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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近日，北
京市发布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
《应急预案》）。新版《应急预案》对
预警分级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
整体降低了预警启动门槛。其中，
1天5级重度污染或2天4级中度污
染即达到黄色预警启动标准；2天
5级重度污染或3天4级中度污染
达到橙色预警启动标准；3天5级
重度污染且其中1天6级严重污染
达到红色预警启动标准。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时代十年，北京市聚焦细颗
粒物 （PM2.5），以超常规的措施
和力度治理大气污染， 实现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 重污染天气发生
频率、峰值浓度、持续时间均明显
下降， 发生天数从2013年的58天
降低至2022年的3天，广大市民蓝
天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但
是， 当前区域污染排放总量仍超
过环境容量， 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还不够稳固， 由量变到质变的拐
点尚未出现， 整体仍未摆脱气象
条件影响。在秋冬季低压、高湿、
静稳等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仍
有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

据了解， 新版 《应急预案》
是在2018年修订版的基础上， 按
照生态环境部统一要求， 结合本
市实际进行完善。 《应急预案》
根 据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 AQI） 技 术 规 定 （ 试 行 ） 》
（HJ633—2012） 分级方法， 按照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一调整重点区
域预警启动标准有关规定， 依据
空气质量预测结果， 综合考虑空
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 将空气
重污染预警分为3个级别， 由轻
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和红色预警。 同时， 根据生态环
境部 《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
攻坚战行动方案》 关于重点区域
统一调整预警启动标准要求， 对
预警分级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
整体降低了预警启动门槛。

据悉， 《应急预案》 突出精
准、 科学， 对工业企业、 施工工
地开展绩效分级， 实施差异化管
控。 工业企业方面， 固化近年来
行之有效的绩效评级、 差异化管
控方式， 对纳入空气重污染预警
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 按照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

施工工地方面， 进一步加大
减排力度， 增加了对污染较重、
影响较大的道路设施防腐、 道路
沥青铺装工序的管控要求。 按照
绩效分级， 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
喷涂粉刷 、 护坡喷浆 、 建筑拆
除、 切割、 土石方、 道路设施防
腐、 道路沥青铺装等施工作业。

新增了对单车污染排放较大
的载货汽车管控措施， 在橙色和
红色预警期间 ， 本市核发号牌
（含临时号牌） 的国四排放标准
柴油载货汽车停止上路行驶 （经
相关管理部门确认为保障本市生
产生活物资运输、 整车运送鲜活
农产品的汽车除外）。

新增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
措施， 在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
施工工地和应急减排清单内的企
业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 （纯
电动、 氢燃料电池机械除外）。

同时，倡导减少溶剂型涂料、
胶粘剂、清洗剂、油墨及其他溶剂
型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及
产品的使用。 倡导企业合理安排
运输，减少重型燃油（气）载货车
辆使用，尽量使用国六或纯电动、
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输。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将实现“零碳办会”
11月1日至2日举办 首设主会场与分会场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宗晓畅）
近日， 记者从2023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媒体吹风会上
了解到， 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
委管委会 、 通州区委区政府主
办，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
究院 、 北投集团承办的 2023年
（第四届）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
发展论坛将于 11月 1日—2日举
办。 本次论坛首次设立主会场和
分会场， 主会场设在城市绿心活
力汇， 分会场设在北投台湖演艺
酒店， 并将面向社会直播。

本届论坛以 “打造绿色发展
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为主题，采用
“1+4+1”的办会模式，即1场开幕
大会、4场专项活动和1场闭幕大

会。 其中，4场专项活动分别为：
“‘碳’索未来，建设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分论坛；“协同治理，构筑
蓝绿交织美丽副中心” 分论坛；
“创新驱动，打造绿色低碳产业体
系” 企业家高峰对话会；“开放共
享，创新智慧赋能绿色发展”青年
学者圆桌会。

本届论坛邀请了50余位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 企业家代表及
政府部门领导出席或作主旨演
讲。 论坛将深入探讨副中心绿色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为答好市委
“二十年之问” （北京城市副中
心2016年启动 ， 到 2035年 我 国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能
否利用这20年时间把副中心打造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
发展样板） 建言献策。 涉及绿色
产业引入， 推动副中心产业经济
增长； 吸引资本注入， 发挥金融
赋能绿色产业作用； 科学研究解
决副中心当前存在的问题等方
面。

同时， 本届论坛将实现 “零
碳办会”。 会议期间， 会场将利
用地源热泵技术实现供暖， 并使
用新能源汽车交通保障等， 倡导
绿色办会、 低碳出行理念。 通过
第三方评估机构全过程评估会议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并通过北
京节能环保中心等相关单位碳配
额捐赠实现碳中和 ， 达到 “零
碳” 办会的目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10月26
日 ，2023北京·平谷城市发展论
坛，以“新价值·新动能·新机遇”
为主题， 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本次论坛创新 “政
府+高校+协会+媒体” 的办会模
式，由平谷区人民政府、北京建筑
大学、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北京城
市更新联盟、北京广播电视台、新
京报联合主办。 高校专家学者
和资深行业人士等近 500余人
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以新时代首都发展
为统领，围绕回答“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
大时代课题， 安排了 “1个主论
坛+6个分论坛+1个规划展 ”，重
点突出“市场化破题”理念，围绕
城中村改造、 城市更新、 产城融
合、“平急两用”、 和美乡村建设、
土地资源价值发现等多重视角，
通过专家对话、政策解读、经验交
流、资源推介等多维方式，悟“新”
的内涵、谋“新”的路径、落“新”的
项目， 充分激发城乡建设发展新
动能， 着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时
代特色、首都特征、平谷特点的城
乡建设发展新路径。

1天重度污染或2天中度污染即启动黄色预警

10月26日0时5分， 随着G55302次列车从天津西站开出， 津兴城际铁路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标志着津
兴城际铁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津兴城际铁路全长100.79公里， 设计时速为250公里， 共设天津西站、
胜芳站、 安次站、 永清东站、 固安东站和大兴机场站6座车站。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市降低空气重污染预警启动门槛

2023北京·平谷城市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受 “23·7” 流域性
特大洪水影响， 北京市范围内部
分水利工程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
毁。 为尽快恢复相关水利工程的
防洪功能， 保障北京防洪安全，
水务灾后重建及水毁修复工程正
紧锣密鼓推进。 近日， 北京永定
河两处水毁修复工程启动施工，
将在明年汛期到来前完工。

卢沟桥拦河闸下游永定河河
道内， 永定河干流堤防水毁修复
工程正在施工， 挖掘机忙碌地平
整土地、 修建施工便道。 “堤防
水毁修复工程包括分水堤修复和
两侧堤坡修复加固。 主要采用建
设混凝土防冲墙和水平防护， 以
及加固现状堤防护砌等手段， 以
达到防冲防淘效果。” 北京市永
定河管理处副主任韦怡冰介绍。

在房山区京良路附近永定河
滞洪水库处， 退水期应急抢修阶
段填埋的石块被悉数挖出， 损毁
坡面暴露出来。 等待它们的将是
夯填冲刷坑、 新建混凝土护坡、
刷浆抹缝等一系列 “精雕细作”。

“应急抢修要求在短期内快
速恢复水工建筑的设计防洪能
力， 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性措施，
像是外伤后的 ‘临时处置’。 而

灾后重建阶段则更像彻底的 ‘清
创手术’， 需要在周密论证和计
算基础上 ， 采用综合性技术手
段， 确保恢复水利工程设施功能
的稳定性 、 持久性和耐用性 。”
韦怡冰说。

据悉， 正在实施的永定河干
流堤防水毁修复工程、 永定河滞
洪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将在2024年
汛前完工。 此外， 北京市永定河
管理处还将陆续推进水文站水毁
修复、 斋堂水库除险加固以及拦
河闸除险加固等工程， 确保汛期
行洪安全。

据了解， 按照北京市 “一年
基本恢复、 三年全面提升、 长远
高质量发展” 的灾后重建思路，
北京市水务局在前期洪水灾害调
查、 评估、 核查等工作基础上，
组织制定了 《北京市 “23·7” 流
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水务
专项规划》， 涉及市、 区两级的
防洪、 供排水、 水源保障等多个
基础领域， 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完
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加快推进
山洪沟道治理等主要任务， 力求
统筹各方形成合力， 确保水务灾
后重建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新华）

永定河水毁修复工程启动
明年汛期前将完工

津津兴兴城城际际铁铁路路开开始始按按图图行行车车试试验验

本报讯（记者 盛丽）近日，市
发改委批复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南北区联络线及园区附属设施工
程资金申请报告。 项目预计2023
年年底开工，2025年年底完工。

项目位于北京天竺综合保税
区范围内及后沙峪镇。 联络线起
点位于综合保税区南区， 终点位
于综合保税区北区 ， 道路全长
1299.6米，按城市支路标准建设。
此外，同步建设桥梁、照明、雨水、
监控安防系统工程等。

据了解，目前，北京天竺综合

保税区二期已通过海关验收，南
区、北区分别封闭管理。由于两区
之间无封闭直连道路， 货物流转
需先出关再进关， 既增加了货物
周转的时间和成本， 也加大了海
关监管的难度。 项目联络线建成
后， 将承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连
接功能，直接连通南、北两区，使
南区的出口加工区与北区的大通
关基地紧密联系， 满足海关全封
闭监管要求， 并大幅缩短两区之
间交通和货物转运时间， 有利于
节省企业成本、提升通关效率。

天竺综合保税区南北区联络线工程年底开工

(上接第１版)
据了解，本次竞赛分初赛（选

拔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
（选拔赛）由京津冀三地总工会自
行组织实施， 决赛设置理论比赛
和实操比赛两个环节。 在竞赛从
筹备到举办的各个阶段， 各方面
均给予高度重视， 京津冀三地工
会多次集中研究，在反复沟通、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 印发了工作方
案，制定了比赛工种技术文件，并
于今年8月召开的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工会工作联席会议上进行
专题部署。 全国总工会对此项赛
事高度重视、全程指导，将赛事纳
入“十四五”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
能竞赛项目， 并专门在第二届大
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

论坛开幕式上安排竞赛启动仪式
环节， 确保了本次比赛各项工作
高标准有序推进。 竞赛同时得到
了各方面的积极响应、热情参与，
京津冀三地铁路系统17万名职工
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作为本次竞赛牵头方， 张文
涛代表北京市总工会宣布 “轨道
上的京津冀” 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圆满闭幕， 并指出， 本次技能竞
赛是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三
年规划的 “开篇”， 下一步京津
冀三地工会要进一步落实中国工
会十八大精神， 将京津冀职工职
业技能竞赛打造成为三地工会工
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团结凝聚广
大职工共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