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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的京津冀”
2025年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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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城韵》

本报记者 韩梅

千年北运河，串起北京市通州区、天津
市武清区和河北省廊坊市。为了高质量助
推通武廊文化创新与交流，12 月 7 日至 17
日，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
武清区文化和旅游局以及河北省廊坊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多彩通武廊 扬帆
新时代”2020 通武廊文化交流季活动“云”
开放。

2020 通武廊文化交流季活动包括三大
部分 9场直播和 1个线下互动活动。围绕促
进大运河文化带发展和加强通武廊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旨思想，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涉及三

地多个文化领域。
截至目前已组织开展了3场通武廊线上

文化讲座活动，3场非遗云直播及3次非遗线
上体验课程。12月7日至9日开展的线上文
化讲座活动，来自通州的陈喜波、武清的李

汉东、廊坊的张洪英老师，就北运河段与通
武廊历史文化、名人事迹、遗产保护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12月 10日至 12日开展
了通武廊非遗云直播及线上体验活动，来自
通州的非遗项目大风车、武清的非遗项目杨

村彩色剪纸，以及来自廊坊的非遗项目第什
里风筝的传承人做客直播间，在线向网友朋
友们介绍了非遗项目的历史以及发展变迁，
展示精美的非遗作品，在线教授非遗技艺，
让市民朋友亲身感受三地非遗文化艺术的
魅力。通武廊文史专家及非遗传承人在直
播间中的精彩呈现，以及三地市民的踊跃参
与，使活动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

活动开展期间，微博、快手、抖音三大平台
同步直播，平均每场在线人数达1200余人，互
动、留言共百余条，累计观看次数超过1万余次。

2020通武廊文化交流季活动的开展，使
三地的沟通合作更加紧密，对促进通武廊多
维度文化领域创新交流和高质量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助推三地文化创新与交流

2020通武廊文化交流季“云”开放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刘薇）昨天上午，
通州区召开区关工委成立 35 周年纪
念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贯彻落实纪念中国关工委成立
30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
会会议精神，表彰先进，部署工作。中
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
讲话。

大会向通州区颁发了“全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奖牌，向 2 名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颁发奖章，对通州区关心下一代工
作 18名“突出贡献奖”、96名“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56 名“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17 个“关心
下一代工作品牌奖”单位进行了表
彰；宣读了新获批的 17 家青少年校
外教育基地名单并授牌。

大会回顾了通州区关工委成立35
年来的工作；“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工作者”代表、“三迁堂”负责人发言。

顾秀莲对通州区关心下一代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她在讲话中指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牢
把握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的根本要求，加强青少年思想道
德建设，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激发青少年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和
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各级组织要
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转变思想作
风，提升关工委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科学化水平，增强关工委组织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坚持守正创新，
以党建带关建，推进关爱服务体系
和关爱服务能力建设，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出新贡献。

市关工委主任梁伟在讲话中指
出，要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做好新
时期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围绕建设城市副中心的战略任务，
谋划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关心下一代
工作迈上新台阶。进一步发挥“五老”
作用，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把服务青少年作为根本宗旨。创
新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探索
关工委组织的新体制、新机制。

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昭玲，区
委书记曾赞荣，区委副书记、区关工
委主任刘东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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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晓彦）镜河是北京城
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条形似“带穗如意”
的人工河道，按建设时间分为南北两段。
南段已于2018年10月完工，北段施工正在
进行当中。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建管中心
获悉，镜河北段施工进度过半，计划明年年
底完工，到时镜河将连通运潮减河与北运
河，提升行政办公区排涝能力和景观效果。

走近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西侧及南侧的镜河，总会被它优美的景色吸
引，而这条长2.4公里的河道只是镜河的一
部分。在这段河道北侧上游部分，还有 1.3
公里河段正在紧张施工，完工后，南段与北
段相连，将形成全长3.7公里的完整镜河。

市水务局建管中心工程科科长马新远
介绍，根据规划，镜河北接运潮减河，南连
北运河，是行政办公区重要的排水、蓄涝与
景观河道，以兆善大街南侧为界，分为南北
两段。南段长 2.4 公里，已于 2018 年 10 月
完成改造。通过蓄水、绿化、治理等一系列
举措，原来的排洪土沟已变成了蓝绿交织、
水城共融的风景河道，水域面积达 16万平
方米，蓄水量约25万立方米。

今年 4月开工建设的镜河北段也是新
挖河道，长1.3公里，北接运潮减河、南端与
镜河南段连通。将新建水闸1座、新建排水
暗涵 0.4公里等。马新远介绍，截至目前，
镜河北段工程已完成过半，已完工的项目
包括 186米排水暗涵、912米循环水管线以
及400米左右河道开挖。

镜河北段完工后，排水暗涵将与南段
河道两岸已建暗涵相连，区域降水通过雨

水管网汇集到暗涵内，再经泵站强排入北
运河，排涝标准达到100年一遇。北段河道
与南段连通后，还能通过闸门调节，引上游
运潮减河的水入镜河，增加镜河本身水体
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水体水质。

“镜河北段建成后，将从半空中看出镜
河完整的‘带穗如意’形状。”马新远说，镜
河北段的河道宽度将在 20 米到 100 米不
等，岸边将打造浅滩、栈桥等设施，进一步
提升镜河的水环境，为周边居民营造水清

岸绿的滨水休闲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镜河北段工程 80%位

于正在规划建设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北
段建成后，还将为公园新增水面 4 万平方
米，形成一条生态景观带，提升环境品质。

镜河北段施工过半

城市副中心“带穗如意”明年成型

本报记者 刘欢

明年 1 月 1 日起，本市将正式启用医保
电子凭证。届时，参保人员到医院就诊无需
再携带社保卡，直接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实
时结算。昨天，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关
于开展应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医保电子凭证启用后，北
京将成为全国首座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
覆盖全部参保人员、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和全
部费用类型的城市。

医保电子凭证启用后社保卡仍可用

目前，本市参保人员看病，实行的是持
卡就医、持卡结算，看病要携带社保卡（急诊

除外），否则将无法进行医保结算。对于一
些突发急症被送至医院或者上了年纪容易
忘带社保卡的人群来说，经常会遇到一些
不方便。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杜鑫表示，为方便
市民就医用药，本市对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进
行了升级改造，在确保持卡就医结算流程不
变的基础上，从明年 1月 1日起，本市将新增
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即可凭医保电子
凭证进行扫码就医，社保卡将不再是就医结
算的唯一凭证。

医保电子凭证是指由国家医保信息平
台统一签发，是基于医保基础信息库为全体
参保人员生成的医保身份识别电子介质，
具备安全可靠、认证唯一等特点。医保电
子凭证正式启用后，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

员去医院就医时，可通过手机上的电子凭
证享受各类在线医疗保障服务，包括医保
业务办理、医保账户查询、医保就诊和购药
支付等。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等群体看病
就医的实际需求，原实体社保卡仍然有效，
可以继续使用。换句话说，也就是本市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结算增加了一种
身份识别介质。

即日起可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只有将医保
电子凭证激活后才能进行就医结算。”杜鑫
称，即日起，本市参保人员可随时对本人医
保电子凭证申领激活。目前，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可通过本市认证的包括北京通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微信、支付
宝和金融机构 APP 等多渠道平台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

操作时，人们只需在多渠道平台相关
的 APP 中输入“医保电子凭证”关键字查
询，就能查到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入口，进入
后在弹出的页面，选择自己所在的参保
地。点击“立即激活”，经过身份验证后就
能激活。使用时，系统会要求设置密码，成
功后即生成了用于身份凭证的二维码。

此后，当参保患者到医院就诊时，只需
点击医保电子凭证，手机界面上会显示对
应的二维码，有效期约为 1 分钟。此时，医
院工作人员扫码即可完成对患者的身份确
认，进行后续医保结算。

（下转2版）

明年起本市居民可凭医保电子凭证扫码就医
参保人员就医无需携带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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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男”巡检队
本报记者 冯维静

15日早上 7点，通州区西营前街东路
上，天还没有亮透。室外温度仅有1℃，寒
风掠过，行人裹紧大衣匆匆而过，但张海
涛的鼻尖却微微冒汗。

眼前，两处阀井“呼呼”冒着白烟，街
面上一片气浪蒸腾。4位身穿橙色工装的
热力检修工攥着手里的测温仪、听漏器，
猫腰躬身，顺着冒烟的阀井小步疾走，一
路踅摸。管线漏失点在哪？

张海涛是京能集团北京市华源热力
管网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一次线城区班
班长，也是这支查漏小分队的“队长”。一
大早，他们就在巡检中发现了这处“紧急
情况”。

“这是一处电信井，不该有热气，多半
儿是因为地下管网漏水，受热蒸发。”凭着
多年经验，张海涛很快下了“诊断书”。

井盖一打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70℃！测温仪报出了一个高值。检查证
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井下有大量积水，这就说明管道有
漏水点，得赶紧抽干净，否则长时间浸泡
供热管线，容易出现移位或漏水。”通知抢
修队来抽水后，张海涛接着给管线“听
诊”。他两步一停，不时将探锤放在地上，
倾听地下动静。“听的是主管道。”他用的
是测漏仪，探锤从地上收集到声波后传递
到检测仪上，计算管网相关数值，“判断是

否有漏点，主要看数值变化大不大。”张海
涛说，如果多次检测发现某一位置数值异
常，就要通知抢修部门。幸好这次主管道
没有漏。

近 1个小时的采访，记者穿着羽绒服
早已冻透，而身边的4位热力检修工，却仅
穿一件工服，忙得脑门儿冒汗。这是一支
平均年龄不足 30岁的“暖男巡检队”。虽
然都是年轻小伙子，干起活儿来却一点不
马虎。

他们每日必“打卡”的内容，就是下井
巡检地下管网。每年 11月 15日到次年 3
月中旬的供暖季，他们最忙，几乎就“长”
在井下。

刚忙完这边，巡检队又前往滨河中路
的一处热力井。

拉开井盖，一团热气喷出。“57.5℃！”
测温计显示出井口温度。“还行，不算太
热，稍微放放风就可以下去了。”裹在白雾
里的张海涛说，“有的井热得都睁不开眼，
还得拿风机吹。”等了一会儿，他吊着测氧
仪在井口和井内分别检测含氧量，正常值
一般在19.5%—23.5%之间。

“20.9%，行，下井！”
几步之距，寒冬被屏退在外。“嗬！真

热！”记者一下到井内，瞬间感受到扑面的
热气。

“你知道暖气管道里的水温有多高

吗？”张海涛笑着比出一根手指，“100℃！
所以井下温度通常高达 30℃—50℃，又
闷又热。”一落地，张海涛和同事李鑫、白
延凯立刻围着几根粗壮的热力管道忙活
起来，“这根热力管相当于人体大动脉，
如果它出了问题，滨河中路周围几公里
区域都会停暖，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检
查一次。”几人拿着手电细心检查管道缝
隙，仔细观察有无漏水、螺丝是否松动等
情况。管道上下三个阀门也一一巡查。
不到十分钟，井下高温已经把他们烤得
满脸通红、满头是汗。

一切正常，出井。
从高温的井内一出来，记者不由打了

个寒战。
收拾设备，清理现场，前往下一个热

力井——中午之前，他们还要巡查10个点
位。“冬天，家里暖不暖和是大家最关心的
问题。管线安全，供热才安全。”

像这样井外井内“冰火两重天”的考
验，张海涛和同事每天至少爬上爬下十几
趟。该公司热力巡检队伍共11人，仅张海
涛所在班组就担负着滨河中路至西马庄
这 70多公里的供热管网、252个热力井的
日常巡检和维护任务。

寒冬中，这些“暖男”巡检队员成
为“最美逆行者”，默默守护着城市的
温暖。

西营前街东路一处阀井直冒白烟西营前街东路一处阀井直冒白烟，，巡检队已经抵达现场巡检队已经抵达现场。。

队员打开井盖测量井口温度队员打开井盖测量井口温度。。

来到滨河中路一处热力井来到滨河中路一处热力井，，队员准备下井巡查队员准备下井巡查。。

两名队员用手电照明两名队员用手电照明，，检查热力管道有无漏水检查热力管道有无漏水。。

队员沿着梯子下到漆黑的热力井内队员沿着梯子下到漆黑的热力井内。。

热力井内热力井内，，队员们细心检查阀门队员们细心检查阀门。。

被井下高温烤得满头是汗被井下高温烤得满头是汗。。队员们在新华北街开展夜间巡检作业队员们在新华北街开展夜间巡检作业。。

一弯镜河环抱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弯镜河环抱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资料图资料图）） 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北京将成全国首座医保电子凭证就医结算覆盖全部参保
人员、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和全部费用类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