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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从部署会上了解到，今
年冬天，针对城市副中心、延庆冬奥
赛区等重点区域，本市还安排了专
门的清扫队伍重点值守保障。

针对城市副中心的扫雪铲冰作
业，北京环卫集团安排扫雪铲冰作
业人员 2300余人，准备多功能除雪
车 15 辆、融雪车 59 辆、清扫车 85
辆、布机 43 台、步道除雪车 45 台、
其它辅助车辆 46辆。同时，为做好
城市副中心市行政办公区 6平方公
里范围内扫雪铲冰工作，还准备 10
台多功能除雪车以更好地完成扫

雪铲冰任务。
今年冬天，位于延庆区的冬奥

赛区将举办系列测试赛。为此，
延庆区特别成立了赛区扫雪铲冰
分指挥部，建立应急指挥系统，制
定保障方案，调度备勤人员 1670
人，各类作业车辆 98 辆，融雪剂
储备 2500 余吨，把运动员通行路
线、备用路线、医疗救援路线等道
路列为重点，将按照“提前介入，
即下即清”的原则开展扫雪铲冰
作业，实现“雪中保畅通，雪后保
路净”。

全市地铁站都将陆续配齐“救命
神器”。昨日起，本市启动轨道交通
车站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以下简称

“AED”）工作，今年底 7条地铁 104座
车站将率先完成配置。2022年底，本
市所有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AED设
备全覆盖，一线站务人员培训取证率
达80%以上。

1号线已有22座车站完成安装

昨天上午，记者在西单地铁站看
到，1号线、4号线西单站已完成AED
配置。1 号线 AED 设备位于站厅层
靠近 B 出口附近，设备放置在一个
橘黄色竖柜内。4 号线 AED 设备位
于站台层，除了醒目的 AED 标识，
还在灰色柜子外标明了“自动体外
除颤仪”。

目前，北京地铁 1号线 22座车站
站厅层已经全部完成安装，预计年底
前，实现 1 号线、2 号线、13 号线所有
车站的AED配置全覆盖。京港地铁
5座大客流车站已经配置AED，包括4
号线北京南站、西单站、角门西站，大
兴线西红门站、新宫站，京港地铁将
于年底前完成4号线及大兴线共计35
座车站AED的配置工作。

记者从市交通委和市卫健委获
悉，地铁站AED配置分三阶段实施，
配置标准为每站 1台。2020年底前，
完成地铁1号线、2号线、13号线、4号
线、大兴线、大兴机场线、燕房线等 7
条线路 104座车站的AED配置工作；
2021 年底前，完成地铁 5 号线、6 号
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首
都机场线、八通线、14号线、16号线等
10条线路 229座车站的AED配置，实
现设备覆盖率达 84%；2022 年底，本
市所有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AED设
备全覆盖。期间，新开通线路将同步
配置AED设备。

每班组至少2人
具备AED急救资质

配置“救命神器”的同时，将同步
开展AED专业技能培训、应急急救宣
传等工作，2022 年底前，实现一线站
务人员培训取证率达80%以上。

2020年 6月 16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院前
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明
确要求推动本市火车站、地铁站、交
通枢纽、长途客运站等公共场所按标
准配置AED等急救设施设备。

目前，全路网共有1700余人取得
AED 急救证书，配置 AED 的车站每
个班组至少 2人具备AED急救资质，

并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紧急处
理。下一步，将在现有培训人员基础
上，进一步增强培训取证人员力量，
重点强化心肺复苏及AED实操技能。

为保证乘客应急救助处置规范，
目前，各地铁运营企业均制定了乘客
意外事件处理管理办法及应急处置
预案，对现场急救、陪同就医、事件调
查及理赔处理等工作做出了详细规
定。同时，各地铁车站在售票室或综
控室配备有1套以上用于应急救助的
急救箱，内含 20余种急救物资，为广
大乘客做好医疗救助服务。

除了增配设备，这些AED设备将
会纳入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加
强与院前急救指挥调度体系的联通，
急救调度中心可全面掌握全市所有
AED设备的定位及状态，下一步将汇
总火车站、地铁站、交通枢纽、公园等
公共场所所有AED设备的联网信息，
形成全市范围内的AED地图。

自愿紧急救助造成损害可免责

“救命神器”谁都可以使用吗？
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介
绍，理论上谁都可以使用 AED，没有
资质的门槛，但由经过培训者实施抢
救效率更高。他现场演示时介绍，
AED设备操作步骤主要有 4个要点，
包括开机、正确贴好电极片、设备自
动分析以及充电放电完成急救，使用
者只要打开设备盖就会自动开机，随
后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即可。需要注
意的是，放电过程中，周围的人不要
用裸露的手触摸患者皮肤。

记者了解到，心脏骤停的抢救成
功率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及时、正确
地使用AED对心脏骤停患者进行救
助，将有效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如有乘客倒地，发现没有意识时即应
取来AED；当继续判断没有呼吸或仅
有濒死呼吸时，就应打开AED进行急
救应用。使用者无需具备专业背景，
只要具备急救知识和AED操作技能，
即可第一时间参与抢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通过法律保障免
除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责任，让事发现
场的目击者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无
后顾之忧。

为让更多的市民掌握急救的基
本技能，市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社会
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培训，进
一步细化完善法律法规，努力营造

“人人会急救，人人敢出手”的社会急
救氛围。

最近，漷县镇西鲁村村民有了一个
休闲放松的新去处：村边的凤港河湿地
（西鲁公园）建成开放，面积 170余亩的
大公园林水相依，如同天然氧吧。无
独有偶，西集镇史东仪村村民也惊喜
地发现，家门口新开了一座公园，眼下
彩叶斑斓，秋色正浓，吸引不少人前来
赏秋“打卡”。不只是公园，马驹桥镇
后堰上村的一处荒地近日变身健身广
场，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锻炼、打球。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持续打造大尺度
森林生态体系，构建出蓝绿交织的生
态之美，同时聚焦市民健身需求，不断
补齐设施短板，市民身边的公园绿地、
健身场所越来越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也大大提升。

家门口多了个“天然氧吧”

每天早晨 7点，家住漷县镇西鲁村
的董兴焕都会来村边的凤港河湿地（西
鲁公园）“打卡”，散步健身，呼吸新鲜空
气，一天都觉得神清气爽。

凤港河湿地（西鲁公园）位于漷县
镇，北临凤港河，南至西鲁村，规划面积
176.88 亩。公园依托凤港河整体森林
湿地景观带建设，突出林水结合，打造
体感丰富的植物空间层次，自本月建成
开放后，便成了周边百姓的天然氧吧。

生态栖息岛、弧形景观带、观鸟栈
道、林下木栈道……走在公园内，一处
一景，秋韵正浓。

该公园利用改造原有植物资源，梳
理种植形式，打造大森林背景，重点突
出森林与水的结合，选择涵养能力高和
净化能力强的水生植物，形成了湿生植
物景观廊道。公园还结合文化立意，试
图重现漷县八景之“春郊烟树”的景
象。同时，突出季相特色，打造了多样
化的植物文化节点。

柳树、海棠、碧桃、山杏、紫薇，木
槿、银杏……据悉，在公园建设中，新植
乔、灌木3600余株，新植色带4200平方
米、水生植物 1.3 万平方米、新植地被
6.6万平方米，并配有生态厕所、坐椅、
垃圾桶、庭院灯等配套设施。打造了植
物多样性展示核心区、乡土特色植物展
示区、雨水花园植物观赏区及林下花卉
展示区等不同特色功能区。

此外，公园结合原低洼地实际，通
过局部设计微地形手法，增加空间层
次，可组织径流汇集到雨水花园、临水
园路等低洼地，丰富水景观类型，将
节点季节性水面用旱溪连接成完整
的景观水系。并在局部设计雨水花
园，打造富有野趣、尺度亲人的森林
湿地环境，待到春夏之季，百姓就可体
验亲水乐趣。

公园内还特别建有一座“观鸟塔”，
登塔远眺，秋季可赏层林尽染，春季可
观水鸟群集。

该公园一开放，便吸引了周边百姓

前来遛弯健身。因该公园就在漷县镇
西鲁村范围内，村民更是足不出村便可
逛公园。“这环境太好了，以前我们遛弯
就只能在村里的小广场，现在都来这
儿，特别是一到上午九、十点钟，周边村
的也都带着小孩过来玩，可热闹了。”
董兴焕说。

村边新公园成赏秋好去处

在西集镇，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的持续开展，村庄里新增了不少大大小
小的公园，装点着村容村貌，该镇东部
新开的东仪公园就是其中一个。时值
秋季，这里迎来了最迷人的季节，树木
成荫、彩叶斑斓，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公园的环境好，风景也美，我每天
早晚都会来这里遛弯，累了还可以坐在
这个坐椅上晒晒太阳。”史东仪村的史
善序告诉记者，每天公园都很热闹，有
赏景拍照的，有跳广场舞的，还有健身
锻炼的。

东仪公园位于西集镇史东仪村，占
地面积186 亩，公园前身是农业用地，
在平原造林规划启动后，就变成了可
以供附近村民休闲娱乐的公园。公
园里的每一片区域都由五六种植物
搭配种植，有春天开花的马莲花、具
有药用价值的麦冬草、覆盖面积广的

野牛草、无畏严寒的腊梅、苍翠挺秀
的白皮松、叶形漂亮的五角枫等。多
种植物混合种植是为了每个季节都
有不同的树木花草可以欣赏，让村民
感受到四季的别样之美，如今园内已
种植的观赏性植物有银杏、山桃、栾
树、白皮松等 40余种。

今年，公园不仅增加了各种树木花
卉，还增设了能够容纳 30 多辆私家车
的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目前，该公园
已经对外开放，随处可见在公园内遛弯
的村民。

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张广华介绍，
因为附近的很多老人和小孩经常会来
公园游玩，如果遇到雨雪天，路面湿滑，
对老人小孩的出行会造成不便，所以该
公园的所有路面都是由透水混凝土和
透水砖铺设而成，起到透水、不结冰、防
滑的作用，保障村民们的安全。下一
步，除了继续养护公园里的各种植被，
西集镇还将在公园里安装 80 多把坐
椅，为前来散步、游玩的村民提供休憩
的场所。

多年荒地变身健身广场

不只是公园，市民身边的健身场所
也越来越多。

近日，马驹桥镇“小微项目惠民生”
资金支持计划又一项目——后堰上村

活动广场顺利竣工。昔日的一片大荒
地如今变身为活动广场，不仅新增了
许多健身器材，还设有篮球场，方便
村民休闲健身，进一步提升村民生活
品质。

据介绍，该活动广场项目建设用地
1500 平方米，以前是混凝土路面及荒
地，年久失修且损毁严重。为方便村民
活动，马驹桥镇依托“小微项目惠民生”
资金支持，本着宜人宜居的理念，利用
现状荒地在后堰上村重新规划了一个
活动广场。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目前已顺利竣工。

记者昨日来到该活动广场看到，经
过改建后这里焕然一新。不仅对地面
进行了修复，还新增了许多健身器材和
一个篮球场，不时有村民和孩子来这里
活动身体。“这里建得真不错，以后在家
门口就可以锻炼、打篮球了。”村民们开
心地说。

此外，广场周边还进行了绿化改
造，在美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我们在疏整促工作中，强化空间
腾退、留白增绿、环境改善、隐患消除、
功能提升。”马驹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镇将充分利用好涉及人民生
活的小微提升项目，加快解决群众身边
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着力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月1日起全市进入扫雪铲冰实战状态，城市副中心、冬奥赛区重点保障

11月7日全市点火试供暖
本报记者 王天淇

村边有了新公园 荒地变健身广场

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冯维静 代金光

昨天上午，本市召开2020-2021年度冬季供热暨扫雪铲冰工作动员部
署会。记者了解到，本市将于11月7日统一启动今冬供暖点火试运行，预
计 11月 15日正式达标供热。扫雪铲冰方面，目前各项准备基本就绪，11
月 1日起将正式进入实战状态。今年冬天，针对城市副中心、延庆冬奥赛
区等重点区域还安排了专门的扫雪保障力量。

昨天召开的部署会上，市城市管理
委副主任李如刚介绍，即将到来的这个
供暖季，全市城镇地区供热面积预计将
达到8.95亿平方米，比上一采暖季新增
1000 万平方米。目前，全市 3406 座区
域锅炉房供热设备设施已基本完成检
修，全面做好供热准备。北京市燃气集
团也已经与中石油签订了今冬明春供
暖季天然气购销合同，全力保障本市冬
供期间的能源储备需求。

前几天，本市连续迎来几次大风降
温，让不少市民更加期盼供暖。记者了
解到，按照本市供暖相关规定，北京的
法定供暖期为当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气象条
件等实际情况提前供暖或延迟停暖。
若在法定供暖日之前出现连续 5 天平
均气温低于 5℃的情况，可以安排提前
供暖。

市城市管理委、市气象局等相关部
门已于近期开展了今冬供暖季的第一
次气象会商，会商结果显示，预计 11月
5日至 15日，本市还将有三次冷空气过
境过程，但整体情况平稳。李如刚介
绍，自 11月 7日起，全市区域锅炉房将
统一点火试运行，热电联产供热企业对
居民用户开始试供热，11 月 15 日零时
起要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

“近三年来，全市供暖季 12345 热
线供热投诉连续下降，但总体投诉量
还较高。”李如刚说，今冬供暖季，各
区将加大供热问题“接诉即办”工作
力度，动态跟踪派单办理情况，挂账
督办、逐项销账。各区各供热单位不
仅要“接诉即办”，还要做到“未诉先
办”，积极组织开展“访民问暖”活动，
做到采暖季供热问题“一降（投诉总
量）三 升（及 时 、解 决 、满 意“ 三
率”）”。对投诉率高的供热单位和小
区，供热管理部门还将重点检查，对

不按时点火试运行、正式供暖后温度
不达标、投诉持续居高不下的供热单
位，除约谈曝光外，还要与考核挂钩，
扣减供热补贴。

此外，今冬供暖季，本市将加强供
热保障能力，提升供热服务水平。李如
刚介绍，各供热单位除了采用公布维修
电话、建立微信群、发放供热服务卡等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外，还将推广

“供热管家”微循环服务模式，安排好值
班抢修力量，第一时间解决用户的报修
问题。

目前，全市扫雪铲冰各项准备
工作基本就绪，将于 11 月 1 日起进
入实战状态。一旦市气象部门发布
降雪预报，本市将按照四级预警响
应机制开展扫雪铲冰。其中，蓝色
（小雪）、黄色（中雪）预警，应随时保
障城市主要道路通行条件；橙色（大
雪）预警时，应在 2小时内保障城市
主要道路通行条件；红色（暴雪）预
警时，应在4至6小时内保障长安街
及其延长线、城市高快速路及其联
络线、重要交通枢纽，中央、市、区党
政机关和学校、医院等周边道路的
通行条件。对人行步道、背街小巷、
活动广场等区域将推广使用小型扫
雪铲冰机械设备，及时清除积雪，确
保雪天道路通行条件，降雪结束后
及时清除积雪残冰。

考虑到环保的要求，融雪剂的
使用方面，长安街、迎宾线等市级重
点区域，各区重点大街、重要景观道
路等将试点使用有机无氯融雪剂，
进一步保护城市环境。

记者从北京环卫集团了解到，
今年冬天，环卫集团在全市的服务
面 积 达 到 5109 万 余 平 方 米 。 目
前，环卫集团已成立扫雪铲冰总
指挥部，下设 9 个分指并成立了
13 支应急队伍，配备 63 辆多功能
除雪车、281 辆单机融雪水车、329
辆清扫车、109 辆清运车以及撒布
机、步道除雪机械设备若干，具备
推、融、扫、清等一体化扫雪铲冰
综合处理能力。此外，环卫集团
融雪剂储备量已达到应对大到暴
雪的应急需求。

11月15日零时起确保室温达标

推广“供热管家”及时解决居民诉求

城市副中心、冬奥赛区将重点保障

扫雪铲冰按四级响应

7条地铁104座车站年底配置AED
2022年底实现所有地铁车站AED设备全覆盖

本报记者 孙宏阳

AED是一种能够自动识别异常心律并给予电击除颤的
急救设备，抢救心跳骤停患者的成功率远高于徒手心肺复
苏。其最大特点是使用者无需具备专业背景，在接受一定时
间的培训后，操作者即可使用该“救命神器”。如果在公共场
所发生心脏骤停危及生命事件时，在“黄金4分钟”内，正确使
用AED和实施心肺复苏，能极大地提高院前急救效果。

何为AED？
名词解释

凤港河湿地（西鲁公园）秋韵正浓，成市民休闲放松好去处。记者 唐建/摄

本报讯（记者 牛伟坤）2021年美
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体育专业考试、
英语听说考试、外语（非英语）听力考
试4类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安排出炉。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
有关负责人提醒，这四类考试报名与
高考报名同期进行，符合相关报考条
件的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参加高考报
名，有针对性备考，按时打印准考证，
按要求准时参加考试。

其中，英语听说机考第一次考试
于 12月12日进行。12月7日起，报名
参加英语听说机考的考生可登录北京
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第二次
考试于2021年3月进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起，统考英语增加口语考

试，口语加听力考试为英语听说考试，
共计 50分，英语科目总成绩满分 150
分。统考英语听说考试与笔试分离，一
年两次考试，取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
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于 12 月 5
日举行。12月 1日起，报名参加美术
类专业统考的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
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

体育专业考试将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举行。2021 年 4 月 6 日起，报名
参加体育专业考试考生可登录北京
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

值得提醒的是，各项测试安排如
因疫情等原因有变化，考试院将公布
最新安排。

明年高招四类考试安排公布
2021年起统考英语增加口语考试

鲍丽萍/制

（上接1版）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
期发布的《2020中国便利店发展指数
报告》，目前本市便利店（主要指品牌
连锁便利店）发展指数名列全国第五
位。其中，便利店营商环境全国排名
第一；门店增长率 21.62%，全国排名
第二。

特色商街开到家门口 已培
育10条示范街区

感觉生活越来越便利的，还有住
在通州区华业东方玫瑰小区的李
悦。“我们家旁边这条商业街，以前感
觉最多的店面就是各类培训教育和
房产中介，想买个苹果都要到超市，
一来一回耽误时间不说，结账有时候
还得排队。”让李悦惊喜的是，今年楼

下的底商开起了早餐店和好几个果
蔬店，“果蔬店装修得都很漂亮，也很
正规，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网购果蔬，
但是有时候网购送货有起送价格，后
来楼下开了果蔬店，我就基本不怎么
网购了。”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生活性服
务业品质，市商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生活性服务业示范街区征集、培育
等工作。截至目前，共培育创建通州
区华业东方玫瑰街区、顺义区祥云小
镇、丰台区镇国寺北街、东城区东花
市南里社区、海淀区中关村创客小
镇、六里屯社区、丰台区怡海花园社
区、石景山区鲁谷路东街区、昌平区
龙域中心西区、大兴区西红门创业大
街等10条生活性服务业示范街区。

今年本市已建设提升千余个便民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