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北京丰台区南苑
森林湿地公园FT00-2301-2314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
面）》 日前公布。 根据规划， 南
苑森林湿地公园将承载生态休闲
游憩、 国家文化展示、 特色生活
服务三大核心功能。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位于丰台
区东南部， 北至南四环路， 南至
南苑东路和警备西路一线， 西至
京开高速联络线， 东至大兴区和
丰台区区界 ， 总用地面积15.59
平方公里， 规划常住人口总规模
约2.72万人， 就业岗位总规模约
3.9万个。

作为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
肺，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承载三
大核心功能， 即完善生态休闲游
憩功能、预留国家文化展示功能、
提升特色生活服务功能。 将构建
蓝绿交织、 鸢飞鱼跃的自然生态
本底，植入自然科教、风景游赏、
运动健身、文化体验等功能；以战
略留白地区为载体， 集中承载国
家文化展示与博览、 国际文化交
流、国际会议等功能；塑造高品质
社区，植入品质居住、商业服务、
休闲生活、体育运动等功能。

公园战略留白用地规模为
94.45公顷 ，约1400余亩 ，承载国
家文化展示功能， 到2035年前实
现实地留白。

根据规划， 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将构建 “一轴两带 、 两核六
区” 的整体空间结构。 “一轴”
为生态文化未来发展轴；“两带”
为大红门御道历史文化带、 小龙
河自然生态带；“两核” 为湿地生
态保育核、 森林生态保育核；“六
区”为湿地生态片区、森林生态片
区、文化交流片区、国家文化展示
功能片区、城市休闲服务片区、城
市生活服务片区。

据了解，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规划生态用地规模不低于936.72
公顷、生态空间占比不低于60%。
公园压缩生产空间规模， 规划产
业用地规模控制在50.41公顷以
内， 占比由现状的20.45%缩减至
3.23%左右。生活空间方面 ，将落
实南中轴地区发展定位， 为首都
功能承载预留空间， 加强国际人
才社区建设。

规划将南苑路两侧划定为一
级重点功能区， 总面积约144.03
公顷， 大泡子蓄涝区等水面及小
龙河、 凉凤灌渠沿岸地区划定为
滨水地区， 总面积约57.19公顷，
将形成韵律性的开放滨水空间界
面， 引入丰富自然的空间要素，
打造环境优美、 尺度宜人、 文化
特色突出的生态滨水空间。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还将构建
以皇家苑囿文化为核心， 融合铁
路、 航空航天等多种近现代文化
元素， 形成一主多支的文化展示

体系。 通过意向性恢复南苑历史
印记， 延续古都 “北山南水、 北
文南武” 的空间格局特征， 再现
“南囿秋风 ” 的历史景观风貌 。
结合南苑历史上大红门御道、 古
苑墙、 三台子、 潘家庙角门等的
空间位置， 合理利用文化元素符
号 ， 恢复 “御道双台 、 一墙一
门” 的历史文化印记， 凸显南苑
整体文化氛围。 将加强南苑历史
功能活动研究， 提取代表性历史
要素， 通过特色活动植入、 景观
小品陈列等方式 ， 形成苑台畅
观、 农颐广稼、 万木留香等10处
古今时空对话的文化体验场景。

根据规划， 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还将建设历史博览、文化展示、
科普教育3类特色文化博览馆，通
过数据平台搭建、 历史文化戏剧
演绎、 科普教育活动策划等多种
展示方式，增强互动体验感知，讲
好南苑地区历史文化故事。

交通方面， 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地区将构建 “公共交通+自行
车+步行 ” 优先的绿色交通系
统， 鼓励利用丰双铁路开行市郊
客运列车， 结合公园出入口， 就
近设置公交站点， 提升公共交通
对公园的服务水平， 依托公园主
路形成连续的步行和自行车专用
路， 与公园外绿道系统、 市政道
路无缝衔接， 提高步行和自行车
出行品质。 （丰 雯）

南苑湿地公园将承载国家文化展示功能
总用地面积15.59平方公里 战略留白94.45公顷

北京疾控发布8条健康提示

工业生产逐步复苏 高端产业增势良好

“您好， 您的物资到了， 请开门取一下， 有别的需要随时微信联
系。” 为及时解决封控区居家隔离人员的后顾之忧， 石景山区苹果园
街道海三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微信、 电话等多种方式线上了解居民的生
活需求， 线下为居民配送蔬菜、 代取中药、 代购日用品， 上门服务保
障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需求。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朴郝丽 摄影报道

前三季度京津冀经济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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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2月7
日， 记者从北京市统计局获悉，
前三季度京津冀经济持续恢复，
工业生产逐步复苏， 高端产业增
势良好。

区域经济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
影响， 京津冀三地持续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 区
域经济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协同
联动日益增强。 前三季度， 京津
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万亿元，
其中北京 、 天津和河北分别为
29926.3 亿 元 、 11896.1 亿 元 和
30591.1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0.8%、 1.0%和
3.7%， 与上半年相比， 分别提高
0.1个、 0.6个和0.3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 北京和河北服务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5%和3.1%，
高于上半年0.2个和0.3个百分点；
天津增长1.3%， 对总体经济形成
重要支撑 。 现代服务业发展较
快， 北京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与金融业合计拉动服
务业增 长 3.1个 百 分 点 ； 天津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9.8%， 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
平； 河北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增长8.8%， 金融业增
长6.6%。

三地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前三季度， 京津冀地区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万亿元。
其中北京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0219.5亿元， 下降4.5%， 三季
度止跌回升， 增长1.1%； 天津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99.3亿
元， 下降3.2%， 降幅比上半年收
窄2.3个百分点 ； 河北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901.4亿元， 增
长4.5%， 比上半年加快1.5个百
分点。 新能源汽车置换补贴等政
策显效发力， 三地新能源汽车零
售额分别增长11.4%、 1.2倍和1.7
倍。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就业形
势保持稳定。 前三季度， 京津冀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为
58597元 、 38935元 和 22783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7% 、 3.6%和
5.3%。 三地稳岗拓岗政策落地落
实，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6月份
以来北京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连
续4个月 回 落 ； 天 津 新 增 城镇
就业29.9万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
85.4%； 河北城镇新增就业80万

人， 完成计划目标的93%。

三地公共服务加快共享步伐
今年前三季度， 京津冀三地

聚焦区域联动， 疏解承接双向发
力。 河北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
4063个 ， 2014年以来累计转入
4.4万个， 其中近8成为北京转入
（3.5万个 ）， 廊坊 、 石家庄 、 保
定和唐山承接北京转入基本单位
最多， 合计占比达53.7%。 首批
标志性疏解项目加快在雄安新区
落地， 中国星网、 中国中化、 中
国华能3家央企总部启动建设 ，
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注册落地， 首
批疏解的高校、 医院基本确定选
址。

前三季度， 天津实际利用内
资 中 ， 来 自 京 、 冀 的 投 资 额
1492.6亿元， 同比增长29.7%， 占

比超5成， 比上年同期提高9.7个
百分点。 北京通州与廊坊北三县
持续加强项目对接， 今年截至9
月底已签约37个合作项目， 意向
投资额280.66亿元 ， 其中近8成
为产业类项目， 2019年以来的签
约项目已落地实施近百个， 落地
率近80%。

京津冀三地共建一体化， 公
共服务加快共享 。 截至8月底 ，
京津冀铁路营业里程超1万公里，
其中高铁2369公里， 实现铁路对
2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覆盖， 高铁
覆盖京津冀所有地级市； 京唐城
际铁路、 京滨城际铁路进入联调
联试阶段。 大运河京冀段62公里
实现互联互通。 区域内5000余家
三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纳入互
认范围 ， 京津冀异地就医实现
“同城化”。

本报讯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近日表示， 新冠病毒主要
通过密切接触和呼吸道飞沫传
播，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个人防护可
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为了
更好地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请广大市民切实履行个人防疫责
任，科学防疫，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一是戴口罩。 在室内外人员
密集场所、 乘坐电梯或公共交通
工具时，均应规范佩戴口罩；出现
发热、干咳等症状时，或在医院就
医时， 建议佩戴医用外科或以上
级别口罩；口罩须及时更换，每个
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

二是勤洗手。外出返家，护理
老人 、儿童和病人 ，触摸口 、眼 、
鼻，咳嗽或打喷嚏，清理垃圾，接
触快递、 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的

情况下，均应及时洗手或手消毒。
三是常通风。择时开窗通风，

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 每次20至
30分钟；家中人较多、有病人或访
客时，建议开窗通风；家中有居家
隔离人员时， 其所在房间应关闭
房门，单独开窗通风。

四是少聚集。 尽量不去人员
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所，远离有
发热或咳嗽症状的人员， 减少聚
集性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五是保持环境卫生。 日常居
家以卫生清洁为主， 必要时进行
预防性消毒； 厨房炊具、 台面 、
餐饮具等要及时做好清洁消毒；
定期清洁消毒厕所内卫生洁具和
地面， 表面有脏污或霉点时， 要
及时清洁消毒； 马桶冲水前要盖
马桶盖，保持存水弯水封。

六是积极接种新冠疫苗。新
冠病毒全人群易感， 老年人是最

脆弱的群体， 且合并基础性疾病
的比例较高， 是感染新冠病毒后
引发重症的高危人群， 接种新冠
疫苗始终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之
一，建议无接种禁忌、符合接种条
件的老年人尽快接种， 已完成全
程接种后满3个月要尽快完成加
强免疫。

七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
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
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健康饮
食，戒烟限酒，保持健康心态，不
信谣、不传谣。

八是做好健康监测。 用好核
酸检测、抗原自测， 如出现发热、
干咳等症状 ， 不带病上班 、 上
学， 不参加社会活动， 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戴好口罩， 及时到
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排查， 减少家
庭传播风险， 配合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 （疾 宣）

(上接第１版)
三是优化调整隔离方式。 感

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 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
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 也可自
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 居家隔离
期间加强健康监测， 隔离第6、 7
天连续2次核酸检测Ct值≥35解
除隔离， 病情加重的及时转定点
医院治疗。 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
密切接触者采取5天居家隔离 ，
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 第5天
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隔离。

四是落实高风险区 “快封快
解”。 连续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
高风险区， 要及时解封。

五是保障群众基本购药需
求。 各地药店要正常运营， 不得
随意关停。 不得限制群众线上线
下购买退热、 止咳、 抗病毒、 治
感冒等非处方药物。

六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 各地要坚持应接尽
接原则， 聚焦提高60-79岁人群
接种率、 加快提升80岁及以上人
群接种率， 作出专项安排。 通过
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 临时接种
点、 流动接种车等措施， 优化接
种服务。 要逐级开展接种禁忌判
定的培训， 指导医务人员科学判
定接种禁忌。 细化科普宣传， 发
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动员老年人接
种， 各地可采取激励措施， 调动
老年人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七是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情况
摸底及分类管理。 发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网底” 和家庭医生健
康 “守门人” 的作用， 摸清辖区

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慢阻肺、
糖尿病、 慢性肾病、 肿瘤、 免疫
功能缺陷等疾病的老年人及其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 推进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

八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基
本医疗服务。 非高风险区不得限
制人员流动， 不得停工、 停产、
停业。 将医务人员、 公安、 交通
物流、 商超、 保供、 水电气暖等
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正常运
转人员纳入 “白名单” 管理， 相
关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疫苗接种
和健康监测， 保障正常医疗服务
和基本生活物资、 水电气暖等供
给 ， 尽力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
序， 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急难愁
盼问题， 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九是强化涉疫安全保障。 严
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 单
元门、 小区门， 确保群众看病就
医、 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通畅。
推动建立社区与专门医疗机构的
对接机制， 为独居老人、 未成年
人、 孕产妇、 残疾人、 慢性病患
者等提供就医便利。 强化对封控
人员、 患者和一线工作人员等的
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

十是进一步优化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 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科
学精准防控要求， 没有疫情的学
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校园内超市、 食堂、 体育场馆、
图书馆等要正常开放。 有疫情的
学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 风险
区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学、 生
活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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