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唐城际铁路隧道段超大直径盾构机“京通号”始发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住建委近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研究制定了《北京市房地产
经纪机构、 住房租赁企业备案管
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共十四条，从备案条
件、备案材料、备案内容、备案审
查、备案公示、备案注销六个方面
提出了对房地产经纪机构、 住房
租赁企业的备案管理规定。 按照
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
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所在地的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或者房屋主管部门备案。
本次发布的《办法》结合行业管理
实际，明确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
租赁企业均应具备相应的专业人
员， 且主要业务负责人应为专业
人员， 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提出
了明确要求。《办法》 还明确了从
业人员实名管理要求， 要求企业
在申请备案时同步完善从业人员
实名信息， 为从业人员办理信息
卡，从业人员持卡实名从业，进一
步提升行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办法》提出，市住建委将备

案管理工作纳入北京市房屋租赁
管理服务平台， 企业通过平台网
上申请办理备案， 各区审查通过
后企业自行打印电子备案证书。
在备案材料方面， 加强政府部门
间信息共享， 相关材料可以通过
数据共享机制获取的， 不再要求
企业重复提交， 实现 “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对可能出现的
企业提供虚假备案材料或隐瞒真
实情况的行为，《办法》 也规定各
区住房城乡建设（房管）部门要在
备案完成后九十日内进行现场核
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办法》对信息公示的有关要
求作了进一步明确， 要求企业在
经营场所、 网络服务端的醒目位
置公示备案证书、 服务内容和标
准、收费事项和标准等信息。特别
是对经营分散式租赁住房的住房
租赁企业， 要求其在经营的出租
房屋内或网络服务端公示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和标准、收费事项和
标准、办公地址、服务管家及联系
方式、投诉受理电话、房屋使用安
全提示等内容， 让租房市民更加
放心、安心。

《北京住房租赁企业备案管理办法》明年起实施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宗晓畅）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近日，
京唐城际铁路隧道段开挖直径达
13.3米的国产超大泥水平衡盾构
机“京通号”顺利始发，标志着京
唐城际铁路运潮减河隧道工程正
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 ， 为实现
2025年底开通运营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京唐城际铁路起自北京城市
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站， 终至河
北省唐山市既有唐山站， 途经北
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天津
市宝坻区、河北省唐山市，线路全
长约148.7公里，北京段正线全长

约9公里 ， 设计最高时速350公
里。 京唐城际铁路工程北京段分
两段建设 ， 其中 ， 首开段长4.6
公里 （宋梁路至燕郊界段）， 于
2019年9月开工， 2022年12月30
日通车投用 ； 隧道段长4.4公里
（运潮减河隧道长约1.3公里 ） ，
于 2023年 1月开工建设 ， 计划
2025年底开通运营。 据市重大项
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京唐城际
铁路作为北京至唐山的快速交通
走廊， 开通后将有效提升北京通
州至唐山城际通道运输服务水
平， 同时也与周边快速客运网共
同形成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

络，加快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
京唐城际铁路还将进一步加

强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联系，对
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带动沿
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区域
整体竞争力，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进一步推进项目加快建设，
市重大项目办会同通州区政府主
动跟进服务， 协调解决工程建设
涉及的施工临时用地、树木伐移、
道路改移等共31项问题， 实现京
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隧道段提前
进地目标， 有力保障了京唐城际
铁路隧道段工程有序建设。

北京西南五环至雄安实现1小时内通达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五环
至六环段顺利贯通，至此，京雄高
速公路（北京段）全线正式实现通
车运营， 由北京西南五环驾车至
雄安新区实现1小时内通达。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重大交通项目， 京雄高速是首都
北京连接雄安新区最为便捷的直
通高速公路，与京港澳、大广高速
共同形成便捷顺畅、功能互补、安
全可靠的区域高速公路网。

据介绍， 京雄高速公路主线
全长约97公里， 其中北京段长约
27公里、河北段长约70公里。京雄
高速（北京段）整体呈南北走向，
跨越大兴、房山、丰台等区域，全
线采用双向八车道， 五环至主线
收费站设计时速100km/h， 主线
收 费 站 至 市 界 段 设 计 时 速
120km/h。 全线设有1座特大桥
梁———京雄大桥、4座高架桥、5座
互通立交以及北京市首座陆地高
架桥主线收费站———房山北站 。
北京段六环至市界段已于2022年
底开通运营， 此次开通的五环至
六环段全长14.8公里， 线路北起
五环路，向南至六环路，与去年底
开通的六环至市界段和既有京雄
高速河北段相接， 至此京雄高速

全线通车。
其中， 五环立交为京雄高速

北京段起点，是枢纽型立交，将成
为雄安新区、 房山区及丰台河西
地区进京的一条重要通道。 六环
立交是实现与六环路相接功能的
枢纽型立交， 可实现与北京周边
联系互通和交通转换， 还可利用
六环路向平行高速———京开高
速、京台高速、京港澳高速等进行
分流。长阳立交将解决长阳镇、良
乡北部区域及丰台河西地区与中
心城区的交通联系。 良乡立交可
满足京雄高速与良乡东路的交通
转换需求，服务房山良乡片区。京

深路立交可以实现与京深路的交
通转换， 出高速后沿京深路向西
可到达窦店镇， 沿京深路向北可
达到良乡镇和长阳镇。

此外， 本次开通的北京市首
座陆地高架桥主线收费站———房
山北站， 创新性采用桥梁分幅设
计，实现快慢车、客货车分离式通
行，提升了通行效率；结合高速公
路主线收费站交通流量大、 潮汐
现象明显的特点， 在房山北站收
费广场设置了潮汐车道， 当进出
京单向交通量每小时达到6000辆
时将启用，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市交通委获悉， 北京地铁和市
郊铁路更大范围实现 “一票通
行”。12月28日起， 市民可以使用
普通实体一卡通卡、 北京一卡通
App（含NFC）、支付宝App乘车码
乘坐市郊铁路， 同时在市域范围
内享受与地铁（机场线除外）合并
的累计优惠政策。

此前， 市民乘坐市郊铁路线

路时只能使用亿通行、 市郊铁路
一卡通、12306铁路客票等支持市
郊铁路乘车的票种，存在不便。为
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全市轨道路网系统和票卡平台进
行技术升级。升级后，市民使用普
通实体一卡通卡 、 北京一卡通
App （含NFC）、 支付宝App乘车
码、 亿通行App乘车码可以通乘
北京地铁和市郊铁路。 同时在市

域范围内享受月累计优惠政策，
即每个自然月内， 使用同一票种
乘车支出满100元后，从下一次乘
车时给予8折优惠，满150元后，从
下次乘车时给予5折优惠，支出满
400后不再享受打折优惠。

目前，北京已开通运营4条市
郊铁路，分别是S2线、城市副中心
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总运
营里程达400公里。

本市推进地铁和市郊铁路“一票通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共青团
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主办， 北京市
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承办的
主题为 “先锋勇奋发 青年当笃
行” 的2023年北京市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暨应急管理青年榜样颁
奖典礼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举
行。10位青年获评2023年北京市
应急管理“十大青年榜样”称号，
80个创建集体获评 “2023年北京
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

据了解，该活动自启动以来，

共有706名在京从事应急管理工
作的青年报名参加“青年榜样”推
选，经过笔试、面试和主题演讲等
环节的激烈角逐， 最终10位青年
获得2023年北京市应急管理 “十
大青年榜样”称号；共有254个基
层集体参与“青安岗”创建活动，
通过书面核查、 现场核查等综合
核查流程后， 最终80个创建集体
获评 “2023年北京市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 称号，8个往年获评集
体通过复评。

在心得分享环节 ，“青年榜

样” 代表胡亚楠、 郭鑫琳分别以
《奋勇争先 筑梦应急 彰显青春
本色》《用青春助力首都照明安全
可靠》 为题讲述了应急青年积极
进取、忠于职守、不畏困难、勇于
担当的青春故事。“青年安全生产
示范岗” 集体代表北京建工集团
新国展二期项目部和中国石化燕
山石化公司储运厂原油车间技术
组分享了集体创建过程中的心得
体会， 展现青年集体在保障企业
生产安全过程中的不屈不挠精神
和认真负责品质。

2023年北京市应急管理“十大青年榜样”揭榜

红红红红火火火火迎迎新新年年
新年临近， 京城大街小巷和各商业街被装饰得格外红火喜庆。 人

们漫步在灯火阑珊的街头巷尾， 随手拍照留影， 提前感受新年的氛
围。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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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将编制“北京市韧性城市专项规划”
本报讯（记者 刘欣欣） 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 “北京市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 （第十二场）———“北京市
韧性城市建设”专场上了解到，本
市立足首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把握城市安全发展规律，积极
筹划韧性城市建设重点任务。经
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在两年的
时间内， 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
展。下一步，将编制“北京市韧性
城市专项规划”，为提升城市韧性
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划指引。

据了解， 韧性城市是具备在
逆变环境中承受、 适应和快速恢
复能力的城市， 是安全发展的新
范式。2021年10月，北京市以“两
办”名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韧性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并从空间
韧性、工程韧性、管理韧性和社会
韧性四个维度明确了78类任务分
工。2022年4月，成立“市推进韧性
城市建设协调工作机制”，在全国
省级政府中率先对韧性城市建设
作出顶层设计。两年来，在统筹拓
展城市空间韧性方面， 北京市遵
循“让”“防”“避”的原则，优化城
市“硬件”空间布局。编制韧性城
市空间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及标准， 填补了国家及地方标准
的空白。

在强化城市工程韧性方面，
北京市注重提高建筑、 生命线系
统等城市“硬件”防灾性能，将韧

性城市建设理念与城市更新紧密
结合。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
系统正按照分布式、 并联式新模
式逐年推进建设， 重点强化系统
的联通性和区域自循环， 进而提
升城市生命线整体韧性水平。

在提升城市管理韧性方面，
北京市立足转型发展实际， 探索
构建城市和社区两套韧性评价指
标体系和方法， 有针对性地开展
城市韧性和社区韧性试评价，梳
理首都安全发展进程中韧性指
数， 分析改进重点， 明确提升方
向。

在培育城市社会韧性方面，
北京市注重强化城市“软件”中政
府、社会、公众的认知及应对冲击
的意识能力。 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多元融合， 注重培育韧性城市素
养，提高社会动员及救助能力。全
市每年发动应急志愿者20余万人
次，直接服务社会公众超过100万
人次。

下一步， 北京市将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遵循前瞻性、
指导性、理论性的总体原则，编制
“北京市韧性城市专项规划”，同
时，抓紧谋划制定《北京市2024年
推进韧性城市建设重点工作方
案》，从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提升
城市生命线韧性、 强化基层应急
管理能力等方面， 分级分类明确
年度重点项目， 确保韧性城市建
设稳步推进。

京雄高速（北京段）全线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