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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昨天上
午，本市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
作推进会。市委书记蔡奇强调，“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
容，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
实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提出的“让人民生活
幸福是‘国之大者’”要求，始终把老百姓的事
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切实解决市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走向深入，让市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市委副书记张延昆出席。

蔡奇指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就是践行初心使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
效。全面落实中央部署的重点任务，结合北

京实际，找准发力点，一一抓好落实。围绕
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办实事，积
极改善郊区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围绕保
障基本民生需求办实事，聚焦“七有”“五性”
下大力气补短板；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便民
利民办实事，让群众少跑腿；围绕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实事，不断提
高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成效和水平。

蔡奇强调，“接诉即办”是我们服务群众
的重要载体，要用好这个主抓手，解决好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坚持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有一办一，树牢到基层一线
解决问题的鲜明导向。深化主动治理、未诉
先办，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补短板、强
弱项，集中破解共性难题。各级各部门要争

先恐后、力争上游，不断提高为民办实事能
力和水平。聚焦“每月一题”，分类施策、标
本兼治，破解房产证难办、预付费行业监管、
房屋维修、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高频问题，
集中取得阶段性成效。

蔡奇强调，实事办得好不好，群众说了
算。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带头用
脚步丈量一线，瞄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研究建立重点民生项目和实事清单，集中力
量挂账解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
紧依靠群众，让为群众办实事在阳光下运
行。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长效机
制，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蔡奇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
任，各级“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
抓。广泛宣传发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挖掘基层经验
做法和感人故事，营造为民办实事的浓厚氛
围。把实践活动同抓好“一个开局”“两件大
事”“三项任务”结合起来，同推动本地区本
单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会议传达了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
部署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推进“接诉即办”解决重点民
生诉求的工作方案》。

市领导魏小东、莫高义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市有关单位、各区及乡镇街道、市管企
业、市属高校主要负责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形
式参加。

蔡奇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用心用情解决市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张延昆出席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日前，世界顶
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普华永道，入驻城市副中心运河
商务区。

近日，普华永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在城市副中心注册成立。由普华永道五
位资深合伙人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是普华永道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内资性
质的法人实体，主要业务是在企业股权交

易、投资并购等交易流程中，提供运营和
战略的专业建议，涉及并购策略等相关服
务，提供财务尽职调查、财务顾问、税务咨
询等服务。客户有望涵盖跨国公司、大型
基金、各类国企及上市公司等。

普华永道，即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位列全球私有
企业第三名。普华永道也是国际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之一，与其并列的其他三大所

分别是毕马威、德勤和安永。
围绕“双循环”发展格局和“两区”建

设新机遇，“十四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
以数字经济为方向，以绿色经济为特征，
加快构建与主导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
产业体系。加快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对标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高标准、高
质量、高水平打造营商环境城市副中心
样板。

“普华永道主要业务与城市副中心以
及运河商务区的发展不谋而合。”运河商
务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运河商
务区已集聚了一批包括三峡集团、路孚
特、上田八木在内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总部和外资机构，未来定位将是比肩伦
敦金丝雀码头、东京新宿、香港中环的

“全球领先的城市商务新枢纽”、“国际金
融港”。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我们今年在
通州区新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支行，预计 5
月开业，下一步还将升格为上海银行北京
城市副中心分行。”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招商推介会上，上海银行总
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胡佶现场披露。

据了解，此次北京城市副中心招商推
介团访沪，是继 2020年 10月通州区人民政
府举办“招商推介暨长三角企业家闭门座
谈会”后、副中心招商团队在不到 1年之内
在上海举办的第二次推介活动。第一次
推介活动后，已经对接 300余家企业、数十
家企业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实地考察，其中
一批企业项目正在陆续落地。上海银行
与通州区政府于 2020 年底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已在自贸区业务、数字化转型、推
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合作，其
中不乏全流程线上化的国际结算系统、为
科创企业定制“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
务”等业务亮点。

“今天邀请各位企业来，是想给大家
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发展情况。”
会议主持人、通州区“两区”办专职副主
任车欣薇在开场白中说道，“同时也想倾
听各位企业代表对我们的意见建议。”与
2020 年的座谈会相比，这次推介会的规
模更大、招商团队组成更多元、参会的上
海企业类型更多，涵盖了金融、科技创
新、设计、文化、旅游、服务业等众多领域，
总规模近百家。

“‘十四五’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还
将以每年千亿规模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
设，预计投资约 8000亿元。”通州区运河商
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逢在发言中透露，

“将持续为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提供应
用空间和发展平台”。现场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通州运河商务区各类注册机构已

经超过 11486 家、注册资本总额约 2597
亿元。

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功
能的主要载体，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重
点聚焦张家湾设计小镇、国家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等功能示范

区，“高精尖”功能性主导产业已经初具雏
形。“我们大力发展以 5G研发、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城市科技产业，以规划
设计、工程设计、工业设计、创意设计等为
代表的创新设计产业，以网络空间安全、
工业互联网安全、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网络

安全产业，以及以生物工程、新医药、大健
康等为代表的医药健康产业。”中关村通
州园常务副主任、设计小镇专班组长余龙
介绍，“良好的城市环境、产业环境、政务
环境，期待八方有识之士的到来和加入。”
（下转2版）

北京城市副中心招商推介团访沪 近百家企业参与交流

上海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支行5月开业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入驻运河商务区

城市副中心成投资热土城市副中心成投资热土，，运河商务区目前各类注册机构已超过运河商务区目前各类注册机构已超过1148611486家家。。 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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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一新的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将于下月开业装修一新的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将于下月开业。。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详见2版

2800余居民有了新运动场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北京城市副中心现阶段正以六大商业
综合体以及街区式商业为依托，打造具有
国际化特征的综合性商业中心区。昨天，
记者从北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获悉，北京北
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即将于 6月开业，届时，
城市副中心将再添一个大型购物公园。

曾经的银地大厦是一代通州人的记
忆，如今升级改造后的京杭广场将变身北
京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据了解，为推动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发展，2019 年北投
集团发起设立了总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得到央企、市属
企业和外资企业等资本的积极参与，既解
决了副中心建设资金缺口，又使社会资本
共享副中心发展带来的红利。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牵头，联合
爱琴海集团和绿城中国，成功收购通州京
杭广场商业资产，通过项目升级改造打造
北京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助推城市副中
心商业创新提质。北京北投京杭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久红介绍，北
京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商业面积为 8.3万
平方米，地下 2 层地上 6层，配备近 1000个
停车位，其商业定位是——“北京东部新生
活探索中心”。

“在空间规划上，北京北投爱琴海平
衡商业面积与体验区域，通过动线、结构
的改善，营造更加优质的商业空间，带给消费者舒适的购物
体验。”朱久红介绍，北京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在京杭广场
原有建筑空间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优化。

在北京北投爱琴海，你会看到除了精致的建筑设计之外，
设计团队正在从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场景入手，通过空间的
设计组合，慢慢去营造出统一的年轻化氛围。（下转2版）

京杭广场“迎娶”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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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态城市承载要素之一是绿
色建筑。据通州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建建筑均
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其中大型公共
建筑执行二星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绿
色建筑与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建筑、
健康建筑有机融合，已成为城市副中心
的“标配”。

位于宋庄镇的尚城家园共有产权房
项目是城市副中心住宅项目中首个超低
能耗建筑。该项目由首开集团和北投集
团联合开发建设，规划为超低能耗建筑
的 4 栋楼从外观上看和其他楼并无二
致，却有着神奇的功能，夏天不用空调，
冬天不用供暖，室内环境依旧舒适怡人。

类似科幻小说里的愿景究竟是怎
么实现的？项目相关负责人解开了谜
团。超低能耗建筑又叫被动式建筑，理
念来自德国，是指可以用非常小的能
耗，通过建筑工艺将室内调节到合适的
温度。该项目在设计建造中，采用先进
的冷热桥处理工艺，屋顶女儿墙及外墙
利用连续保温层，保证超低能耗范围内
的气密性和良好保温性，使用高效的被
动式外窗及高效热回收的新风一体机，
回收室内热量，减少热量流失，同时辅
助制冷及供热。整个房屋相当于被厚
厚的棉被包裹着，冷热空气都被隔绝在

外。“避免了与室外环境的热交换，所以
不用空调就能实现冬暖夏凉。”据项目
负责人介绍，经模拟计算，相比北京市
75建筑节能标准，本项目超低能耗组团
的 4栋建筑，每年可节约的一次能源相
当于约188吨标煤。

有人会提出疑问，密闭空间内，通风
问题怎么解决呢？该负责人表示，不用
担心，这其实是一栋“会呼吸的房子”。
房屋内均安装有新风系统，这相当于给
房子配上了“呼吸阀”。新风系统不单单
能进行空气交换，而且具备高效热回收
功能。冬天，新风设备会最大限度地将
热量交换给新鲜的空气，然后将温度适
宜的新鲜空气送进房间。这样，屋内在
引入新鲜空气的同时还能保持舒适的温
度。此外，这套系统还能有效过滤
PM2.5，遇到雾霾、沙尘等天气也不怕。

在项目建设中，还摒弃了过去手工
砌筑和现场浇筑作业的方式，采用了装
配式施工工艺。这也是目前城市副中
心新建建筑中广泛采用的新工艺。楼
体的主要构件在工厂规模化加工，运到
施工现场后，像积木拼搭一样组合在一
起即可，不仅减少了现场的人力物力，
还大大避免了扬尘污染。

据介绍，这 4栋超低能耗建筑已经
获得了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认证，完工

后，还将申请国际的超低能耗认证。
不仅仅是新建建筑，对于存量建筑

的更新改造，绿色低碳的理念也贯彻始
终。据通州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州区老旧小区项目综合整治中，节能
改造是基础类必改内容。通过对没有
外围护的楼体进行墙体外保温施工作
业，最大程度减少老旧小区的能耗损
失，起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在供暖季节
可提高室内温度2℃-3℃。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城
市副中心在全方位行动。

“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结构是
碳排放的主要路径，城市副中心碳减排
的主要挖潜空间在于能源结构的更新。
集中式的传统能源向分布式的绿色能源
转变是趋势。除此之外，市民自发的绿
色生活方式也对减少碳排放意义重大。”
北投生态环境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推动绿色理
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通州区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常规节能减排
外，城市副中心将创建绿色学校、绿色
商场、绿色家庭，促进绿色消费，积极引
导全民参与到碳中和行动中来。

不久的将来，一座枝繁叶茂、蓝绿
交织的千年之城将承载起绿色发展的
重托，崛起在大运河畔。

张家湾镇姚辛庄村，一幢幢看着并无
特别的村居，屋顶却大有“玄机”。银光闪
闪的太阳能板连绵成片，颇具规模。这些
村民自发建起的一个个微型光伏电站，不
仅实现了电力自给自足，增加了家庭收入，
还为清洁能源的普及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村民赵云亭家，200块 300瓦的单晶
高效太阳能组件被平铺安装在房顶位置，
院子里逆变器正将光伏发电板送来的直流
电“加工”成交流电，并实时监测数据。逆
变器显示，经过早上 4小时的“阳光普照”，
已成功发电140度。

别小看了这些屋顶上的家伙什儿，它们
可是一座微型光伏电站。“屋顶上安装的是
太阳能组件，在光照的条件下产生直流电，
经过一定的串并联汇总后接入到并网逆变
器，转换成交流电。光伏发电不产生任何的
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不会产生噪声污染。”光伏企业中核光伏
公司通州区负责人张韦豪介绍，光伏每发一
度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0.85千克。赵大爷
家共计装机容量 60 千瓦，每天可发电 300
度，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千克。

“目前我家发的电可以自发自用，不用
再付电费，剩下的还能卖给国家电网。照
目前发电量看，每年的收益在 5万元以上，
不到 8年可以收回成本。”赵大爷乐呵呵地
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赵家是个大家族，家里人口众多，房屋
面积大，是村里的用电大户。2016年，赵云
亭决定在自家屋顶上申请建设微型光伏发
电站。“我是从电视上看的，不是提倡新能
源吗，咱也响应国家号召。”申请报装、发改
委报批、光伏企业安装，一系列流程顺利地
走下来，屋顶上很快罩上了“聚宝盆”。光
伏发电装置安好后，赵大爷很满意，不仅经
济实惠、节能环保，还起到了屋顶隔热层的
效果，夏天家里凉爽多了。

在姚辛庄村，像赵云亭家这样安装了
屋顶光伏发电装置的村民有 20多户，而几
乎在通州区每一个乡镇，光伏发电都有覆
盖。“满足屋顶够大、日照条件好这两个基
本条件，就能申请个人光伏项目。通州区
的乡村地区每户都有独立屋顶，面积还不
小，有光伏发电的天然优势。”张韦豪说。

通州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些
年，通州区光伏发电并网数量呈现逐年递
增之势，2015 年光伏并网的户数仅 19 户，
2018年一年就增加了 1200户，截至目前全
区共有自然人 3249户、企业 67家实现光伏
并网。

在去年 9月底亮相的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光伏发电也实现了广泛应用。北投生
态环境公司工作人员张岩介绍，绿心园区
光伏铺设规模已达 388千瓦，通过采用“屋
顶光伏+储能交直流微网”技术，为建筑供
应绿色电力，预计年发电量约46万度。

城市绿心，这座规划面积 11.2 平方公
里的大公园，不仅是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
交汇处的“生态绿肺”，还是探索城市副中
心碳中和路径的示范组团。北投集团为其
配套开发了绿色低碳能源智慧管理平台，
每个配套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碳
排放量在平台上一目了然，实现能源系统
运行和能耗的实时监测及远程调控。

“绿心内所有配套建筑的能源供应有
40%来自地下。”张岩揭开了“绿色节能”的
秘密。所谓来自地下，是指城市绿心内广
泛应用的地源热泵设备，目前园内已建成5
套，在建 3套。有了这个装置，公园不用接
入市政热力管线，游客服务中心的采暖、制
冷，全靠地源热泵解决。

听起来如此神奇，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呢？张岩解释，首先，我们可以把地表浅层

看作一个巨大的太阳能集热器，可收集47%
的太阳能量。而地下深处的常温层，并不像
地上那样气温变化明显，基本上常年保持在
15摄氏度左右。利用大自然这个特性，以
岩土体、地层土壤、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
热源，通过少量电能来驱动设备，就可实现
热交换，冬夏两季给建筑供热和供冷。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东南区游客服务
中心，地源热泵设备内干净整洁，不到40平
方米的空间里，各类管道都被隔热层包裹
得严严实实，工业风十足。地源热泵由水
地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
系统组成的供热中央空调系统组成。地下
深埋区还有 30 个用来安放水管的垂直通
道，软化水从水管里走一趟，就与土壤实现
了热交换，“取热不取水”，带出地热后进入
热泵机组和空调循环泵，为室内供暖或制
冷，整体降低建筑能耗。“地源热泵消耗 1
千瓦时的能量，可以得到 4 千瓦时以上的
热量或冷量。”张岩介绍。截至目前，这套
设备已平稳地度过了一个采暖季和一个制
冷季。

张岩说，未来，城市绿心起步区三大建
筑也将采用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总供
能面积可达近49万平方米。在地源热泵和
光伏发电的双重作用下，绿心内配套建筑
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达41.2%，绿心公园
每年可节约标煤超过五千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1.3万吨，相当于约20平方公里森林
（1.7个绿心）每年的固碳量。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热资源丰富，城市副
中心行政办公区项目在建设时就大力开发利
用地热“两能”（浅层地热能和深层地热能），
率先创建全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目
前，行政办公区项目已建成全球范围内单批
次最大规模地热“两能”利用系统，规划供暖
（冷）面积236.5万平方米，系统总功率达140
兆瓦，相当于每年少消费14959.8吨标准煤，
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39194.6吨、二氧化硫
359吨、氮氧化物299.7吨、粉尘150吨。

据了解，城市副中心已建成多个地热
两能利用项目。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
址、碧水厂再生水源、城市副中心政务大厅
等项目也都将采用地源热泵供能，实现高
比例可再生能源、低碳排放的目标。

可再生能源

行政办公区建成全球单批次
最大规模地热“两能”利用系统

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不容小觑，出行交通就是很重要的一
环。如今，在城市副中心，绿色出行渐
成时尚。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一辆公共
汽车约占用 3辆小汽车的道路空间，而
高峰期的运载能力则是小汽车的数十
倍。大力倡导公共交通无疑可以大大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位于九棵树东路的土桥公交场站，
几乎听不到喧闹的噪音。上午，924路公
交车平稳驶入场站，司机李宝国熟练地停
车入位。这是一辆纯电动公交车，熄火
后，专门的工作人员上前为车充电。土桥
公交场站是全市最大的公交车充电站，共
建设了64个充电桩，有24个快充桩、40个
慢充桩，远远望去，蔚为壮观。这里共运
营40条公交线路294辆公交车，目前场站
内所有车辆均由柴油车改为纯电动车，实
现了公共交通“零排放”。

“电车安静、平稳，无级变速，没有
了之前换挡的顿挫感，无论是乘坐还是
驾驶，都更舒适。”李师傅说，过去常有
乘客因为闻不了柴油味儿或者颠簸而
晕车，自打换了电车，他就经常听到乘
客夸奖出行“更稳更舒服了”。

没换电车前，公交场站是啥样？“老
远就听见引擎声，咱俩离这么近说话估
计都听不清楚。”一位在场站工作了十
几年的老员工说，吵人的噪音没了，只
听得见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声。

除了环境好了，改用纯电动公交车

后，公交集团的支出也降低了。客五分公
司第三车队运营队长张鑫算了一笔经济
账，以924路为例，从起点到终点，一个来
回 92公里，以前柴油车的油钱得 200多
元，而纯电动车只需要40多块钱。“跑一
个来回，充一次电，大概需要40分钟能充
满。”李宝国说，924路由于运营距离长，充
电慢一些，像往返于土桥和潞城的T115，
跑三圈才充一次电，十多分钟就能充满。

据通州区交通局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通州全区已有纯电动公交车 1371
辆、清洁能源公交车1135辆投入使用。

优化能源结构，出行更加低碳。不
仅是公共交通实现了纯电动，出租车、
私家车的新能源使用比例也在逐渐上
升。据统计，2021年通州区累计淘汰20
辆巡游燃油出租车，更新和新增纯电动
车 54 辆。北京环球度假区共布置了 6
个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点，安装 901个
充电桩，成为亚洲目前规模最大的集中
式智慧有序充电站。

除了新能源交通工具出行，步行、
骑行等方式也在城市副中心渐成时
尚。从事建筑行业的通州市民夏琪严
工作地点离家约有 6公里，她选择每天
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骑车1小时，健身又
环保。“我已经有小半年没开过车了，也
很少打车。出远门就公交、地铁。半小
时内能到达的就骑车或者步行，现在城
市副中心到处是绿道，风景如画，赏心
悦目之余还能为环保出一份力。”

绿色出行 公共交通“零排放”

碳中和

绿色建筑 城市副中心的“标配”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室温调节建筑全部采用地源热泵。

本报记者 陈施君

绿色减排，中国
正按下加速键。

2020年9月，习近
平主席在第 75届联合
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郑重宣布，中国将
力争 2030年前碳排放
达到峰值，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

所谓碳达峰，是指
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
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步
降低。碳中和，则是人
类经济社会活动所必
需的碳排放，通过森林
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
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
利用或封存，使得排放
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净增量为零。

党中央作出的这
一重大战略决策，事
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 北 京 市 高 度 重
视，采取更加有力的
措施减排降碳。市委
书记蔡奇多次指出，
北 京 要 在 实 现 碳 达
峰、碳中和上争当“领
头羊”，城市副中心要
率先开展“近零碳”示
范项目和园区建设。

助力碳中和，城
市副中心在行动。

土桥公交
场站内共建设
64个充电桩。

地源热泵模型让市民了解工作及节能原理。

土桥公交场站告别燃油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