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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2021年底，北
京 市 院 前 急 救 呼 叫 号 码 将 统 一 为

“120”。今后，“999”号码将回归红十字
会“救灾、救助、救护”职能，提供非急救
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7 月 28 日，市卫
生健康委和市红十字会联合启动北京市
院前医疗急救“统一呼叫号码、统一指挥
调度”工作。

近期，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将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作为首
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市政府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吸
纳市人大、市政协意见建议，研究制定印
发了《关于加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
建设的实施方案》，从六大方面明确了北
京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改革发展的措施。

计划到 2021年底前，建成以政府举办为
主，社会参与为辅，统一规划布局、统一
指挥调度、统一服务规范、统一监督管
理、统一保障标准、统一绩效考核，管理
高效、高度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目前，各项工
作在稳步推进。

本市的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将在
2021 年底前统一为“120”，“999”号码将
回归红十字会“救灾、救助、救护”职能，
提供非急救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发生
突发公共事件时，999系统可根据需要协
助120系统开展紧急医疗救援。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华建议，今
后市民遇到急救需求拨打电话120；如果
是类似于“出院回家”这样的非急救转运
需求，建议拨打电话999。“在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把急救和非急救分开，有利于提
高效率，让病情较重的患者能得到及时
急救。”

明年底前，999将按照全市统一的院
前医疗急救标准，将符合条件的车辆和
人员分批纳入 120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系
统，接受 120 统一指挥调度，999 将聚焦
非急救转运业务。

目前，市卫生健康委会已经同市红
十字会研究制定了北京院前医疗急救车
辆统一标识方案和院前医疗急救统一呼
叫号码、统一指挥调度工作方案，按照统
一标准、分步推进、确保稳定的原则，到
2021年底，实现统一呼叫号码、统一指挥
调度。过渡期内，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
中心（999）将按照全市统一的院前医疗
急救标准，将符合条件的车辆和人员分

批纳入120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系统，救护
车外观喷涂统一标识，接受120统一指挥
调度。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张文中介绍说，
目前已经有 3 名 999 的调度员经过培训
后在 120 的调度指挥平台上岗，还有 10
名来自999的调度员正在培训中。

另据介绍，目前已经有 20 辆 999 的
救护车纳入到 120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系统。北京红十字会 999紧急救援中心
副主任田振彪介绍说，999承担的非急救
转运主要包括跨省长途转运、大型活动
医疗保障以及患者治愈出院回家时预约
接送等。此外，还将提供航空医疗转运
服务，“在过渡期内，999继续按照市政府
的要求做好院前急救；过渡期结束后，将
聚焦非急救转运业务。”

本报讯 （记者 冯维静）垃圾满
溢、投放混乱、垃圾桶周边环境脏乱
差、没有专人指导居民分类投放……7
月 27日，垃圾分类检查组对滨河家园
进行垃圾分类复检时发现，这些问题
依然存在。

早上 7 点 30 分，检查组来到位于
永顺镇滨惠北二街的滨河家园。该小
区由两栋高层组成，住户200余人。一
进院门，记者就看到一排垃圾桶摆放
在楼门口，但只有“厨余”和“其他”两
种垃圾桶。一位端着外卖餐盒的年轻
人走出楼门，见到检查人员时迟疑了
一下，但还是随手将装有剩饭的餐盒
整个扔进了“其他”垃圾桶。

记者走近“其他”垃圾桶看到，菜叶、
蛋壳、吃剩下一半的方便面、口罩、饼干
盒、废纸等各种垃圾混杂在一起，全部堆
在桶底，还有部分垃圾散落在桶边。由
于桶盖敞开，周围有明显的异味。

“垃圾桶都有盖，可是很多盖子都
没起到作用。”住在一层的居民陈小姐
说，她家厨房窗户离垃圾桶很近，不少
人在扔垃圾时没有随手将垃圾桶盖盖
上的习惯，不仅异味不断飘散，还容易
滋生蚊蝇，令她家不敢开窗户。

那么，小区到底该怎么设置垃
圾桶？

检查人员告诉记者，小区可根据
户数、居民实际需求、清运频次，设置
不同数量的垃圾桶。不过，每个小区
至少要配齐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
垃圾和有害垃圾这“四桶”，不管小区
多大、居民人数有多少，都要确保“四
桶齐全”才行。像这种只有两栋楼的
小区，即使居民较少，也要确保至少配
齐一套“四桶”。

“这个小区的垃圾投放容器不符
合要求，垃圾桶外观不洁，垃圾也没
有按照要求分类投放。”检查组人员
一边看，一边在记录表上做着详细记
录。据了解，上个月，检查组检查该
小区时，已针对出现的“未见小区公
示牌、容器标识不合格、容器破损、混
投”等问题，责令物业限期整改。“这
次来复查，情况并无太大改观。”该人
员告诉记者，上次小区内垃圾桶没有
标识，这次虽已在垃圾桶上张贴了标
识，但是贴的还是旧标识；此前混投、
无人指导等问题依然没有整改。

8 点 30 分，记者采访结束准备离
开小区，发现垃圾桶站的垃圾越堆越
多，但垃圾车没有及时清运，垃圾满
溢、桶站周边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存
在。检查人员表示，接下来，他们会
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属地管理
部门以及物业公司，并继续对检查发
现的问题“回头看”，督促垃圾分类不
规范行为整改。

记者了解到，今年 5月起，区垃圾
分类指挥部监督检查组持续对全区
711 个居住小区、363 个村庄的垃圾分
类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每天出动

3 至 4 组采取背对背“暗查”的方式进
行督促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一旦发
现有违规现象，立刻拍摄、拍照留存
证据，并对检查结果进行曝光。

7 月起，我区实施垃圾分类周通
报制度，截至目前已完成通报 2 次，
检查小区 389 个，7 月桶站设置合格
率 为 41% ，在 6 月 的 基 础 上 提 高 了
22%。监督检查组每周对垃圾分类不
达标的小区进行通报，并于一周后复
查，对于复查时仍未整改到位的小
区，区城管执法局将开展有针对性的
执法行动并给予相应处罚。

明年底本市急救号码统一为120
999回归救灾救助救护职能 提供非急救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上周一
晚上家里马桶堵了，我们老两口急得
没了主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物业
打电话，没一会儿工作人员就上门了
……”回忆起物业工作人员忙碌疏通
的场景，家住芙蓉社区的居民刘惠老
人非常感慨。其实，社区里类似的“关
键小事”不胜枚举，这些都离不开“红
色物业”的落地。

在城市中，物业服务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是“民有所呼”的重要领
域。今年 7 月初，通运街道激活芙蓉

社区党建神经末梢，探索“党建+物
业”的红色物业管理模式，推行精细
化、零距离服务，以“红色引擎”驱动
基层自治。

“过去的物业，不是不作为，只是
明显能感觉到，都是被动地完成任务，
没有凝聚力、缺乏主心骨。”在芙蓉社
区党总支书记裴春妍看来，一个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物业队伍尤其需要“灵魂”。于是，
一个“党建引领、党员带头、责任优先、
服务一流、群众认可”的“红色物业”新

品牌应运而生。
创新打造“红色物业”，坚持为民

服务，是通运街道打通基层治理“最后
一公里”的重要手段。街道率先在芙
蓉社区建立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党员志愿者组织为主体、社会组织为
补充、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
体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社区基层治
理作用，引入“红色物业”理念，利用党
建优势将社区、物业公司、楼门长、居
民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集合，逐步形成

“事务共议、资源共享、难题共解、发展
共促”的良好格局。

为提高居民对物业工作的知情
权和参与度，社区党总支同步探索将
街道特色社区文化融入居民党员志
愿者队伍和物业党员“红色队伍”，协
助物业开展服务。社区还将对物业

进行监督考核。按照多样化的小区
治理模式，将涉及矛盾纠纷、垃圾分
类、秩序管理、小区治安、环境保护、
文化活动等治理纳入其中，广泛邀请
各类业主代表参与到事务决策和自治
管理全过程。

此外，充分发挥居民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促进居民党员成为引领基层
自治的中坚力量，排查安全隐患、倾听
邻里心声。

如今，在党建的引领下，“红色物
业”治理模式扎实落地，物业服务的水
平不断上升，社区治理更加和谐，小区
居民也更乐呵了。社区方方面面的变
化，让在这里住了6年的居民李卫平看
在眼里、喜在心头。下一步，通运街道
将在辖区各社区物业推广“红色物业”
管理模式。

探索党建+物业管理模式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红色物业品牌落地 解决居民“关键小事”

垃圾分类周通报 加大暗查促整改
曝光不达标小区，复查不合格交区城管执法局处罚

垃圾分类曝光栏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没想
到这么快就解决了，真是谢谢你
们，这下声控灯又能正常使用了。”
当黑暗楼道重见“光明”，当“不和
谐音符”在楼道内消失匿迹，居民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期，中仓街道西营社区网
格员在入户排查时接到居民反
映，28 号楼的声控灯因为使用期
限过长，维护不及时，现在变得反
应迟钝。

“不听话，有的一直亮，有的不
亮，有的则是使大劲儿跺脚或者咳
嗽才亮。”一位居民诉苦道，28 号
楼是建于 80 年代的老旧楼，楼内
老人居多，没了灯光，每到夜晚出
行不方便。另外，为了让灯亮起
来，楼道内跺脚声、拍手声、咳嗽声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吵得居民休
息不好。

网格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将此

情况反映给西营社区居委会。社
区党总支书记高洪元第一时间协
调房管所，请来专业电工和网格员
一同分组入户到28号楼，逐单元逐
层排查情况。经检查发现，部分楼
层的声控灯均存在灯丝断裂、灯座
线路老化等现象。找到问题根源后，
工作人员将所有坏掉的灯座都更换
成新灯座，并在灯座周围统一缠上
黑色胶布绝缘，防止漏电、触电。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损坏的
“声控灯”均恢复正常照明，原本光
线暗淡的楼道一下明亮起来。

多年来，西营社区一直坚持以
“改善民生，社区居民满意”为目标，
以“居民利益无小事”为理念，以“急
群众之所急”为宗旨，致力于辖区民
生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联系，早解
决，为居民做好事，做实事，不断提
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真正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

声控灯迟钝变扰民灯

社区及时维修照亮民心

齐心协力抓好两个齐心协力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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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兆玉

“劳驾问一下，原来这片不都
是平房吗？现在建起商场我都不
敢认了，还得跟您打听一下。”有
人问路，81 岁的老党员成云英连
忙解答。随着副中心建设日新月
异，成云英深切地感受到义务指
路队存在的重要性。如今，成立
近八年，义务指路队服务人数已
超7万人次，在每天一问一答的指
路中，成云英和队员们见证了副
中心的发展，“城市变化大，更需
要我们站好岗、服好务，当好人民
的‘阳光导航’。”

新建公园路线成咨询热点
北苑路口有一个不起眼的米

黄色小亭子，面积不足十平方米，
里面挂着党旗，外墙钉着北京地
铁路线图，墙上的小黑板记录着
最近问路频率较高的线路：去市
委市政府坐804路到胡各庄下车，
去湿地公园坐 924 路、89 路、8 路
在徐辛庄路口下车，大运河森林
公园坐 938 路、9 路、13 路在创展
家居下车再走 500 米或地铁土桥
站转32路可到……小黑板上还挂
着7个记录本，里面详细记录着每
天问路指路的情况。

指着小黑板，81 岁的指路队
队长成云英感慨道：“以前来通州
问的最多的也就是新华大街、梨
园这一片，像胡各庄啊、土桥啊、
徐辛庄问的人可不多。现在不一
样了，这些地方修起大公园了，环
境好了，去的人可多了。”

党员占半数指路全年无休
滨惠南三街社区地处北苑街

道，过了八里桥就是，可以说这里
是通州的“门脸儿”。早些年，区
内只有一条地铁八通线，繁华的
地界儿除了梨园也就是新华大
街，外边人来逛通州城，去的最多
的也就是这两处地方。“很多公交
车都经过北苑，来这儿换乘的人
特别多。”10 年前，成云英经常戴
着红袖标在小区附近巡逻，路上
总能碰到问路的人。于是她想：

“不如干脆成立一支指路队，专门
帮大家指路。”

在滨惠南三街社区党总支的
支持下，党员义务指路队2013年8
月开始筹备，10 月份队员们正式
上岗。义务指路队初建成时只有
6 名党员，随着党员、群众志愿者
的不断加入，如今固定队员已达
14 人，党员超半数。自成立之日
起，指路队全年无休，每天上午 9
点至11点、下午2点半至4点半都
是他们的工作时间。

劝架存包助弱练就多面手
成立近八年，他们服务人数

超7万人次。八年来，队员们不仅
全心全意指路，还练成了“帮人多
面手”，劝架、存包、助老、扶幼、拾
金不昩……好事做多了，指路队
的队员们也有了经验。有拉着箱

子背着大包来打工的，想把包存
在服务亭，队员会让他们先把包
内物品写在一张纸上，以免他们
回来拿包时出差错。

在服务别人的同时，队员们
也收获了尊重与感谢。一天，恰
巧是成云英和队员曹玲当班儿。

“下着大雨，一位残疾人背着三个
大行李包，问我们去密云怎么坐
车。”成云英看残疾人行动起来很
不方便，当即决定骑三轮车送他
去长途汽车站，并对司机师傅叮
嘱道：“师傅，他是位残疾人，辛苦
您路上多照顾着点。”转身离去
时，男子向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表示感谢，让她和队员们感到又
心酸又温暖。

自制公交线路图熟悉业务
指路的同时，大家也见证了

副中心的发展。而家门口的改
变，让大家感触最深。“原来北苑
这一片有个平房大院，里面停着
各路长途车，现在拆了改成万达
广场，完全不一样了。”成云英
说，“一到晚上，五彩斑斓的，特别
繁华。”

为了能让路指得更精确，队
长成云英和队员们还自制了一本

“公交线路图”。没人问路时，队
员们就会翻看线路图，熟悉“业
务”。“这上面印着经过副中心的
每趟公交车起点、终点、途经哪些
地方……特别全。”说起这本“自
制公交线路图”，成云英介绍道，

“我们年龄都大了，不会用电脑，
就一个公交站一个公交站地抄，
这才凑齐了一本公交线路图。”近
几年，副中心增加的地铁、公交车
班次、线路越来越多，“有时候站
牌更新得没那么快，一些车也改
线不再从北苑地区走，我们容易
疏漏。”后来，家里的孩子们和滨
惠南三街居委会工作人员知道
后，就帮忙从网络上查找，补充了
不少线路，还打印出来，“现在线
路图都是彩印的，比手抄的清楚
还方便。”

疫情期间转行社区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路上车

辆、行人少了，问路的更是寥寥无
几，考虑到志愿者的年龄和安全，
义务指路队暂时“歇业”，但大家
志愿服务的脚步却没有停。队员
们纷纷报名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随着北京防疫级别降低，义
务指路队又“开门迎客”了。

四年前退休加入义务指路队
的曹玲是最年轻的队员，她说：

“当我得知一些队员都七八十岁
了还坚持义务服务，我很感动。”
虽然家中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但
是她总是克服困难，不耽误值
勤。成云英将55岁的曹玲看成指
路队的“接班人”，站岗时总会倾
其所能传授经验。同时，成云英
也盼望着能有更多年轻党员、志
愿者加入，让指路队走得更远、更
长，服务更多人。

党员志愿者义务指路八年服务7万余人次

文明城区的“阳光导航”
见证副中心日新月异变化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记者从市发
改委获悉，为实现北运河（通州段）全线
通航，加快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确
保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和交通出行需
求，市发改委日前批复了武窑桥改建工
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

北运河（通州段）全线游船通航是
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的重点项目之一，有利于恢复运河功
能，传承运河文化，推动运河旅游。其

中，北运河的北关闸至甘棠闸段 11.4 公
里河道，已于去年国庆节实现通航。按
照计划，明年夏天，北运河（通州段）将
全线通航。

而位于通航线路上的武窑桥始建
于 1972年，通航净高仅为 3.1 米，不能满
足北运河（通州段）全线航道通航净高
4.5 米以上的要求。获批的改建工程项
目位于城市副中心东南部，将在旧桥南
侧实施。具体来说，改建后的武窑桥西

起京塘路，上跨北运河，东至北运河左
堤路，全长约 605 米，双向四车道，更好
满足市民交通出行需求。主桥还将结
合周边环境设置 4 处弧形观景平台，
并 利 用 4 座 梯 道 与 运 河 沿 岸 步 道 形
成 连 续 漫 步 景 观 廊 道 。 改建工程按
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提高了主桥
高程和跨度，进一步保障城市副中心防
洪安全。

除了满足通航条件外，武窑桥改建

工程还将助力建设连续贯通的慢行系
统，改善滨水交通条件，营造水清岸绿、
安全宜人的滨水空间，进一步推动形成
韵味深厚、环境优美的大运河文化带。

目 前 ，武 窑 桥 改 建 工 程 已 纳 入
《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行动
计划》，预计明年 6 月建成通车。此外，
要实现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还需
完成甘棠闸、榆林庄闸 2处节点改造，这
两个项目也已获批，正在加快推进中。

武窑桥改建 助力北运河全线通航

年过八旬的老党员成云英依然坚守岗位为市民指路年过八旬的老党员成云英依然坚守岗位为市民指路。。 记者记者 田兆玉田兆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