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责编 杨莉 设计 仲晓丹 校对 彭师德 刘一 8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邮快合作”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

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

70条公交线划归市公交集团管理

客运服务一体化发展

今年 6月 1日起，北京公交集团正式承接
通州区域全部 70条公交线路，并由城市副中
心客运有限公司负责通州区全域 906 平方公
里区域公交线路运营，标志着通州区地面公共
交通纳入市公交系统统一运营管理。

线路承接后，70条区域公交将陆续提升运
营效率，其中45条线路采取延长运营时间、缩
短高峰间隔等措施。同时，调集 565部新能源
公交车投入通州运营。通州居民会发现，路面
上的公交车更新了。

除了车型、能源升级，通州公交在行车
安全防控体系和科技支持体系方面进行大
幅提升。目前，通州公交全部搭载并推广应

用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和异常行为判别系统，
为全部驾驶员配备情绪感知手环，实现驾驶
员和车辆智能化追踪和溯源管理。用科技
赋能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保障乘客、驾驶员
人身安全。

为了打造科技公交新形象，目前已完成地
铁高楼金站双向候车亭示范站和朗清园周边
共 14根电子站牌和 2处候车亭建设。下一步
将加快公交站务设施的升级改造，充分利用电
子站牌、智能手机应用等载体，为通州区市民
乘客提供实时准确的发车时间、到站时间、拥
挤度、车辆位置等实时数据信息，不断提升科
技出行服务水平。

行政村“窄路加宽”铺出乡村振兴“快车道”

“道路拓宽了，终于可以放心地开车了，
这个工程真好。”潞城镇贾后疃村的杨军深有
感触地说，这条入村路以前特别窄，来回车也
很多，没办法错车，有时候还会出现两个司机
互相赌气不让路，谁也走不成的现象，这个问
题困扰了村民好多年。

潞城镇贾武路南起武兴路，北至前兴路，
是贾后疃村、东前营村、武疃村出行的重要通
道。由于道路宽只有5米，常年的雨水冲刷加
上车轮碾压，路面出现开裂、坑洼等现象，加
之路面狭窄，拥堵频发，严重影响了行车安全
和群众出行。在经过现场勘查后，通州公路
分局组织施工方对这条道路实施大修拓宽，
经过几个月的施工，破损的道路焕然一新，原
来的“羊肠小路”变成双车道，行车舒适性有
了大幅度提高，消除了安全隐患。工程的实
施不仅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也为农民群众建起了一条条“便民路”“致富
路”，为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增添了力量。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去年以来，通州区

启动实施行政村“窄路加宽”，把乡村公路提
档升级与“四好农村路”“美丽乡村”建设紧密
结合，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示范县”创建工
作相结合，铺出一条条乡村振兴“快车道”。

村道窄路加宽一直是群众所盼。通州
区仍有部分行政村没有双向公路。为方便
百姓出行，进一步完善镇村路网，提升乡村
公路覆盖范围、通达深度和服务水平，2021
年通州公路分局在全区范围内有序实施建
制村公路窄路加宽工程 18 项，合计 23 公
里。同时，同步开展窄路加宽储备研究工
作，编制全区道路加宽整体方案，共储备窄
路加宽工程 22 项，合计 32 公里，2022 年将实
施不少于 17公里。

除了“窄路加宽”，全区 1100条乡村公路
还有了“路长”，并配备专职管理员和巡视员，
实行定人、定责，落实长效管理，彻底解决了
困扰乡村公路的“谁来管、管哪里、如何管”的
问题，实现农路管养能力、资金投入、路产路
权维护、路域生态环境等“六个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

“以前取个快递需要跑到 10多公里之外，
现在家门口就能取了，真是方便多了！”日前，
台湖镇次渠家园二区小区居民刘敏在自己村
的邮政自提驿站取到网购快递后感慨地说。

自提驿站门口前来取快递的村民络绎不
绝。村民报上姓名和手机尾号，几秒钟的时间
便可以拿到快递。驿站屋内，邮政快递工作人
员忙得不亦乐乎，找件、扫码，娴熟地交付着一
单单的快递。

在快递驿站屋内，各种包装式样的快递件
有序排放在货架上，圆通、中通、韵达、顺丰、京
东等各大公司的快递件均可在这里寄收，一天
的快递分发量在400件左右。

现场取快递的村民表示，以前快递公司在
整个镇域范围内就那么几个取件点，彼此距离
相隔较远，村民取快递极不方便，有的甚至要
跑到十多公里之外。现在好了，村里设立了自
提驿站，寄件取件真的是方便多了。

乡村一直是快递服务的薄弱环节，为了让
乡村居民享受同等便捷的快递服务，今年以

来，区交通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与
中国邮政北京市通州分公司合作，在台湖等乡
镇增加18个自提驿站，提升末端投递效率。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各镇各村庄
在村内选择有服务能力的门店等合适位置设立
自提驿站，快递公司将快递包裹等送至自提点
后，由自提点暂存，村民自行到自提点取快递。
为提高自提驿站服务能力，自提点的工作人员
均进行业务培训，从软件下载、注册加盟到软件
使用，细心做好指导工作，让负责人熟悉工作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截至目前，各镇各村已实现
顺丰、京东、韵达等快递公司的“快递进村”。

小包裹，大民生。“快递进村”不仅给当地
村民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对乡村经济起到
了良好的拉动作用，一个小小的自提驿站给老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除建自提驿站，通州区优化副中心交通便
民查询系统，嵌入“货拉拉”“邮政便民通”“邮
政速递物流”等货运模块，拓宽城乡寄递物流
投诉途径。

持续稳定的高质量服务是客运发展的关
键。近年来，通州区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导，客
运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目前，提升客运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 3
项任务均在有序进行中。其中，新开或优化
调整 8 条以上公交线路已实施 7 条（87.5%）；
区交通局会同水务局、国资委等部门已编制

完成《大运河京冀通航牛牧屯临时码头设计
方案》并推进前期工作（约 60%）；通州交通
支队会同区公路分局、城管委、商务区管委
会等部门在漷马路、张采路、张凤路等重大
事故多发路段安装限速、警示标志 95 面，张
采路太玉园小区门口安装中央隔离护栏
910 米（约 60%）。

客运服务一体化3项

其余13项创建任务有序推进

打造高品质出行环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副中心——

目前，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水平 6项
创建任务正在有序推进。其中包括：加快推进东六
环入地改造，截至目前，总体工程累计完成 44%，现
已基本完成集体土地拆迁，并已启动国有土地拆迁
工作；正在办理10KV输电高压改移方案批复手续；
树木伐移施工完成90%，桥梁工程累计完成40%，盾
构累计掘进完成50%。

同时，优化城市副中心内外部交通联系，构建
“四网融合”的交通枢纽，统筹推进建设副中心站、
环球影城北、东夏园、通马路4个交通枢纽，2个场站
分别完成进度目标的70%和55%；厂通路建设（石小
路、通宝路前期），孔兴路、九德路改建（漷马路、漷
台路、通清路前期，开工建设通武线）完成总体工程
量的 65%；推进通惠北路北延（后场西路、玉桥西路
等 15条）完成目标的 30%；乡村公路大修工程已完
成90%以上。

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4项
按照区级工作方案，提升货运物流服务水平共

涉及完善物流功能布局、建设邮政网络、建立智慧化
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等5项重点任务，将于今年9月底
前全部建设完成，全面提升我区货运物流服务一体
化发展水平，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货运物流运输
服务带来的便利和快捷。

目前，提升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4项任
务正在有序推进中。其中：区邮政部门增设8辆邮政
揽投车辆工作方案已上报北京市邮政公司，待审批后
进行更新实施（约60%）；邮政、商务局等部门组织召
开“西集樱桃项目启动会”，推动邮农合作物流服务落
地（约60%）；邮政部门就开展仓储物流业务规划用地
需求已对接宋庄、台湖、马驹桥、永乐店镇（约40%）；
交通局会同经信局已完成通州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信息管理系统主体功能建设（约80%）。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交通发
展建设规划》中指出，加快建设轨道网络体系。在原
有规划轨道交通线路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副中心”需
求的轨道交通网络。加快城市轨道网建设，逐步打造

“一环六横四纵”轨道交通格局，推进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支撑副中心快速发展。强化副中心与中
心城区及东部、南部城市组团交通联系，强化城市副
中心交通枢纽功能。建设完成M6线南延，M101线
达到通车条件，推动M102线前期工作，储备M103、
M104线，实现1号线和八通线的无缝换乘。

《规划》中指出，优化轨道交通站点接驳组织设
计，通过开行微循环公交、建设P+R停车设施、优化
自行车调度与停放管理、加强与接驳交通方式间运
行时刻表衔接等措施，提高轨道交通接驳换乘效
率。完善车站和出入口配置，有序实施既有车站改
造提升，强化站点与周边设施便捷联通。完善轨道

交通运营组织，综合运用大站快车、多交路运营、缩
减站停时间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全网运行速度。加
强轨道交通与其他方式之间的运行时刻表衔接，方
便乘客换乘。完善轨道交通服务，研究推进票种多
样化工作，优化交通引导标志标识设置，强化无障
碍和急救设施及服务保障。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6项

加快建设轨道网络体系

“十四五”时期

提高轨道交通运行效率

提升运输保障能力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位于城市副中心“一
带一轴”交汇处，实施范围约 59 公顷，建成后将是
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站体分为三层，
地下一层是城际铁路和地铁进站厅以及城市公
共空间和商业配套设施。地下二层是城际车站
候车厅和出站大厅，以及轨道交通 22 号线（平谷
线）、M101 线、6 号线的换乘空间，并设置了社会
车辆与出租车上客区。地下三层是城际车站站
台与轨道层。同时，将利用夹层空间，设置东西
两处公交场站。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高速铁路、城际铁

路、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四网交汇点。依托京唐
（滨）城际铁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可实现 1小时直
达雄安新区、天津、唐山等地，35分钟直达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加快公交场站建设。研究北关、北苑公交枢纽
规划调整方案。结合公交场站一体化开发，推进规
划场站用地移交；提升汽车客运站与城市公交站点
的换乘接驳便捷性，提升客货运输场站一体化水
平。建成副中心站、环球影城北、东夏园、通马路 4
个交通枢纽和东小营、文旅区 2个中心站等一批公
交首末站。

全力创建国家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区

2022 年 3 月，通州区启动国家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区、市）创建工作。
今年年底前，完成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客运
服务、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三大方面，
涉及道路建设、客货邮体系完善等诸多方
面共 25项重点任务，并明确各单位完成时
限。截至目前，创建工作已开展三个月，其
中 12 项任务已顺利完成，包括：建设公交
候车亭 48座（计划 9月前完成 30座城乡公
交候车亭标准化改造），区属 70 条郊区客
运线路实现实时到站查询功能，副中心公
交正式纳入市公交系统统一运营管理，在
副中心交通便民查询系统中嵌入“货拉拉”

“邮政便民通”和“邮政速递物流”等货运模
块；京哈高速加宽改造具备通车条件，文旅
区内部道路曹园东路、曹园南街西等建设
完成，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92%；23公里窄
路加宽工程；42公里美丽乡村路创建，公路
优良中等路率达到90%；制定并落实“路长
制”工作方案；9个乡镇启用“农村公路管理
巡检系统”；在事故多发点段设置 104个农
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等任务。

交通运输部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的通知要求，相关
省、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指导创建县
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细化创建目标，明晰
任务分工，落实项目载体，制定推进计划，
强化保障措施；要加大工作力度，督促创建
县落实主体责任，积极探索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发展新经验新模式；要加强政策支
持，在年度投资计划中优先安排创建县符
合规划的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要强化动态跟踪，及时协调解决创
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创建工作取得
实效。

通州区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北京市根
据全市10个郊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评估
成绩推荐出来的，代表北京市参与创建，是
今年全区的一件大事，也是《通州区2022年
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43项重点任务之
一。通过该行动计划，进一步落实副中心控
规、通州区“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
划，给群众出行创造高品质的交通环境。

为促进全区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更加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城乡居
民一体化交通出行环境，今年3月17日，经
第8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通州区
创建国家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区、
市）工作方案》印发实施，区交通局按照

“高”（高质量、高标准）“实”（任务实、措施
实）“成”（任务完成、创建成功）三字方针，
统筹 25 项创建任务，建立一个领导机构、
一套工作方案、一份任务台账、一个监督机
制“四个一”日常工作框架。

（通州区交通局发布）（郭丽君 于冬博 李云扬/文 常鸣 唐建 代金光/摄）（仲晓丹/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