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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市交通委获悉， 备受市民关注
的京沪高速（四环-五环）拓宽疏
堵工程近日完工。 改造工程实现
了京沪高速三环至五环全路段由
双向4车道增加为双向6车道，打
通了亦庄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
道路瓶颈， 有效提高亦庄新城交
通可达性， 更好地服务亦庄开发
区的交通出行。

开通后， 市交通委城养中心
对京沪高速（四环-五环）路段早
高峰交通运行状况进行观测分
析， 道路运行速度和通行能力均
有较大提升。改造前京沪高速（四
环-五环） 路段早高峰出京方向
速度约 14.4km/h， 开通首日约
32km/h，提升122%；改造前早高

峰出京方向流量3480辆/h， 开通
首日为5484辆/h，增加2004辆/h，
提升58%，缓堵效果显著。

京沪高速是亦庄开发区最重
要的对外通勤走廊， 开发区内居
住人口较多，高新企业分布密集，
约有35%的交通量经由京沪高速
进出亦庄开发区， 区域交通与过
境交通相互叠加，交通需求大。

京沪高速三环至四环以及五
环以南均为双向6车道，四环至五
环段仅设置双向4车道，形成道路
瓶颈， 尤其是出京方向受四环内
环、外环双向2条匝道车辆汇入京
沪高速主路的影响， 车辆需在短
距离内由5车道 （主路3车道+匝
道2车道）渐变至2车道，导致该路
段呈现常态化拥堵状态。

为减轻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
的交通压力， 解决亦庄地区出行
难问题， 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 亦庄开发区等相关单
位反复论证、 研究确定了改造方
案：在现况道路用地范围内，通过
压缩中央隔离带 （由3米调整为
1.5米）、调整车道宽度 （3.75米调
整为3.5米）、取消硬路肩（2.5米）
的方式，将长约3.5公里路段由双
向4车道调整为双向6车道。同时，
市交通委城养中心充分论证交通
导行方案、排水边沟改造方案、管
线保护方案等关键环节，今年8月
下旬进场施工。历时四个月施工，
完成了管线保护、边沟加固、路面
摊铺、 交通标志标线施划等施工
内容，顺利完成拓宽工程改造。

市政协委员将值守12351热线倾听职工心声
北京市政协“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热线12月26日开启

本报讯 （记者 宗晓畅） 北
京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在
即，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带着
职工心声上两会”热线再次开启。
12月26日 ， 市政协委员将值守
12351热线，倾听职工群众心声。

今年已经是市政协 “带着职
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开通第19个
年头。每年市政协全会前，开展政
协委员接听职工群众热线活动，
已成为职工群众反映意见建议和
政协委员了解职工群众心声的重

要渠道之一。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以来， 市政协工会界别共提
交界别提案7件、委员提案109件，
其中不少提案线索就是从 “带着
职工心声上两会”热线中获得。

委员们把通过热线收集到的
职工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热点话
题， 比如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社会保障、 完善建筑业职工工伤
保险权益、 关爱公交驾驶员心理
健康、 加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
设等， 通过提案的形式广泛呼吁

建言，在相关部门关注和支持下，
很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据介绍， 今年 “带着职工心
声上两会” 将在12月26日上午9
时30分至11时30分、 13时30分至
16时30分两个时段开启。 热线接
听活动结束后， 市政协将把接听
的职工心声进行梳理、 分类， 提
供给工会界委员带到市政协十四
届三次全会上， 作为委员撰写提
案、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及协商发
言的参考。

近日， 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
示范区2024文化金融创新大会在
京召开。 大会集中展示了示范区
在文化金融合作领域取得的显著
成果。 活动现场还有多个文化金
融机构和优秀文化项目， 以及东
城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出海 IP
“文菁手信·礼遇东城”亮相，展现
了文化金融合作在数字艺术、公
共服务、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领
域的蓬勃活力与创新精神。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出京方向车速提升122%
京沪高速（四环-五环）拓宽改造工程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石景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
投入使用，宽敞明亮的办事环境、
智能便捷的办事流程， 为办事人
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

石景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
位于京原西街6号院，总建筑面积
近7万平方米，1至4层为对外窗口
服务区， 共设置168个综合窗口。
目前，综合服务区、金融服务区、
企业服务区、 知识产权专区已对
外开展服务，未来，随着9个专业
办事大厅陆续进驻投用， 可满足

群众多样化办事需求。
石景山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政务服
务中心新址将陆续进驻企业开
办、人力社保、医保、公安交管、税
务、公积金、婚姻登记、不动产登
记等审批事项，将公证处、水电气
热网、金融、人才等公共服务整合
至新址， 全面投用后形成服务链
条更加完善、 办事环境更加高效
便捷的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也
将成为北京市各区集成度最高的
区级大厅之一。

石景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本报讯 （记者 宗晓畅 彭程
通讯员 鲁静） 记者从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国
铁北京局将于2025年1月5日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 此次调图进一
步优化 “轨道上的京津冀” 交通
网络布局， 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集大原高铁的开通， 北
京北站和清河站将首次开行前往
西安、 兰州、 成都等城市列车，
实现首都车站多方向通达 ， 方
便旅客就近乘车。 新增了动车
组列车16对 ， 如北京北至朔州
东、 北京北至太原南、 北京北至
西安北等。 今年12月30日， 京张
高铁将迎来开通运营五周年， 并

持续保障冬奥会后第三个滑雪
季。 今年冬季， 崇礼方向动车组
列车已升级为CR400BF-C智能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在服务软硬
件上持续完善。 基于原有服务特
色， 扩充服务箱备品， 提供暖身
姜茶、 暖宝宝、 针线包等十余种
特色服务用品， 为旅客提供高品
质旅途体验。

怀兴城际铁路计划年内开
通运营 ， 初步安排4对动车组列
车， 增强廊坊北站与石家庄站 、
北京西站、 天津西站、 雄安站之
间的联系。 特别是新增的廊坊北
至石家庄高速动车组列车， 不仅
是京广高铁与京雄城际首次拉通

运营， 更使空铁联运再次升级，
连通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京
广 高 铁 沿线站点 ， 这也是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首次经高铁连通京
津冀。

此次调图后， 环京通勤体验
将进一步提升。 其中， 增加了县
城及乡镇停站55列。 怀安站停站
旅客列车24列， 礼贤站停站旅客
列车6列， 昌黎站停站旅客列车5
列； 增加京津冀地区通勤停站5
列， 其中固安1列、 保定1列、 廊
坊3列。 此外， 新增北京朝阳至
密云高速动车组列车1对， 燕郊
至北京动车组列车0.5对 ， 服务
环京通勤旅客。

明年1月5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轨道上的京津冀”运力再提升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以“适老·宅”为主题的2024年度
首届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
赛成功举办。

今年 4月 ， 市发改委出台
《关于印发加强设计服务推动居
家适老化改造和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 （试行） 的通知》， 提出以高
质量设计为引领， 以场景打造和
产品应用为关键抓手， 推动居家
适老化改造和产业提质增效， 培
育首都经济发展新动能， 提高老
年人生活品质。 同时提出支持适
老化改造样板间建设， 鼓励成立
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 开展
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大赛等工作
任务。

9月13日 ， 2024年度首届居
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赛启
动， 吸引了全国高校师生、 职业
设计师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广泛关
注和积极参与。 三个多月来， 共
收到589名选手的预报名， 提交
有效作品450份， 其中， “实践
类” 赛道39份、 “方案类” 赛道
411份。 经过初审、 二审、 终审，
最终选出一等奖4名 ， 二等奖6
名， 三等奖12名， 专项奖3名。

本次设计创新大赛通过征集
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的优秀案例
和创新理念， 不仅为设计师们提
供了展示自我、加强交流、提高水
平的平台， 也向全社会推广普及
了适老化改造设计的正确认知、
关键策略与细节手法。

本市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文化金融创新大会
在京召开

(上接第１版)
在科技创新提升方面， 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支持专
精特新企业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以“先使用
后付费”的方式使用高校、科研院
所科技成果；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获取产研中试验证平台服务，加
速产业化进程； 支持专精特新企
业开展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工
作；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制国际
国内先进标准、团体标准，提升行
业影响力。

在财税金融支持方面， 着力
解决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 融资
贵、融资慢问题，通过加大财税支
持、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为专精
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依托中央财政、市级财政、区级财
政资金， 筑牢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信心。持续打造“千亿畅融”融资
品牌，提供高效快捷融资服务。创
新融资方式，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补贴， 有效降低专精特新企
业融资成本。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快速申报新三板挂牌及北交所上
市； 发布研发费用损失、 知识产
权、数字资产、出口信用、商业航
天等多种保险产品， 为专精特新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数智转型绿色发展方面，
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
点建设，聚焦细分领域，打造一批
“小快轻准”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
品，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升
级。 鼓励有条件的区对首次获得
碳中和认证的专精特新企业给予
资金奖励， 助力企业实现碳中和
目标。 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节能
诊断和绿色诊断服务， 助力专精
特新企业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之路。

在企业融通发展方面， 进一
步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强链、 补链
优势，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以“揭榜”攻关
形式，解决大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参与产业链融
通发展共链行动； 在前沿新兴和
未来产业领域， 有针对性地培育

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在人才引进培育方面， 支持

“小巨人” 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精准定向培育高层次人
才。 通过 “小巨人” 企业人才引
进专项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毕业
生计划单列等措施， 支持专精特
新企业引进人才。 推行高层次人
才 “3+1” 举荐制， 支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试点开展高级职称自
主评审。

在空间和数据支持方面，统
筹优质要素资源， 针对专精特新
企业对土地空间和数据资源的迫
切需求，提出精准支持措施。在用
地方面，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以联
合体方式参与工业用地招拍挂，
降低用地成本； 支持专精特新企
业在符合规划和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以原价格使用现有工业土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容积率。在
用数方面，通过公共数据开放、授
权运营等方式， 满足专精特新企
业对公共数据的用数需求； 鼓励
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据资产登
记、入表和数据交易，激发数据要
素实现价值最大化。

在企业权益保障方面， 为更
好地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现实问
题，着力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
环境。 定期对各区专精特新企业
服务工作和成效进行跟踪评价；
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
行动；营造宽松发展环境，实施差
异化监管，对信用较好、信用风险
低的专精特新企业， 降低市场抽
查比例和频次， 推行生态环境监
督执法正面清单。

在培育服务体系方面， 坚持
管理和服务并重、 帮扶和发展并
举，打造北京特色培育服务体系。
完善梯度培育体系， 吸引更多优
质中小企业“入群归队”；搭建国
家———市———区———服务站四级
服务网络， 为专精特新企业深度
赋能；用好市区两级“服务包”“服
务管家”机制，为专精特新企业提
供贴心精准服务； 支持开展海关
高级认证企业认证培训， 助力专
精特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