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中医健康理念 服务百姓健康

□本报实习记者 宗晓畅/文 记者 彭程/摄

·广告·

昨天， 记者从房山区水务局
了解到， 房山区农村供水设施水
毁修复工程已经完工， 148个供
水设施受损村供水能力已恢复到
受灾前水平。

拒马河畔的十渡镇在今年汛
期遭遇了强降雨引发的特大洪
水， 不少景区被毁， 涞宝路边的
农家院平均水位在1.5米 。 记者
走进八渡村的隗艳丽家， 这里地
势高没进水， 可由于村里的供水
主管道被水冲毁， 还是断了12天
水。 “最开始是从村里的水井取
水， 后来路通了， 马上有水车送
水，政府的抢修队也进来了，敷设
管线 ， 自来水很快就通到了家
里。 ”隗艳丽说。

冬天山里冷， 最低气温能到
零下20℃， 极端低温下， 临时管
线容易冻坏。 “我们集结1200人
对全区受灾的农村供排水设施进
行恢复重建和提升。” 房山区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恢复重
建和提升的过程中， 通过优化设
计、 增加新设备， 让村民在用水
上更加无忧。

八渡村在原址新建一处供水

泵房。记者看到，新泵房离地面30
多公分， 内部分别是水井间和消
毒设备间。据介绍，过去村里的泵
房结构简易， 很容易造成雨水倒
灌污染水质， 新的泵房离地面较
高，增加了消毒设备，可以进一步
保护水源。

为确保群众冬季饮水安全，
房山区水务局、 房山基础设施建
设公司以镇域为单位划分4个片
区， 成立4个冬季用水应急保障

小组， 及时处置突发问题， 同步
制发3400张 “农村供水保障联系
卡”， 出现供水问题第一时间抢
修。

记者了解到， 房山区农村供
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涉及19个乡
镇148个村庄， 实施重建供水管
线总长度约860公里、 水源井房
共计85座， 更换水泵共计132台，
重建阀门井1006座、 钢筋混凝土
蓄水池165座、 小水窖215座。

读碑抚树传古韵 移车逊让敦睦邻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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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 站在国子监街东
口西望， 昔日乱停车和拥堵带来
的嘈杂、 躁动已经不见， 取而代
之的是通畅的街道 、 清朗的视
野， 市民可以到此绘景拍照、 漫
步骑行， 领略这条700年老街静
谧平和的气质。 近日， 东城区国
子监街全线实现机动车不停车，
成为东城区第45条不停车街巷。

老街沦为停车场
交通乱象存隐患

国子监街全长680米 ， 东起
雍和宫大街，西连安定门内大街，
毗邻雍和宫、五道营胡同，是北京
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 自元代形
成以来，已历经700多年，其间的
孔庙、 国子监均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该街也是全市保留下
来的唯一一条“牌楼街”，并获评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然而， 对于生活在这条街的
居民来说， 这条街承担着周边箭
厂胡同、 公益巷等近10条支线胡
同居民的日常通行以及停车需
求， 同时也是方家胡同小学、 中
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单位的通勤
线路。 交通联络、 文化旅游、 生
活空间 、 居住停车四重功能需
求， 不断叠加在长680米、 平均
宽12米的道路上， 让老街愈发不

堪重负。 “天天堵， 树中间有空
地的地方都停满了车。” 家住国
子监街49号的王女士说。

2012年起， 东城区逐步开展
对国子监街的停车治理， 先后采
取了 “准物业” 管理、 实行机动
车单停单行、 引入智能化停车管
理等措施， 但随着周边停车需求
不断涌入， 在一场场整治的 “拉
锯战” 中， “停车难” 问题仍没
有得到根治。

多方合力助减负
居民停车搬 “新家”

为优化区域交通秩序， 提升
国子监历史文化名街的环境品
质，2023年，东城区将国子监街交
通整治提上日程，切实减轻700年
老街的空间负担，打造更加清朗、
整洁、 有序的胡同环境。

东城区城管委、 东城交通支
队和安定门街道对沿街停放的机
动车开展全面调查。 “我们和街
道调查发现 ， 这条街上本地社
区居民登记过的只有95辆车 ，但
是夜间全街停放 最 多 可 达180
余辆车， 拥挤的路段停了里外三
层。大量社会车辆乱停放，是停车
乱难以根治的原因。 ”东城区城管
委停车管理科相关负责人说。

安定门街道充分发挥 “四长

联动” 工作机制作用， 即包片处
长、胡同巷长、社区片长和楼门院
长共同发力， 带动广大居民群众
参与 ， 让开车的 、 不开 车 的 居
民 开 展 交 流 。 同 时 多 次 组 织
现 场 调 度 、 实地踏勘 ， 逐户开
展文明宣讲。 安定门街道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说 ： “经过多次沟
通、 动员、 宣传， 我们成功动员
车主挪走了自家机动车。”

与此同时， 东城区城管委积
极挖掘、 协调附近停车资源， 为
符合条件的沿街居民提供优惠停
车服务， 最终选定 “新家” 地坛
南门停车场。 据了解， 地坛南门
停车场主要为社会临时停放车辆
以及周边上班人群提供月租车
位 ， 根据以往日常车辆轮转情
况， 该停车场目前为国子监街居
民安排了 64辆认证车辆停放 。
“认证车辆可享受500元/月的停
车价格， 相当于社会车辆的四折
左右。 目前车主停车包年的签约
缴费工作已经过半。” 地坛南门
停车场管理人员说。

持续巩固促长效
精细治理有温度

随着沿街停放的机动车逐渐
驶离 ， 东城区还组织街道 、 交
管、 城管、 公安、 消防对沿街停
放的占位非机动车、 僵尸车等展
开多次集中清理行动， 经多方努
力 ， 最终实现了国子监街全线
680米不停车， 成为东城区第45
条不停车胡同。

“国子监街面显得宽敞多
了， 交通也不再堵塞， 从东口能
一眼望到西口， 走起来痛快， 心
里更痛快。” 家住国子监街49号
的王女士说。

同样为不停车点赞的还有咖
啡店经营者， “我们在这里经营
快20年了， 从来没有今天这么豁
亮 。 如今街巷恢复了原本的宽
敞， 游客光顾也多了。”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房山区农村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丽泽商务区市场监管所

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 “急
难愁盼” 问题 聚焦市场主体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急难愁盼 ”
问题，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主动
靠前服务， 提前介入提供咨询解
答， 协助企业完善申请材料。 今
年以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丽泽
商务区市场监管所已为74家企业
提供了帮办指导靠前服务。

健全监管体系 ， 守护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 把食品安全
作为民生重点， 聚焦食品安全薄
弱点，结合创卫工作，对食满街美

食城、 单位食堂等开展全覆盖式
检查。重点检查主体资格、食材采
购贮存、过程管控、操作间卫生、
索证索票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等环节， 确保检查形成闭环。

坚持 “急事急办”， 推动服
务提质增效 针对 “特事特办 、
急事急办” 的企业， 开通 “绿色
通道”， 主动安排专人上门帮办、
现场指导， 实现 “群众少跑腿”
的目标， 依法办事， 将服务触角
延伸至企业门口。

（李静）

700年国子监街实现全线不停车

为全面展示首都卫生健康
系统办实事 、解民忧成效 ，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 ，近
日 ，市卫健委组织召开 “办实事
解民忧 提质增效护健康”系列中
医药文化发展专题媒体沟通会。
会上 ， 市中医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本市已建成100家中医
药健康文化体验馆， 实现全市16
个区全覆盖。

中医药健康文化体验馆守
护百姓健康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 近年
来，本市中医药系统深入挖掘中
医药文化精髓，推进中医药文化
跨界融合，提升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不断增强群众中医药服务
获得感。 在总结2019年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中医主题展馆“本草
印象馆 ”经验基础上 ，在全市建
成100家中医药健康文化体验馆。
充分利用视觉 、听觉 、触觉等感
官手段，多媒体技术、电子装置、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现代化展
陈手段， 原创设计研发了16个中
医药科普交互模块，真正实现可
学、可用、可参与和可互动。

为做好体验馆运营 ， 提升
群众体验感受度 ， 市中医局积
极整合行业资源 ， 建立 “专家
团队为指导、 服务团队为主体、
工作团队为支撑” 的人才队伍，
建立激励机制， 不断优化服务，
为人民群众提供实用实惠的中
医药健康文化体验 。 据不完全
统计 ， 全市各体验馆累计接待
群众体验超过百万人次。

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携手
鼓楼中医医院联手打造的首个
中医药健康文化体验馆001号本
草小象馆坐落于地坛养生园 。
2023年 ， 该医院创新举措再整
合 ， 打造中医药五行特色志愿
系列活动 ， 每周一至五 ， 以中
医中药专家和博士团队为代表

的志愿者定期提供专科义诊与养
生讲座， 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中
医药爱好者通过现代化设备， 引
导游客进行中医药文化互动体
验， 传播推广中医药文化和中医
药养生保健知识 ， 服务百姓健
康。 同时， 该医院启动 “健康服
务卡”， 搭建医院———小象馆诊
疗绿色通道， 一对一指导有需要
的百姓前往医院就医。

打造 “一轴三带” 品牌活动
矩阵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各区深
入挖掘本区域所在文化带中医药
文化特色， 策划举办中医药文化
活动， 助力 “一轴三带” 文化建
设。 今年已相继举办地坛中医药
健康文化节、 平谷长城百合中医
药康健文化节、 通州运河中医药
文化节等系列活动 ， 基本实现
“一区一特色，区区有活动”，形成
了北京“一轴三带”中医药文化品
牌活动矩阵。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

东城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构建三级中医医院为指导、 区属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为核心、 社
区卫生服务为网底、 综合医院中
医科和社会办机构为补充的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
系。 将北京市和平里医院打造为
区域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中心，
北京市隆福医院转型为三级甲等
中西医结合老年病医院， 北京市
鼓楼中医医院作为东城区区域中
医医疗中心， 东城区第一人民医
院转型为区域中西医结合康复医
院， 推进东城区妇幼保健院 “升
降浮沉” 工程， 全区10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均全部设置了中医药
综合服务区， 设置中医科和中药
房、 配备中医药医疗设备， 广泛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

本市建成100家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打好助企纾困“组合拳”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