罚条款问题， 市住建委会同
相关部门和各界专家多次研究探
讨，一致认为应当坚持公平原则，
对非因购房人原因导致购房人贷
款逾期支付的， 开发企业不得约
定追究购房人违约责任， 并在本
版合同示范文本第八条中增加相
应款项内容予以明确。

前期工作中， 开发企业强制
代办专项维修资金缴纳的问题也
反映较多，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购
房家庭也不知道如何缴纳。 在本
次合同示范文本起草过程中，对
相关条款进行进一步优化， 在预
售合同第二十一条要求开发企业
写明业主自行缴纳专项维修资金
的时间、地点，购房家庭可自行办

理， 确需委托开发企业代办专项
维修资金的， 开发企业要在约定
的时间内（不超过15日）向购房人
提交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
用收据。

针对“2017版预售合同”施行
过程中出现的开发企业因购房人
骗购约定过高比例违约金的情
况， 在预售合同示范文本第二十
四条购房资格承诺中， 增加了购
房人因骗购导致合同无效需向开
发企业支付违约金的建议比例
“2%”的内容。

为避免因为对装饰装修材料
约定不细致、不明确而出现“货不
对版”的情况，合同示范文本附件
六装饰装修及设备标准的约定
中，将公共部分、户内部分用到的
装饰装修材料种类、 品牌、 型号
（做法）等内容尽可能予以详尽罗
列， 方便买卖双方能够更清晰的
将装修标准固化。

本市2025年将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支持蔬菜零售、便利店等搭载早餐 推动200个以上菜市场转型升级

北京市共有产权房买卖和预售合同示范文本施行

装饰装修材料种类、品牌等应详尽罗列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7月
12日， 东方艺珍花丝镶嵌非遗主
题展暨“相约暑期走近非遗”体验
活动，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
设计小镇东方艺珍花丝镶嵌传承
基地开幕， 即日起常年对公众开
放参观。

开幕式上， 东方艺珍花丝镶
嵌非遗主题展主办方为张家湾镇
今年坚守抗疫一线的人员赠送了
参观门票，并宣布“相约暑期走近
非遗”体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
间，给予学生半价门票优惠，对今
年参加中考、 高考的学子凭准考
证和身份证给予免费参观的特别
优惠。 非遗主题展在接待公众参
观的同时， 将分期开展各种丰富
多彩的线上线下专题活动， 同步
打造了运河非遗市集、 北京礼物
店、艺珍文创空间、研学游学和亲

子体验等文旅产品和课程。
东方艺珍花丝镶嵌传承基地

于2021年9月建成开业。今年初对
传承基地再次进行升级改造 ，以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丝镶嵌
为主题，以“燕京八绝精品”“圆明

园文化记忆” 和 “东方艺术品收
藏”为三大内容板块，分5个展厅
进行展示呈观， 展出国家级及北
京市级和通州区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传承人及大师、 工匠精美作品
200多件。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东方艺珍花丝镶嵌非遗主题展亮相副中心

随着北京稳经济45条、 北京消费季消费券派发等一系列的配套措
施逐步落地， 京城商业迎来了复苏， 夜经济也在逐渐升温。 记者昨天
在西单商圈看到， 市民们携家带口到深夜食堂享用特色小吃， 逛逛逐
渐热闹起来的商业街区， 成为市民暑热中减压放松的方式。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昌平陈营片区道路改造完成实现通车

商圈人气逐渐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