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老年人创造适宜居住生活的家庭环境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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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通讯员 贾伟峰/摄

为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
识， 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近日，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分别组织开
展安全生产场景式教学培训和安
全生产相关法规解读宣贯培训。

培训中， 认真组织全体执法
队员学习了新版 《北京市安全生
产条例》 和 《北京市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 》，
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同
时从条例修订背景、 过程和总体
思路入手， 结合真实案例解读了
新修订条例的亮点之处。

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根据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
需求， 采取 “以干代训” 等形式

组织开展场景式教学培训， 把培
训现场与实景操作结合起来， 邀
请安全生产专业人员和执法骨
干， 边示范边讲解执法要点、 法
律法规适用、 执法技能与规范等
方面内容， 提高参训人员在安全
生产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 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 结合城管执法职责，
对当前安全生产领域的形势任务
进行分析， 提示要用好专业法规
和安全法规这套 “组合拳”， 进
一步强化联合执法， 不断提升安
全执法领域的履职能力和执法水
平。

（成光）

日前， 朝阳区珠江绿洲小区
2500余户居民迎来了一件期盼已
久的 “大事”： 随着内外管线勾
头通水完成， 用了20年的自备井
终于结束其历史使命， 小区正式
接入市政水。 与此同时， 在朝阳
区水务局和属地政府共同推动协
调下， 市自来水集团同步为小区
居民安装智能远传水表， 需要入
户抄表的预付费水表也将成为过
去。

看着市政管网水从龙头里流
畅而出， 珠江绿洲居民刘阿姨连
连拍手叫好。 刘阿姨介绍， 她是
2014年搬进小区的， 喝了9年自
备井水， “虽说咱北京的水质肯
定过关， 但心里还是觉得市政大
网的水更安全可靠。” 刘阿姨说，
过去家里装了净水器， 隔段时间
就要更换滤芯 ， 每次滤芯都发
黄， 上面还有不少水垢。

“自备井小区用水依赖单一
井源， 机井需要维修保养时， 停
水在所难免， 尤其是不少老旧小
区管线老化， 出现问题的概率就
更高。” 朝阳区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朝阳区政府出资为珠江
绿洲等小区建设了二次加压泵
房， 进一步稳定小区水压， 置换
市政水后， 规范化、 专业化运维
也能极大降低检修停水等情况的
发生。

市水务局供水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根据市水务部门的地下水
超采区评价结果， 珠江绿洲小区
位于地下水超采区， 按照供水高
质量发展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的相关工作要求， 对具备置换条
件的小区和单位 “应换尽换”。

只是这一 “换”， 却着实不
简单。 珠江绿洲小区位于京通快
速路以南， 距离小区最近的市政
自来水管线在京通快速路北侧辅
路， 要解决这一南一北 “遥遥相
望”， 需由北向南在地下暗挖隧
道， 铺设供水支线。

该负责人介绍， 铺设这条长
度仅百米的管线， 需要横穿京通
快速辅路、 京通快速主路、 地铁
八通线三条城市主要交通设施才
能到达小区 ， 是条如假包换的
“三跨线 ”。 由于该工程位置特
殊， 三条交通设施均为东西通行
“要道”， 如何减少施工对交通的
影响是对项目组的重大考验。 同
时 ， 由于此处地质情况相对复
杂 ， 地下施工需要克服土质沉
降、 渗水等棘手难题， 仅施工方
案就反复修改了4次。

最终， 市水务部门会同朝阳
区政府协调市 （区 ） 园林绿化

局、 市交通委、 首创集团、 北京
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地
铁运营公司等部门单位， 并组织
市自来水集团与有关专家反复会
商研判， 全力推进小区供水水源
置换， 终于在近日接通市政水。

“今后， 将有更多的住宅小
区用上市政自来水。” 市水务局
供水处相关负责人透露， 预计到
“十四五” 末期， 中心城区及副
中心至少完成60个自建设施供水
住宅小区 （社会单位 ） 置换任
务， 中心城区具备条件的基本实
现全置换。 下一步， 市水务局将
会同各区政府组织市自来水集团
按照 《北京市推进供水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年-2025
年）》 要求， 持续推动自建设施
供水住宅小区 （社会单位 ） 置
换 ， 不断扩大公共供水覆盖范
围， 让更多市民喝上更加优质、
放心的市政水。

□本报记者 任洁

安全巡视机器人、 焊接机器
人……一台台先进的科技设备纷
纷亮相， 这里不是机器人大会，
而是中建二局新国展二期项目工
地。

近日， 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
质量及智慧管理标杆工地观摩学
习活动在中建二局新国展二期项
目举办。 全市部分建设单位、 施
工单位、 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参
加活动， 共同观摩了项目精益建
造、 智慧建造、 安全管理、 实体
样板展示区。

新国展二期项目充分利用信
息化支撑手段， 利用BIM、 物联
网 、 移动通讯 、 大数据 、 云计
算 、 AI智能等30项当代先进技
术， 实现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信
息化的精细管控。 其中， 焊接机
器人技术克服手工焊接受劳动强
度、 焊接速度等因素的制约， 可
结合免清根、 免开坡口等技术，
实现大电流、 高速、 低热输入的
连续焊接， 能够大幅提高焊接效
率， 使焊接过程更加稳定， 具有
提高焊缝成型质量、 改善劳动条
件、 适应恶劣环境的优势， 从而
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需要。

安全巡检机器人则通过北斗
及激光雷达双系统导航， 平面巡

检可覆盖70%风险点位， 机器人
视觉模块与AI边缘计算服务器结
合， 实现施工场地不安全行为识
别功能， 包含未戴安全帽、 未穿
反光衣、 吸烟识别、烟雾识别等，
同时整合温湿度、气体感知模块，
能快速识别工程环境中的异常温
度和危险气体并发出警报。

“灌不超”混凝土灌注检测系
统由微机电传感器、数据采集器、
低功耗无线网络、控制计算器、云
服务等组成，可以实时、连续显示
超灌高度，具有安装方便、运行可
靠、信息实时共享等特点。

据介绍， 新国展二期项目位
于顺义区第23街区 ， 总投资约
137亿元 ， 合同额为65.67亿元 ，
是贯彻落实首都 “四个中心” 战
略定位， 促进国际交往、 服务扩
大开放的重要平台。 建成后将成
为北京市单体规模最大、 功能最
完善的综合型会展场馆， 成为北
京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展示窗
口、 首都先进文化创意的交往平
台 ， 推动首都会展业实现新发
展， 提升北京城市形象和品质 ，
助力北京成为全球顶尖会展活动
首选城市。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朝阳珠江绿洲小区2500余户居民喝上市政水

近日，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
北京林业大学举办 “遏制 ‘舌尖
浪费’ 引领文明新风尚 ” 北京
市首个高校反餐饮浪费联盟成立
揭牌仪式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走深走实活动。

据了解， 该联盟由学院路街
道和花园路街道辖区内的8所大
学倡议发起 ， 将通过提供小份
菜、 充分利用食材、 践行光盘行
动等多种方式， 引导高校师生按
需点餐， 反对餐饮浪费。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
员、 副局长卢砚京宣读倡议书，
呼吁汇聚社会各方力量， 从自身
做起、 从现在做起， 争做反对餐
饮浪费的践行者、 宣传者、 引领
者和监督者， 共同培养文明、 健
康、 绿色、 节约的生活方式。

活动中， 与会领导为8所高
校的食品安全员、 安全总监及文
明用餐宣传员代表颁发聘任证

书。 大家纷纷表示， 将在今后的
工作中积极引导市民和消费者珍
惜粮食， 自觉践行光盘行动， 以
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尚。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贺嘉仪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光盘打卡行
动， 在食堂吃完饭会拍摄光盘照
片， 上传到活动小程序里， 和更
多人分享。 “学校也在食堂安排
了志愿者， 引导师生珍惜粮食，
适度盛饭， 吃完及时回收餐盘。”
学生彭千芯表示， 勤俭节约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大学生应该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 从自身做
起， 抵制 “舌尖上的浪费”。

下一步 ， 海淀区市场监管
局将搭建多平台， 继续宣传制止
餐饮浪费相关法律法规， 督促餐
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推动在全社会树立厉行勤俭节
约 、 拒绝餐饮浪费的文明新风
尚。

“十四五”末中心城区自备井基本实现全置换

开展安全生产场景式教学培训

□本报记者 边磊

可推进轮椅的洗手台和燃气
灶台、 防摔防滑的地面、 恒温的
花洒、 便于老人起身的餐椅， 还
有居家智能看护设备的加持……
近日 ， 本市首家社区 “适老家
装” 样板间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
揭幕。 这座 “扎根” 社区的适老
化样板间位于朝阳门街道市民活
动中心， 面积26平方米。 样板间
设置了客厅、厨房、卧室、卫生间
等功能区， 通过模拟饮食起居、
如厕淋浴等适老家装场景， 全方
位呈现居家养老无障碍场景。

据悉， 此次 “适老家装” 样
板间亮相是 “银龄安家” 适老家
装公益行动的一项服务内容， 该
项公益行动中还将以 “家装扶
老、 智慧助老、 智能养老、 公益
为老” 为核心， 通过试点样板间
改造、 免费检修服务、 适老家装
知识科普宣传等形式， 为地区老
龄群体构建更为舒适的生活场景
做出有益尝试， 通过动员企业、
子女、 老人基金会等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努力， 促进全社会推进适
老化的改造和升级， 提升老年人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负

责人表示， 通过样板间具体产品
的体验， 老人们对适老化改造有
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增强了居家
安全环境的认识， 同时激发了改
造需求 。 随着引导和宣传的深
入， 居民对适老化改造从谨慎观
望慢慢转向需求迫切， 目前该街
道已有老年人家庭提出了适老家
装的需求申请。 同时， 该街道的
老年友好环境建设还将从家里延
伸至家外， 比如公共楼道加装扶
手、 无障碍坡道改造、 老旧小区
电梯加装等。

活动中，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周燕
珉提出， 此项行动是推动居家适
老化改造和社会企业、 社区养老
服务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
通过适老化家装与改造， 能够为
老年人创造适宜居住生活的家庭
环境，为今后导入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等居家养老服务创造条件。

下一步， 该街道将通过开展
“银龄安家” 适老家装公益行动，
通过试点样板间改造、 免费检修
服务、 科普宣传等形式， 促进全
社会推进适老化的改造和升级，
让老年人安全养老、 舒适享老。

本市首家社区“适老家装”样板间落户朝阳门

多款智能设备亮相北京智慧标杆工地

·广告·

北京首个高校反餐饮浪费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