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北京链家启动 “扫尘迎春 玻璃免费擦” 活动。 随着春节
临近， 市民将大扫除提上日程， 北京链家专门在各店配备了两台擦窗
机器人， 供市民免费预约使用。 同时， 链家志愿服务队还针对社区独
居、 空巢老人开展义务上门擦玻璃服务。 据了解， 今年是北京链家第
二年开展 “免费擦玻璃” 活动， 截至2023年底， 该项活动已经服务了
超3万户家庭。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北京市召开2024年春运工作
动员大会， 对春运工作进行全面
部署。2024年春运从1月26日 （腊
月十六）开始至3月5日（正月二十
五）结束。今年春运期间，预计城
际、 市内交通量和客运量较上年
同期将大幅增长。据预测，铁路、
民航、 省际客运进出京总量4988
万人次 ，日均125万人次，较2023
年上升55%， 较2019年上升12%。
高峰出现在2月17日（农历正月初
八），进出京157万人次。

据预测， 今年春运出行呈现
节前客流相对平稳、 节后相对集

中特征。 学生流、 务工流呈现分
批、错峰特征。探亲流仍是春运客
流的主体， 预计在春节假期前开
始陆续出京，节后集中返京。旅游
流方面，预计春节8天小长假进出
京旅游流进一步恢复。

总体上， 春节前一周出京客
流明显增多， 春运后期将叠加形
成高峰， 预计正月初七 （2月16
日）、正月十五（2月24日）后会迎
来两个返京高峰。 春节假期8天，
客流高峰可能有所削减， 错峰出
行成为新趋势， 预计春运高峰日
客流将不会超过2023年 “五一”、
中秋国庆假期峰值。

高峰时期，“七站两场”周边、
进出京主要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将
会加大。其中，预计北京朝阳站高
峰日客流达12万人次， 目前未开
通地铁，主要靠公交车、网约车、
出租车、小汽车接驳，周边易发生
交通拥堵。

公路方面将继续实施春节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 收费车道
全部开通并正常运行。 轨道交通
对热门旅游景点、 商圈等区域的
重点线路加大运力投入， 地面公
交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
商场等周边公交运力供给， 视情
开行通游专线、火车站摆渡线等。

预计春运期间进出京客流总量4988万人次

2024年春运出行需求或将大幅提升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近日，
在《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中，北
京市教委主任李奕表示，2024年，
本市将在构建首都高质量教育体
系上发力， 提高各项政策的匹配
度， 聚集一切有利于孩子成长的
要素，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23年， 北京以中考改革作
为整个基础教育学段系统变革的
切入点， 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
现方式，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
纳入考查科目， 不再计入中招录
取， 道德与法制科目实行开卷考
试。对此，李奕解释，中招改革是
以更加科学的评价方式来引导师

生从应试教学回归到素质教学。
在东直门中学， 李奕听完生

物和地理课后表示， 考查科目的
教学重点不再是应试备考和重复
练习， 把老师和学生从死记硬背
的考试中解放出来， 更重视培养
学生的学科兴趣和思维品质，并
且考虑了初高中甚至到大学阶段
的知识衔接。他表示，中考改革的
关键词有12个字：“大减法、 小加
法、多渠道、新载体”，虽然考试方
式、计分方式在变化，但这个“分”
应该用于毕业而非升学，“我们不
希望中考用分数升学的学生越来
越多，而是提出多渠道升学，用多

载体升学。”
“2023年首都教育的发展离

不开教育强国和首都发展这两个
重要背景， 2023年和2024年一定
是紧密衔接的， 2024年我们将更
关注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教
育系统的高质量不独立存在于某
个学段或者某个学科， 而是要形
成整个人才成长的链条， 从托育
到学前再到中小学、 大学。” 李
奕透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首
都教育将提高各项政策的匹配
度 ， 在不降低育人标准的前提
下， 尽最大努力减少孩子、 家长
的焦虑。

把老师和学生从死记硬背的考试中解放出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公交集团陆续再开行4条通
医专线，方便丰台区万芳园社区，
门头沟石门营、小园、何各庄中街
等社区，通州区天地美墅、龙鼎家
园、西小马庄园等社区，大兴区天
宫院、 义和庄等周边社区居民就
医出行。

1月19日开行通医专线7和通
医专线8。 通医专线7首末站为樊
家村公交场站、 花乡桥北 （天坛
医院）。 运营时间： 樊家村公交
场站8:00-16:00； 花乡桥北 （天
坛医院） 8:15-16:15。 通医专线
8首末站为石厂村 、 河滩北站
（门头沟区医院）。 运营时间： 石
厂村平日8:30， 节假日停驶； 河
滩北站 （门头沟区医院 ） 平日
11:00，节假日停驶。

1月22日开行通医专线9和通

医专线10。通医专线9首末站为日
新路口东、翠屏西路（东直门医院
通州院区）。运营时间：日新路口
东平日8:00、9:00，节假日停驶；翠
屏西路（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平
日9:30、10:30，节假日停驶 。通医
专线10首末站为地铁天宫院站、
北大医院大兴院区。运营时间：地
铁天宫院站平日9:00， 节假日停
驶；北大医院大兴院区平日9:50，
节假日停驶。

此外，经过前期调研，为进一
步匹配沿线乘客出行需求，自1月
22日起，优化调整通医专线6运营
时间、增设中途站位。开往海淀黄
庄北（海淀医院）方向运营时间由
7:00调整至7:30；开往万柳中路南
口方向运营时间由11:30调整至
10:40，同时 ，增设 “海淀黄庄西 ”
站。

北京2023年GDP同比增长5.2%
本市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近
日，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2023年北
京市经济运行状况 ， 北京经济
2023年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地区
生产总值超过4.3万亿元 ， 比上
年增长5.2%。

北京市场消费持续回暖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 北京2023年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43760.7亿元 ， 按不变
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5.2%。 分
产业看 ，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05.5亿元 ， 下降4.6%； 第二产
业实现增加值6525.6亿元， 增长
0.4% ； 第 三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7129.6亿元， 增长6.1%。

2023年， 北京市场消费持续
回 暖 ， 服 务 性 消 费 、 升 级 类
商品消费快速增长。 全市市场总
消费额比上年增长10.2%， 其中
服务性消费额在交通、 文体娱乐
等领域带动下增长14.6%； 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62.7亿
元， 增长4.8%。 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中， 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
零 售 13148.1亿 元 ， 增 长 2.7% ，
餐 饮 收 入 1314.6 亿 元 ， 增 长
32.5%。

按商品类别分， 在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中， 金银珠宝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 服装鞋帽针纺
织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5.0%、
29.8%和23.4%； 在汽车消费券发
放和新能源汽车置换补贴政策等
带动下，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3.5% ， 其 中 新 能 源 汽 车 增 长
38.0%， 发展势头较好。

居民消费价格平稳运行
2023年，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0.4%， 其中消费品价
格下降0.3%，服务价格上涨1.2%。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中， 其他
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4.2%，教
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2.8%，衣
着类价格上涨0.6%， 居住类价格
上涨0.3%，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上涨0.3%， 医疗保健类价格上
涨0.2%， 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0.1%，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1.7%。
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
下降0.8%， 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
1.3%。

2023年， 全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4.4%，比上年下降0.3个
百分点；12月份，全市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2%。

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11.5%
2023年，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47586元，同比增长11.5%。 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0897
元，同比增长11.6%，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26277元 ， 同比增长
10.7%。 从八项消费构成看，全市
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10142元，
同比增长10.0%； 人均衣着支出
2053元 ，同比增长10.3%；人均居
住支出18668元， 同比增长8.7%；
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2352
元，同比增长7.3%；人均交通通信
支出4858元， 同比增长17.7%；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3799元，同
比增长26.3%；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4276元，同比增长7.4%；人均其他
用品及服务支出1438元， 同比增
长28.7%。

北京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新闻发言人朱燕南表示，
2024年，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大于
挑战，北京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
促稳、先立后破，着力扩内需、优
结构、增活力、防风险、提信心，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持
续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 ，
2023年，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81752元，同比增长5.6%。

据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资料显示，2023年，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81752元，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50元，同比
增长5.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7358元，同比增长7.5%。

从四项收入构成看， 全市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1632元，同比
增长8.1%； 人均经营净收入1026
元，同比增长13.6%；人均财产净
收入12280元， 同比下降1.1%；人
均转移净收入16814元，同比增长
2.9%。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55487元， 同比增长8.2%；人
均经营净收入861元， 同比增长
13.9%；人均财产净收入13616元，
同比下降1.3%； 人均转移净收入
18686元，同比增长2.8%。

2023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752元

北京发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合同量破10万项 成交额破80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近
日从市科委、 中关村管委会了解
到，2023年本市技术市场保持平
稳增长态势，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实现“双突破”：认定登记技术合
同 总 量 首 次 突 破 10 万 项 ， 达
106552项， 比上年增长12.1%；成
交 额 突 破 8000 亿 元 大 关 ， 达
8536.9亿元，增长7.4%。 去年落地
本市技术合同35361项， 成交额
2333.1亿元， 占本市的27.3%，主
要集中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
能源与高效节能等高精尖领域。

２023年北京技术市场不断优
化创新生态、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据介绍，本市开展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的技术卖方超7000家。
以企业为主的技术交易主体技术
创新能力、水平和规模不断提升，
企业法人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占
全市的9成以上。 在京高校、科研
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输出技术合
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成，其中落
地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近一
倍。

同时，“三城一区” 主平台创
新能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23

年，“三城一区” 输出技术合同项
数占全市的7成，成交额占全市的
5成，近8成为高精尖领域。其中海
淀区成交额居“三城一区”首位，
达3550.4亿元， 有力推动中关村
科学城成为科技创新出发地、原
始创新策源地、自主创新主阵地。
如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落地本市的
碳纳米锥场发射电子枪项目，为
解决我国电镜科学领域“卡脖子”
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3年， 北京流向津冀技术
合 同 成 交 额 748.7亿 元 ， 增 长
109.8%， 占流向外省市的15.1%，
持续发挥北京对津冀的辐射带动
作用。 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主要
集中在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新
能源与高效节能以及现代交通领
域， 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形成更为
完整的产业链、 创新链提供创新
动力。 如高校科技成果落地天津
的 “超导电气装备及非金属杜瓦
技术”项目，将极大提高传输效率
和稳定性的超导电气装备与新型
绝缘技术“非金属杜瓦技术”相结
合， 能够有效提高超导电气装备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北京技术市场实现“双突破”

北京公交新开行4条通医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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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链家启动“扫尘迎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