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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人物》

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必须
要坚持城市跟着轨道走。市规划
自然资源委昨天公布，市政府已于
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轨道微中心
名录（第一批）》的批复，首批要打
造71个轨道微中心，其中城市副中
心将拥有9个，数量位居全市第二。

何为轨道微中心？是指与轨
道交通站点充分融合、互动，可达
性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具
有多元城市功能，具备场所感和识
别性的城市地域空间。简言之，就
是轨道站点周边大家喜欢去的活
力中心。

2018 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用
地一体化规划建设的意见》，提出
在轨道交通车站周边打造微中
心。在综合考量站点在轨道交通
线网中功能定位、交通级别、周边
用地、区位条件等因素后，结合在
编试点单元控规范围、轨道交通在
建线路及市郊铁路重点项目，并结
合各区实际，本市筛选划定了首批
轨道微中心名录，共 71 个站点，涉
及14个区、28条线路。

“轨道微中心立足于形成我市
未来功能复合、高品质、服务人民
的活力中心，与城市公共服务中心
体系、各级城市生活服务圈有机融
合，推动城市空间的共建共享。”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定为微中心的站点，周边将布局生
活性服务业等多种功能和公共设
施，使市民在完成日常通勤的同
时，能够就近完成购物、娱乐等活
动。此外，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
化的开发，以及高品质城市空间环
境的营造，形成便捷高效的、有温
度的、具有空间可识别性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首批 71个轨道微
中心站点，分布在朝阳、通州、海
淀、丰台、石景山等14个区，其中以
朝阳区、通州区和昌平区三区的轨
道微中心最多，分别有10个、9个、9
个，包括有东风站、东大桥站、未来
科学城南区站、黄土店站、通州永
顺站、新通州西站等。

按照规划管控要求，轨道微中
心范围内商业、商务、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公共功能用地
面积占比将达到 30%以上；主要建设用地一般较所在地区
同类用地开发强度高 10%以上；地面步行系统路网密度应
达到道路网密度的 1.2-1.5倍；轨道微中心及周边地区应构
建地面人行道、地下通道、空中连廊、过街天桥等立体化的步
行设施网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示，下一步，将发挥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及一体化专班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与各区一起打造轨道微中心，提升城市活力。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昨天下午，北京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走访交通银
行，就加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合作举行
座谈。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北
京市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隋振江出席。

座谈会上，刘珺介绍了交通银行发展
情况；隋振江介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 设 、绿 色 金 融 、科 技 金 融 等 进 行 座 谈
交流。

隋振江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部署，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年
多来，城市副中心一批重大功能节点项目
取得阶段性进展，重点功能区建设初具规

模，城市框架有序拉开。在城市副中心产
业布局中，金融业是实现城市副中心产业
功能定位的关键支撑，欢迎交通银行更深
层次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优化在京资源
布局，创新项目融资模式，做强增量金融资
源，充分发挥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优势
经验，推动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北京
市将一如既往支持交通银行在京发展，提
供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希望双方在绿色金

融、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文化旅游、城市设
计等领域深入对接、紧密合作，实现共赢
发展。

刘珺指出，城市副中心建设稳步推进，
发展前景广阔，交通银行将着眼城市副中心
未来发展，深度参与“两区”建设、区块链金
融、重大项目融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募
集、机构设立等，助力城市副中心实现高质
量发展。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与交通银行举行工作座谈

推动城市副中心金融发展和“两区”建设
刘珺隋振江出席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将 5G 与工业
制造完美结合的 3D打印技术，集充电桩、
视频监控、环保监测为一体的智能灯杆，
智慧点餐、智慧结算的网红餐厅……本月
内，这些酷炫又实用的高科技应用场景将
在张家湾设计小镇率先应用。记者昨天
从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了解到，该小镇起
步区内基于 5G 技术的应用场景建设已接
近尾声。

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规划方案，小镇规划范围内将建
设 55座基站，其中起步区内规划 10座，已
新建 3 座，改造原有基站 3 座。所有基站
全部采用美化建设工艺，在外观上几乎

“不露痕迹”。“基站设备与楼宇外观的风
格、颜色保持一致，可以说藏于楼宇之中，
既实现网络覆盖又保证小镇品质。”

以 5G 基站为依托，张家湾设计小镇
内的智能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每个区域
的智能场景都各具特色。在设计小镇创
新中心，智慧商务、智慧安防、智慧生活
的应用场景已全部完成建设，基于边缘

计算的智能摄像机高精度肢体交互识别
技术，无需任何可穿戴设备及按键操控，
无需固定位置，就可实现精准识别互动操
作。通过这套系统，可展示园区概况、内
部智慧场景、各类智能化应用、园区图表
数据等内容。

5G 技术还助力小镇创新中心实现了
智能会议功能。该应用场景覆盖首期空
间 8个会议室和两个贵宾休息室。入驻企
业可通过智能化会议系统发布文件、公
告、通知、远程培训等；通过智能互动技
术，可在会议室任意区域使用手势播放和
演示会议资料；人脸识别系统可以实现会
议室预约、监测落座率，最大化实现公共
资源利用。

创新中心内智慧安防场景的应用，也
为小镇安防系统再添“重量级砝码”。通
过智能安全防范系统，可实现可视化预
警；通过人脸识别、人证比对、车纹识别等
智能化技术手段，提高安全防范等级；通
过整合众多安防子系统，进行园区生产、
车辆、人员、环境等安防管理子系统融合，

对现场管理过程进行高效监控。
智慧生活方面，创新中心为入驻企业

提供了智能化的交流、社交、生活空间。
24 小时智能书屋满足阅读需求，创新 e 站
可提供咖啡西点等简餐。餐饮方面，特别
设计了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的新式餐
厅，自助餐及档口售卖相结合，引入智慧
点餐、智慧结算形式，未来将面向游客开
放，打造“网红餐厅”。

除了创新中心，由北京铜牛厂“变身”
而来的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也将有多个智
能场景落地应用。园区内的数字营造实
验室，旨在搭建数字设计与营造的研究与
共享平台，打造“学-研-产-用”产业链
条，与 5G技术的结合，可以快速实现上下
游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实时互动，远程协作
通过 3D打印技术让设计图纸与研究成果

“秒变”实体模型。
园区的运维管理平台，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园区
的空间管理、能源管理、消防管理、安防管
理、会议管理、智能照明、能耗监测等功

能，达到“全周期管理”。另外园区中的“未
来会议室”综合应用 5G、AR、VR、全息投
影、半透明LED屏等技术，可高速、直观展
示设计成果，增加设计分享互动体验的实
时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园区内的智慧灯
杆。不仅可通过有线方式连接智慧照明、
视频监控、环境监测等功能模块，还可通过
无线接入方式接入土壤温湿度、液位积水、
井盖检查等传感器。智慧灯杆中增加的
5G 网络基站模块、综合环境物联感知、无
人驾驶车联网感知等功能，可助力小镇实
现“车路协同”。

据了解，根据小镇智慧城市5G建设发
展规划，张家湾设计小镇将按照“一协同、
两结合、三同步”的规划思路，打造“领先、
和谐、共享”的全 5G覆盖特色小镇。目前
正以起步区为试点，推动小镇五大产业区
域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建设。通过打造一
流的 5G服务生态圈，不仅让科技成果、专
利技术通过场景建设得以实现，也加快推
进专业人才聚集和产业提升。

张家湾设计小镇率先实现5G智能场景应用
将建设55座5G基站 采用美化建设工艺深藏楼宇中

今年入冬以来，城市副中心再添“蓝
天侦察新兵”。记者从通州区生态环境
局了解到，可辨别空气中116种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空气质量在线源解析移动站
已于 11 月中下旬在城市副中心投入使
用，为精准治理大气污染提供方向。

通州区潞城镇的潞城药艺公园最近
新增添了两个白色的集装箱。这两个长
6米、宽2.4米、高2.4米的大家伙，箱体上
印着“生态通州”的字样，集装箱与生态
有什么关系呢？区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
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两个集装箱里藏着
VOC在线监测仪以及源解析系统，“集装
箱就是空气质量在线源解析移动站，箱
体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吊装移动到任何
位置进行监测”。

走进移动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
置着多组分析仪器的铁架，仪器上面设
有一块液晶屏幕，屏幕上密密麻麻重叠
着乙烯、丙烷、异丁烷、正丁烷等化学名
称。这些加起来是 116 种 VOC 组成成
分。集装箱内的 VOC 在线监测仪通过
顶部的空气采集管收集空气后，首先要

经过过滤棒过滤掉空气中的水分，获得
干燥的气体。干燥气体进入分析仪，可
分析出空气中含有哪些 VOC 成分以及
所占比例。这些数据以小时为单位进行
采集、分析。

VOC 在线监测仪每小时获得的数
据会传输到旁边源解析集装箱的数据采
集系统中。源解析系统也由多组分析仪
器组成。这些仪器可以通过解析空气中
各种污染来源的比例来追踪污染源头。

移动站采集的 VOC 数值以及解析
出的污染源占比数据均无线上传至通州
区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某一项超标报
警后，后台监控工作人员可根据具体项
目为下一步排查污染工作提供行动方
向。除了为本地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方向
外，在京津冀协同作战方面，移动站也将
起到数据支撑作用，各方可根据具体物
质制定相关治理方案。“机动车尾气引起
的问题，就加大机动车检查力度，不用再
像过去一样全面检查，治理精准度更
高。”通州区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翟冀飞说。

城市副中心来了“蓝天侦察新兵”
本报记者 张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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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空气质量的指标，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PM2.5。这也是雾霾天气的最主要污染源。空气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做VOC，主要来自工业

生产、城市生活和植物园排放。由于VOC具有不稳定性，在光照条件下，它可以发生化学反应，与空气中其他物质产生二次污染，从而影响空气质量。

鲍
金
玲/

制

4
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

人
物

本
版
编
辑

杨
莉

摄
影

记
者

唐
建

校
对

彭
师
德

鲍
丽
萍/

绘
制

处理垃圾 投放

垃圾分类我先行
713个居住小区规范设置垃圾投放点3871个，撤并率38.8%，平均144.6户一座投放站；
桶站全部完成密闭化升级改造，并建设驿站301座，数量居全市第一；
149辆各类垃圾收运车喷涂并加装计量称重系统；
日处理能力达2530吨的有机质垃圾处理站，已完成初步方案设计……
一组组数字，记录的是通州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坚实脚印，也奠定了十月份垃圾分类综合排名在城区中位列第一的好成

绩。这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更是凝聚着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努力改善生活环境的朴素故事。

最近，家住云景北里社区的卢丽一家人共同进餐的画面有
了小变化。

每到饭点，餐桌上就会出现两个小铝盆，分别盛放其他垃
圾和厨余垃圾，餐后再倒入不同的垃圾袋。朋友来她家都为这
一就餐细节竖起大拇指。

谁能想到这个小变化，竟是源于孩子的敏锐观察。
“以前，在吃大骨和鱼虾的时候，我们在餐桌上垫张抽纸，

然后再收拾。但孩子们说这样既浪费抽纸，收拾餐桌时
还要二次分类，不如准备个小盆子，从一开始就分开。”于
是，垃圾分类小铝盆正式“上岗”。别说，它们还真帮家人
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现在，不仅是三餐时间，小铝盆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比如我们在客厅吃水果或其他产
生厨余垃圾的食物时，都会先把垃圾分类放在小盆里，吃
完再一起倒，非常方便。”

在卢丽看来，准确分好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是关键，
厨房便成了垃圾分类“重地”。她家的厨余垃圾袋就挂在
橱柜边，菜叶菜根、果皮果核、鸡蛋壳等随手就能扔。而
做饭用过的厨房纸、各种食品包装袋等，则会被扔进其他
垃圾桶。

垃圾分类不仅改变了卢丽家的生活习惯，还培养了
源头分类意识。“要让垃圾从一产生就各归各类，不让一块
骨头‘走错路’，也不让一块电池‘找错家’。”卢丽家的垃圾
源头分类越做越细。就连平日产生量很少的有害垃圾，也有
了专门的“暂住点”——门厅柜子上的小纸盒。“像纽扣电
池、过期药物都会暂时放里面，出门时顺手就带下去了。”

让卢丽欣慰的是，家里两个孩子不仅垃圾分类意识
强，而且还能做到垃圾分类不怕脏。在投放厨余垃圾时，
他们都会主动把塑料袋抖净再单独扔到其他垃圾箱中。

卢丽笑言，现在家中的每位成员既是垃圾分类践行
者，也是监督员，如果发现分类错误，都会及时纠正。

早晨7：30-9：30，晚上5：30-7：30，每周2到4次，35岁的侯
小静都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垃圾桶站旁。

“又来这么早？”邓阿姨一出门，就看见侯小静乐呵呵地
守在桶站旁。“早上好呀！嚯，今天您这垃圾分得真干净！”
娃娃脸的小静帮着邓阿姨推开垃圾箱盖。得到小静的夸奖，
阿姨挺得意。

小静每天很忙。她既是永乐店社区青年汇一名活跃的骨
干社工，又是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的一名热心志愿者，同时还
是新招募志愿者的“老师”。自垃圾分类正式实施以来，她一边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一边和招募的青年
志愿者一起参与桶前值守。

虽然每天都要和脏臭的垃圾“打交道”，但她干起活儿一点

不含糊，总会帮着大家仔细分拣厨余垃圾。“我还要为咱
们青年志愿者做培训，所以自己更得做好示范了。”侯小
静说。

“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不仅有年轻人，还有
几位退休的阿姨也加入其中。”侯小静介绍。

最初，居民投放厨余垃圾多少会掺杂些其他垃圾。
认真负责的侯小静就逐个破袋检查，帮着把其他垃圾挑
出去。“大家容易扔错的有餐巾纸、椰子壳、榴莲壳等。这
些垃圾虽然都跟吃的有关，但不易生化降解，所以不能算
作厨余垃圾，应该是其他垃圾。”侯小静说，经过志愿者的
耐心解释介绍，现在居民分错垃圾的情况越来越少，需要
志愿者破袋处理的也明显减少。

“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日常产生量最大，是我们守桶
的重点。但有害垃圾里面也有‘学问’。”侯小静越干越
有经验，她举例说，“大家都知道电池是有害垃圾，但其实
不同电池也是要分类的。充电电池和纽扣电池属于有害
垃圾，但一般使用的一次性电池已基本实现了无汞化，能
投放在‘其他垃圾’里。两者应区别对待。所以看到有扔
电池的，我们也会多问一句、多看一眼。”侯小静深有感触
地说，桶前值守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帮着志愿
者练就了“打眼一看”就能辨识错投的“火眼金睛”。

细心的她还发现，很多老人投放垃圾时都带着孩子，
于是他们在小区里设计了互动环节，准备一些小礼物，通
过小游戏或者现场“演练”，让居民尤其是小朋友学习、参
与垃圾分类。“当有一天我们这些‘守桶人’都‘下岗’了，
就说明我们真正做到了全民垃圾分类，我期待着那天。”
侯小静说。

“不用太往里，您在上边一带就划开了。”张新是通州区永
顺镇惠兰美居小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早
早来到自己负责的垃圾投放点。除了给街坊邻居讲讲如何垃
圾分类，他还会指导大家使用“破袋神器”。腾出点时间，他就
再顺手给桶边的小“神器”消消毒。

而两个月前还不是这样。张新值守的这个全包
裹式垃圾箱，整体用起来都挺顺手，但要把厨余垃圾
从塑料袋里抖出来，一些居民觉得不方便。“把原本包
好的垃圾袋破开，既耽误时间又容易弄脏手。”为了避
免当场破袋，一些居民特意避开志愿者值守时段前来
投放。发现这个情况后，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
琢磨，怎么借助小工具，帮着居民解决破袋“大问
题”。经过一番集思广益，破袋小神器诞生了！“自打
给垃圾桶装上这个小工具，大伙儿扔垃圾方便多了。”
张新挺高兴。

这个工具诞生的过程，张新都看在眼里。设计之
初，特意请教了有手艺活儿的老居民，再结合其他地方
的经验，才有了现在的“破袋神器”。“你别看它个头小，
设计却简单精巧。它的整体由一排锯齿构成，后端用
旋钮固定在垃圾桶上，整体架在垃圾桶口的中间位
置。扔垃圾时，只需用塑料袋挂住锯齿，轻轻一拉，垃
圾便可从破口掉入垃圾桶，过程仅需两三秒。”张新介
绍起这款小“神器”特别自豪，锯齿间距和长短也经过
多次实验而来，既能一次破袋又不会钩挂塑料袋，不
仅解决了居民拆袋、解袋、脏手的烦恼，厨余垃圾“纯
净度”也随之提高。

早上 5点天还没完全亮，37岁的
李亮和同事刘俊准时出现在通州京
环公司固废清运中心院内，提前半小
时到岗。他们二位都是这里的清洁
工。等待他们的，是城区内 5座农贸
市场和十余个社区里的厨余垃圾。

“前几年，半天也收不满一车厨
余垃圾，今年就不同了，厨余垃圾拣
出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夏天，瓜果皮
核多，早班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3
吨半的清运车，有时拉三车也装不
完。高峰期时，下午、晚上班组得连
续作战。”李亮和刘俊都是通州本地
人，尽管搭档时间不长，配合已是很
默契。

“先去农贸市场，8 点以后去小
区，这样不会影响居民休息。”8点 30
分，李亮驾驶着厨余垃圾清运车开进
大马庄新园，分拣员早就等候在那
里。“今天厨余垃圾有 6 桶，你检查
下，分得怎么样？”李亮动作麻利地打
开桶盖，一股隔夜的馊臭味迎面扑
来，但他好像没有闻到一样，从车里
掏出一根长棍，伸到每个桶底钩了几
下。这是现在通州区环卫部门每辆

厨余垃圾运输车上的“标配”，如果桶
内有塑料袋等杂物，基本上都能被钩
出来。这么做，既是为了检查小区的
分类质量，也能减少后端粉碎处置的
麻烦。

“非常好，几乎没有塑料袋。”检
查完垃圾桶，搭档刘俊立马上前，搬
桶、挂桶，按动按钮，一气呵成，6桶厨
余垃圾很快被一一倒进车内。每清
倒完几桶垃圾，李亮都会顺着车上扶
梯爬到车厢的顶部，用铲子把堆积在
倾倒口的垃圾往密闭车厢内部推。“厨
余垃圾里有不少玉米壳、瓜果皮等，体
积比较大，这么铲几下，能留出更多空
间。”一个上午，李亮得这样爬上爬下
二十多次。

冬天早上冷，但二人上衣却汗湿
一片。“起初，大家对垃圾分类不是很
清楚，我们还得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再
二次甚至多次分拣。现在居民垃圾
分类意识越来越强，基本‘一次过’，大
大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李亮说，这
个岗位再累，总要有人去干。更何况
现在社会各界对我们环卫都很重视，
居民也很配合，没有道理不干好。

“餐厨废弃物，今日消耗：197.53
吨；沼渣，今日产量：67.54吨……”位于
张家湾镇的通州有机质垃圾处理站总
控室，电子大屏上不仅监控着每一个
生产环节，而且显示各类数据。运营部
二班班长张涛认真记录着关键数据。

张涛所在站点负责处理全区所
有的有机废弃物。这里 24小时不间
断作业，日处理能力达 600 吨，其中
厨余垃圾 200余吨，在全国能同时处
理 3种有机废弃物的站点中，是规模
最大的一处。垃圾从“运进来”到“走
出去”，全自动封闭运行。

虽然每天运送垃圾的车辆不断，
但卸料车间内毫无异味，也几乎听不
到任何噪音。“垃圾车都是密封车厢，
卸料区使用感应舱门。垃圾车到指
定位置打开车后盖，垃圾便自动落入
坑内，这将倾倒时散发的臭味抑制到
最小。”张涛解释说。

每天，他还有项重要任务——去
车间给设备“测温”。说话间，张涛已
经麻利地爬上预处理车间的三层。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清运车将垃圾
投送到投料池内，经过分拣去掉混杂

的生活垃圾，然后经过粉碎、沉淀、加
热等工序，最终这些垃圾变成了可利
用的油脂、沼气、沼渣等“宝贝”。

车间很忙。从5月1日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以来，该站平均每天处理的
厨余垃圾量增加了三四十吨，目前日
处理厨余垃圾 180吨左右，几乎是满
负荷运转。“这一变化归根于垃圾分类
的有效推进。”张涛说，去年底日均进
站厨余垃圾约为 150吨，其中大部分
来自餐馆。5月起，来自居民区的厨
余垃圾明显增多。

垃圾分清了，对垃圾处理设备也
是个好消息。“垃圾分类前，进厂的厨余
垃圾里杂物特别多，甚至混进纺织品，
一旦缠绕上旋转的设备就会造成卡
顿，只能停机人工清理。有时人工清
掏能清理出满满一仓杂物……”说起
以前的“麻烦”，张涛直摇头。

现在，垃圾分类越来越准确，不
装袋的厨余垃圾可以直接从垃圾桶“裸
投”进垃圾车。这样再进处理仓就更轻
松了，如果其中混有杂质，就能一眼发
现。“厨余垃圾纯度高了，大大提高了处
理站的产能效率。”张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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