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全力力保保障障市市民民菜菜篮篮子子
记者昨天在西城区酷宝市场看到，西红柿、南瓜、油麦菜、柚子、苹

果等蔬菜水果，以及鸡、鸭、鱼、牛、羊等水产和肉类品种齐全、量足新
鲜，市民们有序选购，商户每天都根据销售量陆续补充货品。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
开启全线运行试验

11月26日上午9时25分，随着
D6601次试验列车从北京站开
出， 标志着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正
式接入北京站， 开启北京站至唐
山站、 北京站至北辰站的全线运
行试验阶段， 同时与津秦高铁连
通， 在北京至秦皇岛间进行拉通
试验，计划每日开行9对列车按图
运行试验。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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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晶） 上周，
家住丰台区西罗园街道的张女士
在朋友圈看到个人养老金制度启
动实施的消息，马上行动起来，她
第一时间查看了好几个手机银
行， 最终在工商银行APP开通了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并购买了
1000元的基金， 成为北京市第一
个购买个人养老金的人。

“进入手机银行APP，只需要
扫描身份证、人脸识别，就可以开
通个人养老金账户， 整个过程不
到一分钟。”张女士之前看政策介
绍， 还以为这个过程挺复杂，“我
之前听说要开通两个账户， 还以
为要去两个地方办呢， 没想到在
手机银行APP里， 一个操作就全
搞定了。”

开通账户只是第一步， 接下
来需要往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打
款， 然后就到了关键的选购产品
环节，按照规划，可供选择的应该
有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
保险和公募基金等产品。 张女士
发现，在工商银行APP中，目前还
没有理财、保险相关产品，存款、
基金上线产品比较多， 经过一番

比较， 张女士最终购买了一款目
标日期2030年的基金。

张女士为啥毫不犹豫地要
买个人养老金 ？ 她的理由很简
单：“冲税收优惠， 我也得买。”张
女士说 ：“我的收入扣完税到手
8000多元，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
10%， 如果这笔钱买了个人养老
金，这10%的个税就先不用缴了，
等到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时候，只
需要缴3%的税就可以。”

正因为非常优惠的税费政
策，个人养老金是有缴纳上限的，
一年最多12000元，那张女士为何
只买了1000元的基金呢？对此，她
有更长远的打算：“现在个人养老
金产品刚刚上市，我要慢慢看看，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
12000元 我 打 算 买 上 五 六 支 基
金。”看着手机里个人养老金 “购
买成功”的界面，盘算着未来的收
益，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
女士胸有成竹。

据介绍，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36个先
行城市或地区启动实施， 可通过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

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社保
卡、“掌上12333”APP等全国统一
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通过商业
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两个账户开立后， 就可向资金账
户缴费、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年
缴纳上限12000元，缴费即可享受
税费优惠。可购买包括储蓄存款、
理财产品、 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
基金等， 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
管部门确定，并将公布产品名单。

个人养老金不同于基本养老
保险， 是政府支持、 个人自愿参
加、 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
制度。 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
的金融机构包括6家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 、5家城
市商业银行、11家理财公司、14家
证券公司、7家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和6家保险公司等。参加人达到领
取基本养老金年龄， 或者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
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才能
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
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
可以继承。

本市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

首位个人养老金参保人已完成购买

北京市1-10月PM2.5平均浓度29微克/立方米

核心区燃油锅炉实现基本清零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日前，

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1-10月，北
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四项主
要污染物浓度均保持历史同期最
优水平。本市加快推进《北京市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2年行
动计划》落实，供热清洁化改造又
有新突破， 核心区72座燃油锅炉
基本清零，实现清洁取暖，大气污
染防治进入年度冲刺收官阶段。

监测数据显示 ，1-10月 ，大
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平均
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4%，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二
氧化氮（NO2）浓度分别为54和22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浓

度为3微克/立方米。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移动源污染，今年以来全
市积极推广新能源车。实施《北京
市关于鼓励汽车更新换代消费的
方案》，鼓励市民置换新能源小客
车， 符合条件的车主可获得8000
元或10000元补贴，政策有效期至
今年底。印发《“十四五”时期北京
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规
划》，将加大充电设施建设。新投
入运营新能源客运车840辆、氢燃
料或纯电动建筑垃圾运输车115
辆，已累计推广新能源车57万辆。

在供热清洁化改造方面，将
核心区燃油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列

入污染防治攻坚年度计划， 调整
优化实施燃油锅炉电能替代资金
支持政策，按照“电力改造优先、
并入城市热网优先”的原则，市区
两级有关部门及单位密切合作，
定期沟通，协力推动，采暖季前核
心区72座燃油锅炉全部完成改造
或拆除停止使用，实现清洁取暖。
门头沟、怀柔、密云等区有序推进
村庄煤改清洁能源和配套电力基
础设施建设，共完成约2.1万户散
煤清洁能源替代。

记者了解到，全市已有1.8万
条城市道路实行清扫保洁分级管
理，2412条具备条件的背街小巷
100%实现机械化作业。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根据市
气象台预报近期大风、 强降温天
气 情 况 ， 市 城 市 管 理 委 下 达
2022—2023年采暖季供热预警通
知， 要求各区和供热单位积极采
取应对措施， 保障供热运行安全
稳定，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市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提前制定调度运行方案， 精细化

调节， 适时逐步升温运行， 确保
“气温下降，室温不降”。严格执行
24小时值守制度， 合理调配运行
维护维修人员， 加强供热设备设
施、管线的巡查巡检，发现问题及
时维护。 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建立完善设施隐患台
账，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快速处置
突发事件。 鼓励供热单位优先采
取远程指导和线上服务模式，加

强与属地、社区对接，及时解决市
民诉求，提升供热服务水平。

市城管委提醒广大市民，降
温期间家中出现跑水、 漏水等情
况， 可直接拨打小区供热单位服
务电话报修解决。 如市民家位于
封控区域， 供热单位将向所在地
报备允许后， 第一时间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进行入户维修， 请市民
耐心等待。

北京供暖适时逐步升温运行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市做好涉疫重点人员医疗保障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在
昨天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
救治和防院感组新闻组负责
人、市卫健委党委委员、新闻发
言人王小娥介绍， 在涉疫重点
人员医疗保障服务方面， 畅通
外出就医渠道， 确保涉疫风险
人员生命安全。

王小娥介绍， 本市完善医
疗服务保障， 指定临床专科齐
全、 综合救治能力强的医院作
为本区涉疫风险人员救治定点
医院和定点发热门诊， 发热门
诊和急诊提供24小时服务，专
人负责涉疫重点人员24小时接
诊、转诊工作，开通绿色通道，
简化流程， 缩短人员在院停留
时间， 并为社区工作人员集中
代开药提供便利。同时，结合实

际， 畅通各类人员外出就医渠
道， 对于需外出治疗的重点患
者， 由社区工作人员或驻点工
作人员联系区定点医院或原接
诊医疗机构， 通过呼叫救护车
或私家车将患者转运至就诊医
疗机构就诊， 就诊结束后通过
闭环转回社区或隔离点。 对于
急危重症患者， 可由本人及家
属直接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
联系社区（村）联系人对接120
救护车， 转至区级定点医院或
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依据居民病情采取分类保
障措施，对于有发热、干咳、乏
力等11类新冠肺炎症状的，点
对点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发热
门诊就诊。 对于无11类症状且
非急症的，通过远程诊疗、互联
网医疗、设置医疗点、巡回医疗
车等方式保障居民就医需求。

本市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商务局副
局长赵卫东介绍了本市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情况。

目前， 本市蔬菜供应已转
入冬季供应模式， 南方蔬菜供
应增加。从批发端看，近一周本
市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日
均上市量2.17万吨， 特别是近
几日，上市量稳步上升，持续维
持高位运行。 猪肉日均上市量
在450至500吨之间， 批发价持
续下降，零售价保持稳定。鸡蛋

日均上市量在400吨左右，供应
平稳， 批发价和零售价均基本
稳定。从零售端看，商超门店、
直营直供及生鲜电商企业已按
照平时3至5倍的量进行备货，
受疫情影响， 部分门店因疫情
防控原因短暂闭市， 但通过快
检快解等工作措施， 基本上都
能够迅速恢复经营。此外，本市
建立蔬菜直通车应急保障机
制。 目前，15家企业共有356辆
市级备案蔬菜直通车， 可为全
市500个左右社区提供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保障服务。

本市临时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
防控组办公室负责人王大广介
绍， 在优化高风险区划定及管
控措施方面， 严禁采用硬质围
挡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
门 。同时 ，坚持快管 、快查 、快
解， 临时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
过24小时。

在优化高风险区划定及管
控措施方面，王大广表示，严格
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优化疫
情防控二十条措施， 科学划定

风险区域， 高风险区一般以单
元、楼栋为单位划定，在疫情传
播风险不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
传播的情况下，经严格评估，可
适度扩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
严禁采用硬质围挡封堵消防通
道、单元门、小区门。高风险区
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对
于看病就医、紧急避险、救护救
援等特殊情形， 要确保外出渠
道畅通。对于符合解封条件的，
做到“应解尽解”。王大广强调，
对集中隔离期满和感染后治愈
出院（舱）的人员，允许进入小
区（村），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发热门诊和急诊提供24小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