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垃圾圾桶桶站站换换新新颜颜
近日， 丰台区南苑街道对区域内8个小区41处垃圾桶站进行升级

改造， 功能颜值双线提升， 为居民创造更加卫生方便的垃圾投放环
境和分类环境。 同时， 社区也积极组织人员加强桶站值守， 对前来
投放垃圾的居民提供帮助， 全力推进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记者 曹立栋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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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个小餐饮店， 还在为店
内装修布局图或现场设置发愁？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为
有需要的餐饮经营单位提供专业
指导服务， 该局出台 《北京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咨询
服务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方案》对咨询服务内容、咨
询流程和办理时限作出明确要
求。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
服务， 帮助经营主体节省时间和
经济成本，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供给， 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

《方案 》 中所指的咨询服
务， 是按照申请者自愿原则由审
批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 包
括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 小餐
饮店许可咨询服务。 也就是说，
在经营主体正式提交北京市小规
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小餐饮
店）、 食品经营许可 （餐饮环节）
申请前，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向

许可审批部门预约咨询服务。 许
可审批部门可以为经营主体提供
查验装修图或者现场指导服务。

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
商户， 或具有合法主体资格的机
关、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拟申请餐饮服务经营者或者集中
用餐单位食堂的， 都可以预约食
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

此外， 分为线上、 线下两种
方式预约咨询服务。 线上， 可登
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 ， 或通过 “首都之
窗-政务服务-部门服务 ” 选择
经营地所属区域 、 区市场监管
局、 公共服务事项， 在 “食品经
营许可咨询服务” “小餐饮许可
咨询服务 ” 项下选择 “网上办
理” 提交相关材料， 预约食品经
营许可咨询服务。

线下， 申请人可到经营地址
（拟经营地址）所属区域的政务服

务大厅（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
预约。具体办理地址可通过“首都
之窗-政务服务-部门服务”选择
经营地所属区域、区市场监管局、
公共服务事项，在“食品经营许可
咨询服务 ”“小餐饮许可咨询服
务”项下“办事指南”查询。

经营主体提出的咨询服务内
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且
提交材料齐全的， 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应受理咨询服务申请。
线下预约咨询服务的需当场受
理， 线上预约咨询服务的受理时
限不超过0.5个工作日 。 咨询服
务包括查验装修图或现场指导两
种服务类型。 对仅需查验装修布
局图无需现场指导的服务类型，
完成时限自受理之日起不超过2
个工作日； 对需要现场指导的服
务类型， 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
由指导人员与经营主体约定时间
进行现场指导， 指导服务应于受
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

近日， 北京援藏公寓及配套
服务保障楼项目比合同工期提前
164天竣工。

为进一步深化两地支援合
作， 打造北京援藏永久的工作和
居住活动场所， 改善援藏干部办
公生活条件， 保障北京市援藏工
作长效稳定开展， 北京市于2022
年立项北京援藏公寓及配套服务
保障楼项目。 该项目是在拉萨原
北京援藏指挥部旧址重建， 总建
筑面积约 1.35万平方米 ， 包含
108套公寓及办公楼、 服务设施
等， 于2023年6月开工建设， 近
日通过竣工验收。

据介绍， 施工单位北京住总
第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拉萨援藏
项目管理团队在工程建设中注重
汉藏元素融合， 匠心打造高效办
公场所和宜居居住环境， 确保质
量与进度的双重保障。 该项目地

质条件复杂多变， 地下水位枯水
期和丰水期水位等差较大， 对前
期4、5号楼基础开挖影响较大。项
目团队沿用深基坑降水施工研究
与应用创新技术措施， 有效解决
地下水位变化带来的施工难题。
建筑材料优先使用当地材料，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北京住总第二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拉萨援藏项目管理团队自
2011年起持续援建西藏， 13年间
见证了北京对口援藏的历史。 由
于出色表现， 该项目管理团队相
继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 北京市
第八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
集体和全国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奖
项。 今年， 该项目管理团队将转
战拉萨市城关区中小学校体质健
康监测中心建设现场， 进一步在
促进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和完善公
共体育服务中贡献国企力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肖京敏

新的一年， 科学文化如何塑
造世界， 又将如何引领我们走向
未来？ 中国科技馆近日联合央视
频 推 出 《北 辰 对 话 》 特 别 节
目———《2025·出发》 科学文化演
讲。 本次活动以 “科技新视野，
文化新形态” 为主题， 特邀科技
领域的专家院士、 科研工作者、
文化学者、 先锋人物等共叙科学
与文化， 在对话和交流中引领青
年追寻科学文化之光。

活动中， 《2025·出发 》 召
集人 、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以
“北辰” 为引， 对 “科技新视野，
文化新形态” 的跨年主题进行开
题。 众多重量级嘉宾立足自身从
事、 研究领域， 回顾2024年科学
文化领域的前沿观点和热点话
题， 探讨科学与文化两个领域的
重大变革和发展。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
任单霁翔揭秘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背后的故事， 详解数字化技术
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和利用方
面的创新与进步。 国家图书馆常
务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
主任张志清就数字化时代古籍的
保护与开发、 古籍电子化传承及
传播等议题进行分享。 上海京剧
院国家一级演员、 余派老生王珮
瑜阐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年轻血
脉， 让国粹实现 “逆龄生长” 的

价值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康震作为访谈嘉宾， 与众位
嘉宾畅谈科学文化艺术融合传
播， 揭示与光同行的浪漫。 国家
卓越工程师、 百度首席技术官王
海峰带领观众期待破晓时刻， 展
望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 时代楷
模、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单杏花从中国
高铁看科技创新， 展望科技赋能
出行的新愿景。

科技为文化赋能， 文化为科
技铸魂。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开启 “探索未至之境， 拥抱艺术
新生” 主题演讲。 中国科学院院
士、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
部主任管晓宏带观众探索科学与
艺术之间的浪漫关系， 感受两者
跨界交融的和谐之美。 中国科学
院院士、 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学家刘嘉麒追逐火山与星辰，探
索宇宙的青春密码。 北京天文馆
研究员、原馆长、《天文爱好者》杂
志主编朱进分享追 “星” 族的浪
漫，解锁浩瀚宇宙的奥秘。中国科
学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郭雷生动还原技术人员为机器
赋予 “生命” 的过程。

公众可登陆中国数字科技馆
官网、 中国科技馆微信视频号搜
索 《2025·出发》 科学文化演讲，
探索科学与文化的星辰大海。

□本报记者 任洁2024年有290个优良天 为历年最多
新年伊始，2024年北京“蓝天

保卫战”交出答卷，备受关注的细
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为30.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2%， 连
续四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 （以下简称达标）。 更让
人欣喜的一个数据是， 这一年，
北京收获了290个优良天， 这是
有监测记录以来优良天数最多的
一年 。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和二氧化氮 （NO2） 浓度也实现
了同比改善 ， 二氧化硫 （SO2）
浓度依然保持极低的个位数水
平。

蓝天再增
“北京蓝” 逐步成常态

PM2.5浓度同比下降6.2%，
连续四年稳定达标 。 2024 年 ，
北 京 市 PM2.5年 均 浓 度 为30.5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6.2%，连
续 四 年 稳 定 达 标 ；PM10、NO2、
SO2年均浓度分别为54、 24、 3微
克/立方米 ， 均多年稳定达标 ，
其中 ， PM10、 NO2年均浓度分
别同比下降11.5%、 7.7%， SO2浓
度继续保持在极低的个位数水
平。 与2013年相比， 2024年四项
主 要 污 染 物 PM2.5、 PM10、
NO2、 SO2浓度分别下降65.9%、
50.0%、 57.1%、 88.7%， 空气质
量保持持续改善趋势。

2024年， 北京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290天， 占比79.2%， 同
比增加了19天。 与此同时， 重污
染天数明显减少， 仅有2天。 北
京的蓝天不仅多了， 而且更清透
了。 与2013年相比， 2024年的优
良天数增加了114天， 相当于好
天多了将近4个月， 为历年最多。
重污染天则由58天减少到2天 ，
降幅达96.6%， 为历年最少。

和 “北京蓝” 关系最为密切
的指标是PM2.5。 2024年， 北京
市PM2.5浓度达到优良级别的天
数多达345天， 占比94.3%。 值得
一提的是， 2024年， PM2.5浓度
连续不间断保持优良水平的天数
超过半年， “北京蓝” 逐步成常

态。 而这个数据， 在2013年仅为
13天。

向绿而行
助力首都空气质量改善

2024年， 是实现 “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也是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
年。 北京市以全面打好蓝天保卫
战为重中之重， 不断深化 “一微
克” 行动， 以创绿为引领， 创新
搭建 “含绿量” 指标体系， 引导
各行业、 各领域创绿创优， 以生
态 “含绿量 ” 提升发展 “含金
量 ”， 全力推进空气质量改善 ，
助力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策引导， 多措并举推动车
辆新能源化。 北京市出台支持汽
车以旧换新、 国四排放标准老旧
货车和大中型客车报废更新等资
金补贴政策， 实施新能源物流配
送车辆优先通行等政策， 加快推
进机动车 “油换电” “油换氢”。
出台建筑工程等领域非道路移动
机械报废更新资金补贴政策， 加
快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
化。 社会积极响应， 新能源车保
有量快速增加。 机械新能源化取
得较大突破， 机械新能源化率提
高了8.5个百分点。

企业提级创优， 推进工程创
绿。 北京市制定企业和项目的绿
色绩效评价指南， 引导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 “一厂一策” 深
度治理、 重污染绩效提级。 全市
新增 “绿色” 企业191家， 持续
推进绩效评级 “创A退D” 工作，
117家企业重污染绩效评级升级
至A、B级，还有37家企业退出了D
级，提级力度历年最大。深化汽修
行业精细化管理， 全市绿色汽修
企业比率提升了12.6个百分点 ，
汽修行业绿色水平大幅提升。

推广全密闭施工， 推进管理
创绿。 北京市打造扬尘治理标准
化工地， 全市绿牌工地数量大幅
增加 ， 占比提高了 37.2个百分
点。 创新推广应用基坑气膜全密
闭施工技术， 出台减免扬尘环保

税等鼓励支持政策。 截至目前，
已在全市完成11个基坑气膜全密
闭示范使用。 使用基坑气膜后，
既减少了大气污染物排放、 降低
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也节约了
施工成本， 实现了经济效益、 环
境效益、 社会效益多赢。

驰而不息
精准精细精心治污

空气质量的季节性特征明
显 ， 北京市精准施策 、 靶向发
力， 持续推进污染治理。 在春季
扬尘易发时节， 着力抓好扬尘治
理 ； 在 夏 季 高 温 时 段 ， 紧 盯
VOCs深度治理； 针对秋冬季污
染高发特点， 全力 “削峰降速”。

春季统筹扬尘治理， 提升城
市洁净度。 北京市全方位加强扬
尘专项治理，实施施工、道路、裸
地“三尘”共治。 行业主管部门统
筹指导、部门联动响应，通过重点
道路“消劣”“一路一策”等措施，
推动洁净度差的道路整治提升，
北京市洁净度差的道路数量持续
下降， 降幅达81.5%。

夏季深入VOCs治理， 协同
改善PM2.5和O3。 针对PM2.5和
O3的共同前体物VOCs， 北京市
开展源头 “替”、 过程 “管”、 末
端 “治” 的全链条治理。 建立涉
VOCs企业台账， 充分利用VOCs
走航、 热点网格等技术手段， 精
准锁定 “高值” 点位， 及时开展
污 染 溯 源 ， 查 实 整 改 ， 减 少
VOCs无组织排放。

秋冬季强化攻坚， 全力应对
污染过程 。 受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 秋冬季空气污染仍有发生。
在区域联防联控的基础上， 北京
市坚持 “日常降本底、 污染削峰
值 ”， 积极应对每轮污染过程 。
强化预测预报， 坚持早研判、 早
启动 、 早部署 ； 通过大数据评
估， 问题线索推送， 强化执法监
管， 督促整改， 推动措施落实。
“削峰 ” 作用明显 ， 污染时长 、
污染峰值、 污染级别较预测明显
下降。

□本报记者 周美玉

《2025·出发》科学文化演讲开讲

北京援藏公寓及配套服务保障楼项目提前164天竣工

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30.5微克/立方米

北京市出台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