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 津兴铁
路建设中的最后一道工序 ， 首
条牵引供电接触线在固安东至
永清东区间成功 架 设 ， 全 线
“四电 ” 工程施工进入冲刺阶
段。 津兴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
沿途各市区县将形成半小时交
通圈， 对促进京津冀地区交通
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京南工
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电” 工程是高速铁路的 “中
枢大脑” 和动力之源 ， 是高铁
建设中的最后一道工序 ， 其中
包含通信、 信号 、 电力和电力
牵引供电工程。 津兴铁路全线
共计架设接触线140.8条公里 ，
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施工的控
制性工程， 接触线施工质量直
接影响着列车的运行速度和安
全稳定。 为此， 该项目管理部
精心组织， 科学安排 ， 组织施
工人员全员进行了安全 、 技术
专项培训， 制定了详细的施工
方案， 确保首条接触线顺利架
设。

据悉 ， 该工程由中铁电气

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 全线
统一采用恒张力放线车架设 ，
可保持接触线展放平直度 ， 并
针对放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
种不确定性因素制定专项应急
预案 ， 以满足高速列车运行中
的弓网技术数据要求 ， 为高铁
列车安全运行提供可靠的牵引
供电技术保障。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衡水供
电段相关负责人介绍 ， 在津兴
铁路开通前 ， 该段承担供电设
备提前介入任务 ， 接管接触网
和变电所等供电设备 ， 重点推
进职工提素 、 设备安全整治两
项工作 。 目前29名专业技术人
员已经到位介入 ， 成立了安次
网电运行工区 。 由于津兴铁路
全线采用的是 “结构简约化 、
零件集成化、 材料标准自主化”
理念打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型接触网装备 ， 该段在提
前介入前期就编制了盯控作业
指导书 ， 在永清东至固安东的
接触线架设过程中 ， 严格执行
盯控作业指导书和技术标准 ，
确保了接触线架设首日高质量
顺利完工 ， 为津兴铁路全线建
成通车提供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津兴铁路牵引供电系统首条接触线成功架设

记者近日从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 ，2022
年， 北京市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 （EI）为71.1,
实现连续多年稳定提
升， 生态环境质量优
良。 北京连续三年开
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结
果得出， 2020年到去
年， 本市累计记录各
类物种达6408种， 构
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格
局， 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持续改善。

“以前确实没想到残障朋
友出行会有这么多困难 ， 以后
我们运营中会格外注意 ， 不仅
要及时帮助， 也要掌握科学方
法。” 近日， 在北京公交集团
电 车 分 公 司 第 七 车 队小马厂
公交场站内， 进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 “体验活动”， 公交司机
腿上绑着哑铃， 拄着拐杖 ， 体
验行动不便的乘客如何上下公
交车 ， 还有 司 机 师 傅 用 眼 罩
蒙 上 了双眼 ， 颤 颤 巍 巍 地 用
手摸索着上车， 感受视障人士
在出行时遇到的困难。 通过换
位 体 验 ， 司 机 师 傅 们 共 同 探
讨如何更好地服务特殊乘客 ，
使他们获得温馨 、 温暖 、 有爱
的乘车体验。

丰台区肢残人协会工作人
员张跃勇、 贾素丽参与了活动，
为公交驾驶员讲解了残障人士
日常在公交出行中的痛点难点，
并感谢北京公交多年来在无障
碍服务中做出的贡献 ： “近年
来， 公交的无障碍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 ， 残障人士在公交出行
中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 无论是
硬件的服务设备设施 ， 还是司
乘人员的服务意识 ， 都能够让
残障人士的公交出行更加便利、
顺畅， 这与全社会对残疾人的
关爱密不可分 ， 也感谢北京公
交人奉献出的爱心”。

“日常工作中 ， 我们经常
会遇到残障乘客乘车 ， 他们行
动不便 ， 我们今天的活动 ， 也

是让更多的公交车驾驶员通过
亲身体验 ， 感受到如何在工作
中能够给予特殊乘客更多的耐
心和爱心。” 公交集团电车分公
司第七车队党支部副书记许丽
表示 ， “我们将持续开展驾驶
员无障碍知识培训教育 ， 让更
多的残障人士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 关心和关爱。”

记者了解到， 公交集团电
车 分 公 司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 讲
解体验、 监督检查等多种形式
定 期 对 司 乘 人 员 进 行 无 障 碍
教育培训， 切实提高职工的无
障 碍 意 识 和 服 务 技 能 ， 解 决
残 障 人 士 出 行 中 的 难 题 ， 传
递北京公交对残障人士的关心
关爱。

□本报记者 边磊

□本报记者 孙艳

生态环境指数同比增长
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高

一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好不
好， 可以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I） 的高低反映出来 。 EI是一
个统筹考虑城市尺度环境质量、
生态空间格局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状况的综合性指数， 能够客观评

价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程
度。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
处处长曹志萍介绍， 北京市持续
对全市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
统一监测评价。 2022年， 北京市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
高，全市EI为71.1，同比增长0.4%，
实现连续多年稳定提升， 生态环
境质量优良。

从2022年的评价结果来看 ，
集中建设区、 生态保护红线、 绿
化隔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均为良
好。 其中， 中心城区集中建设
区生态环境质量普遍提升 ， 植
被覆盖指数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其中绿地服务指数64.4， 持续提
高， 东城区、 西城区绿地 服 务
能力尤为突出， 城市生态品质得
到进一步提升。 生态保护红线EI
为72.9，比上年提高2.3%，生态系
统质量和服务功能持续提升 。
绿化隔离地区植被覆盖度显著提
升 ， 近五年增长了10.9%， 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提高了6.2%。 大尺
度森林景观已成规模， 生境连通
性增强 ， “近自然化 ” 特色突
出，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
提高。

自然岸线保有率达69.5%
动物“交通”和“补给”更便利

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
系中， 设置了一项特色指标： 自
然岸线保有率。

自然岸线是水、 陆生态系统
交互的关键区域， 也是生物的重
要通道， 发挥了重要的生态服务
功能。例如，对于青蛙等两栖动物
来说，自然岸线提供了良好的“交
通”条件，实现了水里和陆上的通
行自由；对于一些鸟类来说，自然
岸线是“补给站”和“中转站”，它
们在此休憩、捕食、饮水。

2022年， 北京市自然岸线保
有率达到69.5%。 通州区自然岸
线保有率比上年增加0.92个百分
点， 增长量连续两年在全市各区
最高， 城市副中心部分河段岸线
近自然化修复取得良好成效。 延
庆区、 密云区、 顺义区自然岸线
保有率稳居全市前三， 且有小幅
增长。 永定河、 潮白河、 温榆河
等重要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连续
两年稳定保持在75%以上。 这些
自然岸线增强了生态系统连通

性，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良
好自然条件。

摸清 “家底” 科学保护
连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摸清 “家底”， 才能科学保
护，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
了摸清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情
况， 按照生态环境部相关技术标
准， 北京市制定了计划， 于2020
年至2025年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工作。

曹志萍介绍， 2022年， 阶段
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物种 3560
种， 2020至2022年累计记录6408
种 。 其中 ， 高等植物累计 2111
种 、 脊椎动物399种 、 昆虫2396
种、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03种、
藻类315种、 大型真菌884种。

通过三年的调查， 从生态系
统看， 北京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包
括蒙古栎林、 白桦林、 山杨林等
温带落叶阔叶林， 以及油松林、
侧柏林等温性寒温性针叶林。 全
市生态系统类型稳定性逐渐增
强、 持续性不断保持向好趋势。

从城市生态重要区域看， 城

市绿化隔离地区是实施城乡结合
部减量提质增绿的重要区域。 调
查发现， 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等区
域内存在半自然或近自然生态系
统， 有潜力成为城市中物种交流
的汇聚区和生态廊道的关键节
点， 绿化隔离地区已逐渐形成适
宜野生生物生存的自然生态空
间。

从指示物种看， 记录到一些
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有指示作用
的物种。 以蝴蝶为例，它们生命周
期短，敏感性强，对环境变化、生
态系统健康、 人类活动干扰可以
起到良好的指示作用。 调查中，
在城区记录到了近30种蝴蝶 ，其
中包括丝带凤蝶这类对野生植被
需求较高的种类， 一定程度上说
明城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曹志萍表示， 下一步， 本市
将深入开展生态保护监管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工作。 “相信通过
各部门协同发力， 公众和社会各
界共同参与， 全社会生物多样性
保护意识将不断提升、 共识不断
加深， 未来， ‘北京是你的家也
是我的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画面将随处可见。”

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多年稳定提升

新闻【特写】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yw@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王巍│校对 张旭│２０23年 5月 24日·星期三

近日， 在密云区冯家峪镇
朱家峪村 “北控共享农场” 里，
黄瓜、 辣椒、 茼蒿等多种茂盛
鲜嫩的有机蔬菜长势喜人、 郁
郁葱葱， 处处都是一派生机盎
然的景象。 远道而来的市民三
五成群， 到农场为自己认种的
菜园浇水、 除草、 采摘， 体验
一把农民收获的乐趣。

“朱家峪村距离市区较远，
我们来回一趟的车程至少需要4
小时 ， 村里提供全托管服务 ，
解决了我们无法实时照料的后
顾之忧， 很方便也很人性化。”
一位市民说道。 “农场一共有
50个认种地块， 每年可以产出
绿色有机蔬菜瓜果近5吨， 帮助
村集体创收近10万元， 通过委
托村民管理， 还可以带动村民

灵活就业 ， 可谓是一举多得 。”
北控集团派驻朱家峪村第一书
记朱铨如是说。

“北控共享农场 ” 是北控
集团为对口帮扶集体经济薄弱
的朱家峪村量身打造的种植产
业创新发展平台。 2022年以来，
朱家峪村依托 “北控共享农场”，
推行 “订单农业” “地块认种 ”
两种模式 ，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
入每年达到30万元以上 ， 在顺
利完成 “消薄 ” 任务的同时 ，
帮助村民增收每年超 10万元 ，
带动15名村民灵活就业。

自2018年起 ， 北控集团响
应市委 、 市政府乡村振兴工作
号召， 在市国资委统筹部署下，
与密云区委、 区政府密切配合，
逐步开启对密云区冯家峪镇西

白莲峪村 、 三岔口村 、 朱家峪
村、 下营村等4个集体经济薄弱
村的帮扶工作 ， 形成了 “一企
牵四村 ” 的帮扶局面 ， 走出了
一条以真心实意 、 真金白银 、
真帮实扶 、 真抓实干 、 真功实
效的 “五真 ” 精神为内核的乡
村帮扶之路。

在朱家峪村 ， 北控集团充
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职能作用，
从旅游产业规划 、 消费帮扶 、
医疗健康服务、 文化帮扶等4个
方面开展系统性帮扶 ， 除完成
“北控共享农场” 建设外， 还建
成并投入使用了一间集应急处
置 、 日常监测 、 健康管理 、 康
复训练 “四位一体 ” 的健康小
屋 ， 满足村民所需 ， 提升广大
村民的健康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马超

“北控共享农场”带动村民灵活就业

公交司机体验特殊乘客不便 完善出行服务

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