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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2024北京网
上年货节将于1月18日启动。 活
动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元宵
节， 围绕腊八、 除夕、 元宵节等
多个节日节点， 全市多家电商平
台、 品牌企业、 跨境零售、 特色
直播基地等共同参与， 开设网上
年货节专区。

据了解， 围绕 “品质生活”
“数字消费” “云上赶集” “全
球年货” “天天开福袋” “健康
大牌日” “年味文化讲堂” 七大

板块主题活动， 年货节活动将打
造网上年货盛宴， 让消费者感受
到浓浓的年味。

参加年货节活动的电商平台
包括京东、 美团等电商平台。 其
中 ， 京东年货节纳入全品类商
家， 覆盖新年礼盒、 新年爆款、
龙年定制、 红品年俗、 平价年货
等多种商品类型。 在商品及价格
层面， 美团重点围绕年前囤货、
春节礼赠、 团圆聚餐、 返工补货
等场景 ， 联合全品类商家主打
“天天有优惠”。 北京还将有城市

专属线上优惠。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市分公司聚焦邮政农品大品类和
工业品定制大单品 。 年货节期
间， 北京全域的盒马鲜生门店每
周开展线上直播， 每周不低于4
小时。

王府井全球购将围绕线上电
商平台、 新媒体平台、 线下跨境
体验门店开展品牌推广、 商品促
销、 流量投放等活动， 助力数字
消费、 跨境电商消费体验、 线上
线下融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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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去年全市新
增共享停车场200处、 停车位万余个； 多
所医院拓展院内停车区域， 减少就诊车辆
排队停车时间； 通学公交车试点校接送学
生小汽车出行量下降12%……昨天， 市交
通委发布2023年交通综合治理 “成绩单”。
今年， 本市将重点优化各种交通方式衔
接， 让市民出行更省心省力。

2023年， 全市交通出行量快速回升，
交通运行压力显著提高。 本市持续推进交
通综合治理， 围绕学校、 医院、 火车站等
重点区域， 多措并举提升出行环境。 在缓
解医院周边拥堵方面， 各部门挖潜停车资
源， 最大限度向患者开放。 市交通委综合
治理处处长董路加举例介绍， 例如在宣武
医院内部， 利用院内空闲地块， 新增平面
停车位300余个。 北京儿童医院在院内建
设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 于上个月投入使
用， 新增停车位685个， 就诊车辆排队时
间缩短至30分钟以内。

围绕学校周边交通环境， 自2018年以
来， 市交通委、 市教委、 市交管局、 属地
政府等多部门多单位联合部署， 多举措开
展学校周边交通综合治理， 累计治理学校

264所。 2023年， 本市还上线了通学公交
车。 监测显示， 试点校接送学生小汽车数
量下降了12%， 学校周边秩序得到改善，
交通拥堵有所缓解。

近年来， 重点火车站周边交通环境持
续提升。 临近春运， 各部门协同推动重点
火车站交通优化提升， 细化70项任务， 目
前已完成23项。 其中包括优化北京西站南
广场环岛落客区开口设置， 协调增加北京
丰台站停车资源， 6条公交线路进驻清河
站运营等。 同时， 在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
开通定制公交， 加强北京朝阳站公交接驳
服务， 节日期间充分发挥夜班公交等线路
疏散作用， 方便抵京旅客出行。

停车方面， 2023年， 全年新增共享停
车场200处、 停车位万余个。

今年， 本市仍将坚持落实慢行优先、
公交优先、 绿色优先措施。 包括提升既有
道路资源优化利用效率， 调控交通需求，
减少私人机动化出行 ， 缓解道路交通拥
堵；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 地面公交为
支撑、 慢行为补充的交通方式， 优化各种
交通方式间的衔接； 推动能源结构和运输
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等。

本报讯 （记者 陈曦）北京市
西城区宣南文化研究会第三次会
员代表大会日前在西城区牛街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 会议总结
了过去5年宣南文化研究会在思
想引领、 课题研究、 品牌活动和
社区服务创新等方面卓有成效的
工作。

据介绍，2023年宣南文化研
究会在市区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
下， 将连续承办了21年的丁香诗

会申请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商标注册证书。“丁香诗会”
起源于明、 清踏青时节诗人吟诗
唱和活动，至清代极盛。每年春天
丁香盛开之时， 文人名士赏花对
诗。纪晓岚、洪亮吉、顾亭林、何绍
基、龚自珍、林则徐等人，都在这
里留下过诗篇。 如今的丁香诗会
每年都能汇聚众多京城艺术名
家， 已成为北京群众文化活动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经北京市两业融合发展联席
会议机制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完成公示， 本市5家示范园区和
35家试点企业被认定为市级两业
融合试点示范单位。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 首批35家市级两业融合试点
企业包括21家领跑型试点企业 、

14家成长型试点企业， 覆盖了北
京市融合发展的8个重点领域 ，
试点企业将持续聚焦关键环节深
化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发挥在产
业链中的辐射带动及关键配套作
用， 加强与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
同合作、 联动融通， 助力提升北
京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下一步， 市发展改革委将充

分发挥两业融合在推动京津冀区
域产业协同中的作用， 对于试点
企业在津冀落地的产业链延伸项
目， 与津冀共同支持项目建设，
积极引导北京企业在津冀布局，
推动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 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
中高端， 探索形成跨区域融合发
展新模式。

北京认定市级两业融合试点示范单位

宣南文化研究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北京第三
实验学校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
项目预计2024年下半年开工建
设， 2026年建成投用。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建设项目
利用原中关村第一小学怀柔分校
（目前已搬迁至怀柔区乐园大街）
及南侧用地进行建设， 东至范各
庄路、 南至学范街、 西至雁栖湖
联络线、 北至雁栖湖西路。 项目
占地面积11.6万平方米。 将保留
现有建筑面积11758平方米， 新
建建筑面积59579平方米 ， 其中
地上49854平方米 、 地下9725平
方米。 主要建设教学用房、 办公
及管理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报
告厅 、 宿舍及设备用房等 。 未

来， 预计办学规模为36班小学和
36班完全中学 （初中、 高中各18
个班）， 将为怀柔新增小学学位
1440个 、 初中学位720个 、 高中
学位810个。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小学部和
中学部通过南北中心绿化带实现
分开管理， 分别配有独立室内外
活动场地。 教学区与宿舍区呈南
北布置、动静分区。学校南门作为
小学、初中主要出入口，东侧增设
临时落客区，便于车辆临时停靠。
在校园南侧设置地下车库出入
口， 机动车从校外直接进入地下
车库，实现校园内人车分流。项目
满足绿建二星标准， 采用地源热
泵和空气源热泵冷热源系统、太
阳能热水等新能源设施。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建设项目预计下半年开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面
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石景山区加强养老服务供给， 不
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仅去
年就新建3个养老服务驿站、 200
张家庭照护床位， 新增13个养老
助餐点 ， 提供助餐服务近4.5万
人次。 目前， 累计建成养老助餐
点位61家， 解决老年人就近用餐
需求。

据了解， 目前， 石景山区共
建成养老服务机构62家， 养老床
位共计4541张， 每千名常住人口
养老床位数超过8张。 养老家庭
照护床位建设累计达到700张 ，
为失能老年人家庭解决居家照护
难题。

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方面， 石
景山区为1.17万名 “三失一独一
高 ” 老年人家庭安装 “一键呼
叫” 信息机， 累计提供服务266
万余次， 提供紧急救援服务超过
1200人次。 建立9个街道养老服
务联合体， 整合养老资源， 对接
养老服务。

在加强养老基本保障方面，
石景山区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对象
签约， 签约率95%以上， 基本做
到应签尽签。 累计为4000余户基
本养老服务对象配备安全智能监
测设备， 提供各类上门救助及咨
询服务近500次。

在养老试点工作推进方面，
石景山区积极推进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创新试点， 促进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发展。 积极推进长护险试
点 ， 不断探索惠民政策落实落
地。 累计为4503名重度失能人员
（实时享受待遇2509人） 提供长
护险待遇保障， 切实减轻了重度
失能群众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
担。

今年， 石景山区将继续完善
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其中，
将探索异地养老 ， 推动京津冀
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发挥试点优
势， 推动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
赁全面推广。 同时， 加强对长护
险各协议机构监管， 保障重度失
能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待遇保
障。

2023年交通综合治理 “成绩单” 发布

2024北京网上年货节今天启动

石景山区累计建成养老助餐点位61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2023年 ， 随
着城市生产生活恢复， 交通出行量快速回
升， 交通运行压力显著提高。 昨天上午，
北京交通部门介绍了北京总体交通运行情
况。 据了解， 2023年北京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降幅明显。 此外， 截至2023年11月底，
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754.8万辆。

市交通委综合治理处处长董路加表
示 ， 市内工作日日均出行总量6044万人
次， 较2019年同期增加0.7%。 其中， 中心
城区日均出行量为3808万人次， 同比2019
年下降约1%； 通州区 （含副中心） 出行
量增幅明显， 较2019年增加13%。

市民出行结构与2019年相比发生了明
显变化。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31.9%降至
26% （轨道交通16%、 地面公交10%）， 日
均出行量减少约255万人次， 降幅达20%；
私家小客车出行比例由 22.7%增至 23% ；
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出行比

例增幅明显 ， 由12.5%增至16%。 总体来
看， 集约化出行比例降低给城市交通运行
带来较大挑战， 交通拥堵程度有所增加。

截至2023年11月底， 全市机动车保有
量已达754.8万辆，同比2019年增加120.2万
辆，其中小客车增加34.9万辆。北京人均小
客车保有量是上海、 广州、 深圳等城市的
1.4-1.5倍，核心区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是东
京、伦敦等地区的两倍多。小客车出行强度
达28.4车公里/日，较2019年提高2.2%。

北京干线交通流量也过于集中， 高快
速路和主干路承担了63%的交通周转量 ，
易形成拥堵。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交通规
划所所长刘雪杰坦言， 除此之外， 还有城
市发展和交通融合不够， 导致平均出行距
离逐年增大； 轨道交通网络站点周边职住
聚集程度不高， 立体空间综合开发不够，
轨道站点周边500米的人口、 岗位覆盖率
不高等原因。

去年北京新增共享停车场200处
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达754.8万辆

本年度市自然科学基金开始申请
本报讯 项目经费全面实行

“包干制” 管理， 资助金额最高
可达500万元……2024年度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批项目申请
近日启动。

受理项目类型： 北京市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研究专
题项目、 市基金-小米创新联合
基金、 市基金-怀柔创新联合基
金、 第一批外籍学者 “汇智” 项
目。 即日起， 申请人可通过市基
金依托单位工作系统撰写申请
书。

2024年度北京杰青项目进一
步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
度， 计划资助60项左右， 每个项
目资助100万元， 项目实施周期
为3年。

市基金重点研究专题项目主
要支持“数学+”“物理+”“生命+”
“化学+”项目。其中，“数学+”项
目资助强度原则上不超过每项
150万元， 其余项目不超过每项
300万元，项目和课题申请人均须
为不超过45周岁的科研人员，项
目实施周期为4年。 （小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