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用脚步丈量民生 北京公交集团力争3年时间建设至少300个栈点

马官营公交场站新开“公交便民驿栈”

“过去买菜 ， 我会坐两站
公交去附近的大超市。 这下好
了， 这个驿栈跟我家就隔一条
马路 ， 随时想吃什么就来买 ，
真方便。” 家住吴家场铁路小区
的陈阿姨说。

近日， 在丰台区马官营公
交场站西南角， 两辆由大巴车
改装而成的售卖生鲜水果蔬菜
的便民移动服务车正式亮相 。
这是继柳芳公交便民驿栈开业
后， 又一个全方位业态升级的
新 “栈点”。 “公交便民驿栈”
提供了各类蔬菜、 水果122个品
种， 肉类30个品种， 便利商品
300余个， 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
排队采购。

“我们没想到， 半个月前
提出的需 求 ， 这 么 快 就 实现
了， 真的方便了很多， 蔬菜水
果新鲜又便宜 。” 六里桥北里
社区居民孙阿姨对新开设的
“公交便民驿栈 ” 感到非常惊
喜。

5月15日， 北京公交集团正

式启动 “万人真情大调研 ” 活
动 。 征求意见过程中 ， 六里桥
北里社区居民就周边购买蔬菜
水果不便利等问题提出了需求，
并对开设 “便民驿栈点位 ” 服
务项目 、 时间和地点提出了意
见建议。

调研结束后 ， 北京公交集
团公司相关专业部门第一时间
到六里桥北里地区现场踏勘 ，
积极与街道 、 社区对接 ， 决定
在马官营公交场站增设公交便
民服务空间 ， 补充了便民果蔬
生鲜服务 、 便民服务中心等便
民业态 ， 满足周边社区居民购
买蔬菜 、 肉蛋等生活必需品的
需求。

下一步 ， 北京公交集团还
将以 “万人真情大调研 ” 活动
为载体 ， 精心规划 ， 选取社区
集中 、 交通便利 、 周边缺少便
民服务场站的地方作为栈点 ，
力争利用3年左右时间， 建设至
少300个栈点， 覆盖北京五环内
各城区。

□本报记者 孙艳

22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能
提供中医药服务 ， 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 ；
建立基层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244个， 打造中医药师传承特色
化人才培养之路；朝阳国际中医
健康网提供英、俄、日、西班牙文
4种语言服务， 让居住在朝阳的
外国友人了解中医药文化……
近年来 ， 朝阳区稳步推进中医
药服务能力 、 服务贸易 、 人才
培 养 等 各 方 面 工 作 。 日 前 ，
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公布 ， 朝
阳区榜上有名 ， 成为北京唯一
的示范试点。

居民 “家门口” 享受
优质中医药服务

近年来 ， 朝阳区结合区域
特色 ， 成立中医药健康服务联
合体 ， 不断发挥三级医院专业
技术优势 ， 积极推进区属公立
医院 、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社
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中医药健
康服务 ， 已初步建成融预防保

健 、 疾病治疗和康复 、 养老于
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在服务辖区百姓方面 ， 朝
阳区 5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所有实体中心均设置中医馆 ，
22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能提供
中医药服务 。 2012年8月以来 ，
朝阳区持续推进中医专家下基
层 ， 基本覆盖了全区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 中医进社区开展
爱心义诊 ， 居民在 “家门口 ”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不仅如此 ， 朝阳区让居住
在朝阳的外国友人逐渐了解中
医药文化 ， 以社区中医师为网
底 、 区属医院中医师为支撑 、
驻区中医药专家为指导 ， 成立
了双语中医药文化传播团队 。
朝阳国际中医健康网为外国朋
友们提供英 、 俄 、 日 、 西班牙
文4种语言服务， 内容涵盖中医
快讯 、 机构介绍 、 养生知识及
地图查询等 。 在CBD、 燕莎商
圈 、 使馆区等重点区域 ， 开办
多家涉外中医类医疗机构 ， 引
进社会资本和海归中医药人才，
培育中医药双语服务人才 。 建

立双语中医工作站 ， 组建中日
友好医院国际部 、 三里屯第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涉外医联
体单位共同参与的涉外医疗服
务协调专班 ， 与58家外国驻华
使馆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
议 ， 为驻华使节及其家人提供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家庭医生服
务。

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
培养体系

中医药人才培养是传承好
中医药技术的关键环节 。 朝阳
区在国内率先建立中医药专家
基层出诊带徒模式 ， 初步形成
“学、 练、 用、 定” 层级分明的
阶梯式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
已建立基层中医专家传承工作
室244个， 名老中医传承工作站
11个， 带徒344人， 挖掘名医名
方20个 。 朝阳区还启动了两批
双语中医专家工作室， 共有5位
双语中医专家带徒22名。

朝阳区分别在房山区 、 昌
平区建立药用植物实践教学基

地 ， 在怀柔区和大兴区中药企
业建立中药饮片实践教学基地，
开展药用植物辨识 、 中药饮片
传统炮制 、 传统中药制剂制作
教学 ， 组织中药特色技术传承
班师生到传统中药材交易市场
和药材产地 、 老字号药企进行
实践教学活动。

“未来 ， 朝阳区将实施守
正师承 、 名老中医活态传承和
AI （人工智能） 传承三项工程，
搭建数字化名老中医传承创新
平台 ， 传承名老中医药学术经
验。 在人才发展方面，实施夯基
育才 、明德修远 、名医堂等三项
人才培养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 实施好基层人才综合能力再
提升计划、名中医团队下基层等
行动，提升基层人才服务能力。 ”
朝阳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 未来， 朝阳
区从以数字化场景化加快促进
中医药技术传承创新 、 以层次
化机制化加快促进中医药人才

发展 、 以智慧化标准化加快促
进中医药服务模式创新发展 、
以数字化品牌化促进中医药文
化发展 、 以签约化国际化促进
中医药服务贸易暨产业发展 、
以规范化精细化加快促进中医
药管理体系创新等六个方面实
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此外，打造以数字化促进中
医药现代化、以国际化提升中医
药传播力、以网络化促进中医药
服务精准化、以产业化提升中医
药事业发展力的“医———教———
研———产———园”的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新生态，探索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朝阳模式。

同时 ， 加强中医医联体建
设 ， 增强双语服务能力 ， 健全
中医药服务体系 ， 创新中西医
协同诊疗及疫病防治模式 。 壮
大双语中医药文化传播团队 ，
打造中药饮片京帮炮制文化展
示区、 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区、
中关村朝阳园 （望京 ） “中医
药成果转化中心 ” 高新区 、 中
医药文体融合区等4个中医药文
化IP数字化示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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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程与实操课程相结
合 、 教学与讨论互补充……近
日 ， 密云区城管执法系统2023
年新录用人员脱产封闭培训顺
利完成 。 20名新入职人员在为
期3天的32学时中， 不仅学习到
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 更在实操
课程和相互探讨中提升了业务
素质。

据了解 ， 本次培训课程设
置丰富， 且极具针对性，邀请市
局相关部门领导详细解读新修
订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
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

污染防治法》， 并邀请专业人士
普及城管执法新闻宣传工作的
方法和要求，并对如何拍摄日常
执法场景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为进一步规范队伍 ， 本次
培训还进行了队列训练 ， 并强
调要依法履职 、 行为规范 。 同
时为督促新录用人员主动学习
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 ， 培训过
程中还组织了一次基础知识和
技能比武活动 ， 参训学员积极
参与 、 认真作答 ， 不仅检验了
培训成果 ， 更为今后的执法工
作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近日，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务局 、 琉璃河镇政府在琉
璃河镇祖村的大石河出境断面
岸边联合举行 “重走巡河路 ”
活动 ， 回忆治水往事 ， 进一步
摸排大石河沿线入河排污口 ，
用脚步丈量民生 ， 激励广大干
部职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石河是房山的母亲河 。
房山区曾是北京市重要的能源
基地 ， 由于煤炭 、 建材 、 化工
资源型产业和城市建设及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 ， 大石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在早年间遭到了不同
程度破坏 。 为尽早解决大石河
水污染问题 ， 房山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 ， 区生态环境局组织
人员多次对大石河上下游近30
公里进行全面巡查 ， 吹响治水
攻坚战号角。

活动中， 房山区生态环境
局 环 境 管 理 科 科 长 梁 新 回 忆
起沿着大石河两岸排查时的情
景 ： “当时的路可没现在这么
好走 ，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路 。
我们带着无人机 ， 人到不了的
地方就飞无人机。” 如今， 大石
河已经恢复了水清岸绿的自然
景致， 吸引了黑鹳、 青头潜鸭、
震旦鸦雀等众多珍稀鸟类栖息。
2023年1月到4月 ， 大石河祖村
断面达到了II类水体。

记者了解到 ， 近年来 ， 房
山区生态环境局从巡河溯源入
手 ， 统筹水污染防治 。 一方面
通过入河排污口调查 ， 摸排建
账 ， 科学施策 ， 压实水质达标
治理方案 。 另一方面加密监测
点位， 提高监测监管频次。

大石河的变化只是房山区
整 体 水 环 境 向 好 的 缩 影 。 从
2019年起 ， 全区国市考断面全
部达到考核要求 ， 尤其是大石
河码头断面近20年来首次达标，
地表水环境改善率排名全市第
3，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2022年，
全区6个地表水国市考断面水质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100%。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密云城管新入职人员开展脱产培训强素质
“‘医生’， 您快帮我瞧瞧，

我们家 ‘小兰 ’ 这是怎么了 ，
连续一个月了 ， 看起来一点精
神都没有。” “您别着急， 我先
检查一下 ， 有问题咱们对症治
疗。” 您是不是以为这就是段寻
常的就医问诊对话 ？ 其实对话
中的 “小兰 ” 是一盆略带病态
的蝴蝶兰 ， 而故事就发生于北
京花乡花木集团在世界花卉大
观园新成立的北京市首家花卉
专科医院中。

随着市民生活质量不断提
高， 莳花弄草已经成为人们放
松减压 、 怡情娱乐的新时尚 。
“由于专业知识受限、 日常护理
不到位等问题 ， 市民搬回家的
植物过 一 段 时 间 总 会 ‘病 恹
恹’， 这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来
帮助大家解决花卉健康问题 ，
而我们可以为市民提供花卉生

长全生命周期服务。” 说起成立
初衷 ， 花卉专科医院相关负责
人这样解释道。

去年 ， 在北京树木医学研
究会的指导下 ， 北京花乡花木
集团着手准备花卉专科医院的
筹建， 今年5月实现正式挂牌运
营 。 医院位于世界花卉大观园
内花卉研究所， 不仅拥有着400
平方米 “植物问诊 ” 空间 ， 更
有一线植物专家8人、 专家服务
团队50人坐镇 “看诊”， 配备分
子检测和微生物培养鉴定等专
业技术设备 ， 开设诊断科 、 检
验科、 综合会诊科等5个科室 ，
能够全面系统地帮助花草树木
摆脱各种 “疑难杂症”。

“您这盆蝴蝶兰肯定不少
浇水吧， 其实不用特别频繁。 我
们再检查一下根部，看看是否有
腐烂霉变的情况。 ”植物专家一

边细心查看植物根部，观察花卉
的长势状态 ，一边细致地向 “小
兰”主人分析原因 ，记录植物的
情况，着手下一步的检查。

“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 ， 没想到老师们都很认真
细心 ， 以后我可要多多学习 ，
好好养护我们家那群绿色小生
命。” “小兰” 主人说道。

花卉专科医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 未来 ， 医院将重点围绕
花卉有害生物诊疗及防治进行
技 术 研 究 与 科 普 宣 传 。 同 时
“北京花卉” 平台已开通 “花卉
健康” 模块， 实现 “线上问诊、
视频把脉”， 为花卉有害生物防
治提供专业 、 科学 、 全面的一
站式咨询 、 诊疗与养护服务 ，
科学有效地解决花卉健康问题，
为爱花人士提供高质量花卉养
护服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韩冷

房山区举行“重走巡河路”活动

朝阳区入选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

市民携花问诊有去处

全市首家花卉专科医院“开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