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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你就敞开了说，甭管发言时
间的限制。”前些天，在城市副中心举办的“我
看副中心变化”新闻发布会上，摄影爱好者郭
建华最后一个出场，脱稿讲了足足 17分钟，把
自己心中对摄影、对城市副中心和对家乡的热
爱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这下过瘾了。”发布
会下来，郭建华满意地笑了。

老郭今年 65岁，是名土生土长的通州人，
因为几位朋友是“摄影发烧友”，自己也跟着玩
起了摄影。从人民教师岗位上退休后，更是全
身心投入拍摄。老郭说，“搞摄影的人太多了，
我要和他们不一样，既然我的家乡是通州，那
我就尽可能把家乡拍好。”

老郭说到做到，20年间，他背着相机跑遍
了通州的大街小巷。“几乎能去的地方都走遍
了，不好去的地方我也尽可能尝试。”郭建华
告诉记者，有一次，为了拍大运河北段源头五
河交汇全景，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到正在建设
的新光大中心楼顶拍摄，一口气爬了 41层楼，
直到回家脚底疼得磨出了泡，才瘫坐在沙发感
觉到累。

但是郭建华认为，只要拍出了好照片，一
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在他卧室的桌子上，摆有
一幅精心装裱的摄影图片《气贯长虹》。相片
中，立交桥上飞驰的汽车划出炫美的灯带，在
城市副中心的夜幕下显得流光溢彩。

2016年12月的一天，郭建华骑单车到城市
副中心的工地拍夜景，但是拍回来后觉得夜幕
下天空的深蓝色不好看，于是决定第二天赶上
好天气再去拍。可是，当第二天晚上老郭再去
同一地点时，怎么也找不到一样的画面，突然
他发现，仅仅过了一天，眼前的建筑就升高了
一层。“变化太快了，城市副中心真是一天一个
样。”郭建华感慨。

这张略显遗憾的照片也被老郭保留了下
来，由于整个画面星光灿烂，有酷似航母的宽
阔飞行甲板，也有高高的指挥塔，还有多层的

“船舱”，如同一座夜行的航空母舰，于是老郭
把照片命名为《副中心航母》，预示着城市副中
心像航空母舰般起航远行。

拍摄城市副中心建设期间，郭建华特别爱
拍工地上的普通劳动者，像《最美建设者》《最
美担当》等都是这类题材。“我就是劳动人民，
劳动最光荣，工人师傅是这里最美的人。”老郭
说。私下里，郭建华还会把照片打印出来，寄
给这些来自东北、河南的工人师傅，他们的微
信至今也存在老郭的手机里。

平时，郭建华爱拍通州的桥、通州的公园，
发表有通州夜景、通州记忆系列，光影之间，尽
是对家乡的眷恋。“我爱我的家乡，最近几年，我
的家乡正变得越来越绿、越来越美。作为一名
摄影爱好者，我将继续通过摄影艺术的形式，用
镜头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巨变，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笔珍贵的回忆。”郭建华说。

“城市副中心一天一个样！”
本报记者 孙云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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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果园环岛东南方向，一座由锅炉房改造
而成的红色建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能让城市副
中心管理更加精细化的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平台

“城市大脑”，就藏身这里。
好比科幻大片里经常出现的“万能视角”指挥平

台，“城市大脑”实际上就是城市运行各类数据的集
散中心。只要轻轻点击控制台上的按钮，就能将散
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数据连接起来，并全部显示在
一张3D虚拟画面中。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规划，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是
简单地造一个新城，而是要建设一座智慧城市，“城
市大脑”项目因此应运而生。目前，该平台已融合了
信号、违法、供热、停车、照明、电力、环卫等60种类型
的数据，接入4778台监控设备、520台系统信号机、287
辆环卫车辆、6770基路灯、377台路灯箱变、730处公共
自行车站点、62处公共停车场、42块停车诱导屏等物
联设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城市的运行实
况、城市部件分布情况等数据，几乎信手拈来。

海量数据如何转化成治理城市的效能？且看
“城市大脑”中的智慧交通系统。

这两年，不少家住通州的市民发现，家门口的路
畅通了，很多路段的拥堵情况消失了。这背后，正是

“智慧交通”系统在起作用。2018年，通州区启动了
信号灯升级改造项目，同步建设智能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目前，全区 906平方公里内除在建道路外，所
有路口信号灯已全部实现联网控制，城市副中心15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信号灯全部实现了智能化控制。
根据第三方专业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提供的测评
报告显示，（下转2版）

将海量数据转化为治理效能 让路灯、信号灯等设施“聪明”起来

城市副中心“城市大脑”精准破解大城市病
本报记者 陈强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2020年，城市副
中心各类环境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空
气质量改善取得历史性突破，大气环境中
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改善首次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改善率全市排名第一，圆满完
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和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数据显示，2020年通州区空气质量累
计达标天数为261天，占比71.3%，同比增加
35天；发生空气重污染11天，占比3.0%，同
比减少 2天。2020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37微克/立方米，较全市平均水平 38微克/
立方米低 2.6%，同比改善 19.6%，改善率全
市排名第一，这也是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改善
率首次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下转2版）

城市副中心空气改善率全市第一
PM2.5年均浓度37微克/立方米，首次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城市大脑城市大脑””汇集了城市运行的各类数据汇集了城市运行的各类数据。。记者记者 白继开白继开//摄摄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昨天上午，
首都文明委全会暨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会召开，学习贯彻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精神，研究推进本市新一轮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市委书记、首都文明委主任蔡奇强
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变压力为
动力，重整行装再出发，推动形成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
为规范，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树牢首善文明
这面旗帜。市委副书记、市长、首都文明委
第一副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

蔡奇结合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区）创
建测评结果，深入分析本市存在的问题差
距，剖析原因症结，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对“十四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
了具体部署。文明城市（区）创建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基础阵地，是全国城市综合评比中
含金量最高的荣誉称号。北京作为首都，应
当在这方面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各区要结合测评结果形成“体检报告”，聚焦
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行为、交通
秩序、氛围营造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会
诊分析找“病因”，立行立改，持之以恒，一件
一件抓整改，争取在新一轮文明城区创建中
取得优异成绩。

蔡奇强调，文明城区创建难就难在“认
真”二字，难就难在细和实上，必须从点滴小
事抓起，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有
成效。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统筹开展各类宣
传教育活动。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建好用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围绕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
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挥“北京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完
善未成年人教育网络，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组织开展
好“我们的节日”等传统文化活动。

二要持续推进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
治提升。重点在精细化上狠下功夫，丰富、
拓展“十无五好”内容，巩固“开墙打洞”、凌
乱架空线、违法群租房等整治成效，推进城
市基础设施改造和管理。针对违章停车、占
道经营、乱贴小广告等突出问题，因时因地
精准施策。发挥街巷长、小巷管家作用，动
员市民群众共同参与，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向街区更新延伸拓展，提升人居环境
和城市品质。

三要深化公共文明行为引导。结合落
实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拓展礼仪、环境、秩
序、服务、观赏、网络六大领域公共文明引导
行动，增强市民群众公共意识、规则意识。
抓好“光盘行动”“空调调高一度”、文明祭
扫、控制吸烟等活动，鼓励群众养成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拓展“礼让斑马
线”专项行动成果，解决行人闯红灯、非机动

车逆行等痼疾顽症。推进诚信建设专项行
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互联网信息服务失
信等专项治理，建设诚信社会。

四要营造良好社区环境。坚持党建引
领，完善社区治理体系，重点抓好垃圾分类
和物业管理这两个“关键小事”。垃圾分类
要落实管理责任人制度，推动成为社会新时
尚。物业管理要实施好三年行动计划，健全
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委会（物管会）、物
业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机制，破解老旧小
区、失管弃管小区物管难题。加大对不文明
养犬、乱堆乱放、僵尸车、私装地锁等问题的
治理力度。做好便民服务、志愿服务、专业
社会服务工作，解决好群众房前屋后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五要深入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持续抓好环境卫生整
治，用好“周末卫生日”“三清一改”等机制，
集中攻克筒子楼、工地、城乡结合部等环境
整治难题。各类市场、商超、餐饮食堂、宾馆
饭店、机场车站、影剧院等重点场所，要及时
通风消毒，消除卫生死角。推进农贸市场转
型升级，实现批零分离、干湿分离、生熟分
离。巩固除“四害”成果。夯实基层公共卫
生基础，抓好垃圾、污水、饮用水等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从源头上消除影响群
众健康的隐患。

六要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接续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
治”工程。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重点抓

好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健全卫
生保洁、设施养护等长效管理机制。大力开
展送文化、科技、医疗下乡等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农村社会文明
程度。

蔡奇强调，要加强对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的组织领导。全市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
主体责任。首都文明委加强总体谋划和工
作指导，各成员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将创建
工作融入工作部署。首都文明办加强专业
指导，扎实开展每年市级测评，结果列入年
度工作考评。各区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
抓，按照“立足首善、示范全国”的更高要求，
提高创建标准和质量，做到整体推进、整体
提升。强化市级统筹指导，建立考评、点评
和通报机制。发挥媒体作用，用好市民服务
热线，监督、曝光不文明行为，提高群众创建
满意度。力戒形式主义，确保创建成果经得
起检验。抓好队伍建设，推动干部向一线下
沉，加大对基层干部的正面激励，培养适应
新时代创建工作要求的专业能力和专业
精神。

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文明城区创建的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延庆区、西
城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代表发言，交流文
明城区创建经验。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
志作指导发言。

首都文明委副主任陈佳资、肖安水、杜
飞进、崔述强、张家明、侯君舒、靳伟、杨艺文
出席。

蔡奇在首都文明委全会暨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会上强调

重整行装再出发 树牢首善文明这面旗帜
陈吉宁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昨天下午，北京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第九十七次会议暨首都
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
调机制第五十次会议召开，
研究调度疫情处置工作。
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
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
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
延昆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多
地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
例，个别地区突发聚集性疫
情，我市疫情输入风险陡
增。要密切关注疫情走势，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从严
从实抓好疫情处置的同时，
发挥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
制作用，筑牢外防输入的防
疫屏障，确保首都安全。

会议强调，要加强京冀
防控工作协同，从快从严做
好中高风险地区管控。严
格入京人员、货物高等级防
控。继续动态关注中高风
险地区变化，上述地区人员
非必要不进京。对已入京
的迅速落位核查，落实核酸
检测和“14+7”措施，全过
程闭环管理。强化京冀进
京通道管控，省际客运班
线、铁路要严格落实防疫要
求，严控高风险人员进京。
加强进京检查站查控。协
同做好环京地区的防疫管
理，有针对性地加强通勤人
员风险排查和健康筛查。
加强进京货物运输防疫，
严格进京货运车辆、人员
和承运货物信息查验，落
实货物、场地、车辆、设备
清洁消杀等防疫措施，确
保市场供应。加强中高风
险 地 区 来 京 就 诊 人 员 筛
查，落实防疫措施。做好
社会宣传引导，提示广大
市民群众近期非必要不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

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
封闭管理区域核酸筛查和
健康监测，加强生活服务保
障。强化集中医学观察点
防疫管理。加强患者救治
工作。安全有序推进重点
人群疫苗接种。农村地区
是防疫的薄弱环节，要研
究制定具体防控方案，对
农村婚宴、大集等活动严
加 管 理 ，防 范 聚 集 性 风
险。要加大对防控措施不
落 实 单 位 的 曝 光 通 报 力
度，确保社会面防控不松劲。寒假在即，全市各类学校要
妥善安排学期末各项工作，统筹抓好假期校园防控和留
校师生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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