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学习《信访工作条例》，研究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等事
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市委常委会安排会前学法，邀请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
访局局长李文章围绕《信访工作条例》作专题讲解。

会议听取了我市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
安排汇报，指出，《信访工作条例》的制定出台，对理顺信访工作
体制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新时代信访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首善标准抓好《条例》实施，推动首都
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健全完善

“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信
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新时代信访工作格局，用好三
级联席会议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访下访、包案解决难
题。要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严格规范
工作程序，落实首接首办责任制，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把

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注重综合施策、多元化解，推动“事
心双解”。夯实信访工作基层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健全基层工作网络，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信访部门建设，不断提高各
级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抓好下半年信访工作，开展社会矛盾
纠纷排查，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指出，要坚
持稳字当头，强化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意志和本领，牢牢守住
意识形态阵地，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舆论环
境。聚焦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突出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线，精心
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唱响主旋律。强化阵地管理，积极防范化
解风险。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

会议研究了《北京市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行动计划

（2022—2026年）》，指出，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推进农业中
关村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引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北京样
板。强化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引进一批国家级农业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突破一批“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建设“种业之都”。依托农业院校、科研院
所，抓好平台和项目建设，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极创建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承载
能力。高水平举办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发挥“两区”政策优
势，加大产业发展、金融创新等先行先试力度，加快创新要素
集聚，营造良好农业创新生态。大力发展农业“高精尖”产业，
积极引进农业头部企业，打造现代畜禽种业、现代农作物种业
全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深化部市合作，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抓好行动计划落地
实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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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投入使用后，预计每天将有
近 50 万人次在此乘坐公交、地铁、火车和汽车。
建筑体量大、日均客流多，如何设计合理动线，非
常有讲究。

记者获悉，在规划布局上，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遵循两大原则：近大远小+平层换乘，
即优先就近布置换乘量大的交通方式，避免乘客
上上下下、“翻山越岭”。通过人性化的科学设
计，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目前共设置了 12 处下
沉广场、153 个地面人行出入口、25 个地下车辆出
入口，并为未来京哈铁路入地后的地下车站设置
连通口 4 个。另外，地下枢纽内铁路车站与周边
小汽车车场、公交车车场以及地下商业之间设置
的换乘连通口共 15个。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项目总体鲍宁介绍，出入口位置是综合道路交
通、客流分析以及建筑内的旅客流动等因素设计，
不仅要考虑方便旅客和运营，还要满足防洪排涝、
防止火灾蔓延等技术要求。

根据测算，项目通车后，地铁之间，85%的乘客
将在3分钟内实现换乘；地铁与城际之间，50%的乘
客可在 2分钟内实现换乘；有两条线路的换乘可控
制在1分钟之内，即京唐城际和城际铁路联络线，而
且这两条线与平谷线换乘距离也不远，与 6号线换
乘虽稍远，但也能控制在5分钟左右到达。同时，为
方便携带行李及行动不便的乘客，站内还将设置自
动步道和电动接驳车。

探访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本报记者 刘薇

施工现场，中铁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项目副经理瞿天
亮脚步匆匆。从 2020年 8月进场施工，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
六百多个日夜。瞿天亮介绍，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西
靠北运河河岸，东邻东六环，处于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空间
结构交汇处。按照规划，未来这里将成为高效通达的节点枢
纽，是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近期的始发终到站，也是城际铁路
联络线、京哈铁路（远期）及北京市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心市
郊列车的重要车站。

该站属于超深超大地下工程，施工技术复杂、工程风险
高，面对周边地铁、道路、重要管线密布的施工环境，工程采用
罕见的逆作法工艺。与常规施工不同，逆作法施工在桩基施
工完成后先进行顶板施工，再向下逐层开挖，如此一来能充分
利用现有场地，有效加快施工进度，提升整体安全性。

现场地面上，一个个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圆圈”非常明显。
瞿天亮告诉记者，每个圆圈下面都有一根近40米长、重达几十
吨的钢管柱插入地面。钢管柱是副中心站竖向支撑体系，整个
逆作法施工过程中，桩柱一体逆作钢管柱单件重量最高达91
吨，最大直径达1.6米，创国内站房建设之最。而像这样的巨型
钢柱，中铁建设完成了105根，未来，这些“钢筋铁骨”将撑起站
房的主体结构和框架。

长度近40米的钢管柱不仅体量创纪录，对其垂直度精度
要求之高也是前所未有。其设计要求正线钢柱垂直度偏差不
大于1‰，若超过标准将会影响未来铁路的运行安全。

为确保逆作钢管柱施工一次成功，中铁建设项目团队运
用了很多高科技监测设备，自主研发了“桩柱一体化施工垂直
度可视化监控系统”。其中，为每一根钢管柱安装垂直度传感
器，在内壁安装倾角仪，多种高精度仪器为技术人员提供坐
标、倾角、频率、振幅等数据信息，在钢管柱下插过程中实现实
时校核，使施工达到最佳精准度。

塔吊林立、机声隆隆，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的建设工地一片繁忙景象。01
标段站房核心区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项
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
通枢纽。今后从城市副中心到雄安新区只需 1
小时，到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分别只
需15分钟和35分钟。

这样一个超级工程，现场进展如何？有哪
些不为人知的超高难度设计和建造妙想？昨天
上午，记者来到01标段工地，一探究竟。

“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高质量”是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未来要实现的目标。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将 2条城际铁路的车
站、3座地铁车站、公交车站等集成一体，通过下沉广场与共享空间
设计，将地下空间地面化、室内空间室外化，打造自然、舒适、宜人的
地下阳光枢纽；地面规划“三轴三带”空间结构，构建“城在园中”的
魅力街区。

作为一座超级地下工程，项目采光如何解决？会不会很费电？
据了解，该枢纽地下空间与地面层的商圈呼应、连接，通过独特的建
筑设计，阳光可以从地面洒到地下二层的车站候车厅。具体来说，
枢纽内为地下设置约23处采光屋面，其中规模较大的7处设置在地
下铁路车站上方，极大改善了地下空间的自然采光，减少地下建筑
的人工照明费用，为车站营造开敞、通透又富有层次的中庭空间，同
时实现将阳光引入站台。这不仅让旅客感到温暖舒适，也为整个项
目减少能源消耗。

除了在设计上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项目施工过程中节能环保细
节也随处可见。

探访中，记者发现，脚下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路面由预制板铺装
而成，与一般道路明显不同。“这是装配式混凝土道路，在工厂提前
预制加工，拉到现场就可以直接铺装成道路，减少了现浇、凝固等多
个环节，且不易腐蚀、损坏，后期还可以随时拆除并重复使用。”瞿天
亮说，该项目绿色循环工艺还有不少，比如还有同样具备周转性能
的装配式钢板道路，实现就地循环、就地利用。

在工地进出口的车辆冲洗平台处，项目团队自主创新研发了多
功能一体化洗车机，几辆工程车正排队等候冲洗。新型洗车机为全
封闭设计，进出口设置电动卷帘门，在原机基础上增加“智能感应”

“摇摆水刀”“环绕风干”“频率震动”等功能，确保进出车辆一次清洗
达标率100%。同时内置电能加热泵，即便在冬季使用，也能快速风
干清洗后的车辆，保证车辆及行走路面不结冰，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达到环保目标。

施工中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泥浆脱水处理系统、多滑轨式半封
闭操作棚等绿色“黑科技”。

其中，钢筋加工区的滑轨式半封闭操作棚，使用工字钢将滑轨
固定在硬化地面上，棚子底部滑轮做成U型与工字钢轨道固定，即
便遇7级大风也不会发生侧翻。“有了滑轨，两名工人即可轻松推动
操作棚，且配备工业级焊烟收集器，焊烟收集净化率达到95%以上，
既有效降低焊烟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降低焊接闪光造成的光污染
和施工噪音污染。”瞿天亮说。

精度 下插105根“钢筋铁骨”
垂直度偏差小于 1‰

绿色地下设置20余处采光屋面
引 入 自 然 光 降 低 能 耗

换乘 超级枢纽站设置近200个出入口
85%乘客可在3分钟内实现地铁间换乘

昨天昨天，，0101标中铁建设承建区域的最后一根抗拔桩吊装完成标中铁建设承建区域的最后一根抗拔桩吊装完成。。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效果图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效果图

工人检查钢管柱栓钉焊接质量工人检查钢管柱栓钉焊接质量。。未来未来，，这些这些““钢筋铁骨钢筋铁骨””将撑起站房的主体结构和框架将撑起站房的主体结构和框架。。

工地配备工业级焊烟收集器工地配备工业级焊烟收集器，，焊烟收集净化率达到焊烟收集净化率达到9595%%以上以上。。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 通讯员 谭磊）
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河北张家
口市张北县至尚义县高速公路日前正式通
车。张尚高速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是张家口市坝上地区连接内
蒙古的一条重要交通枢纽，该项目起于张
北县城西侧，终于尚义县冀蒙界处，顺接内
蒙古准兴高速公路，全长72.262公里。

随着张尚高速通车，一条连接北京、河
北、内蒙古三地的新通道——京尚（北京—
尚义）高速雏形初现。京尚高速河北段由
延崇高速、崇礼至张北段高速、张尚高速三
段组成，顺接内蒙古准兴高速公路，与京礼
高速公路相连。目前，延崇与张尚两段高
速已实现通车，崇礼至张北段高速预计在

“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建成后将实现京
尚高速全线贯通。

作为北京西部与内蒙古西部地区联系
的重要高速通道，京尚高速对构建北京西
北方向运输大通道，完善河北省区域高速
路网结构，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促
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据了解，张尚高速是河北省海拔最高
的高速公路之一，于2020年4月开工建设，
分张北和尚义两段。张北段全长 28.46公
里，途经张北镇、馒头营乡、海流图乡、单晶
河乡 4个乡镇；尚义段全长 43.802公里，途
经满井镇、八道沟镇、七甲乡、南壕堑镇 4
个乡镇。该项目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路基宽度 26 米，总投资 57.76 亿
元。设枢纽互通 1处，为张北西互通，服务
型互通4处，分别为单晶河、满井、尚义东、尚义西，设特大桥1
座、大桥 8座、中桥 9座、涵洞 53道、服务区 1处、停车区 1处，
连接线2条，总长28.8公里。作为河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五
横两纵一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将结束尚
义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对进一步完善路网和联动区域经济具
有重要意义。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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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至尚义县高速公路日前正式通车。

本报讯（记者 刘薇）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 01 标段施工现场，长达 48 米的抗拔桩钢筋笼顺
利下放完成，标志着这座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01
标段站房核心区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位于潞城镇杨坨村，
是亚洲最大 TOD 项目，是“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支点。
枢纽整体为地下三层结构，总建筑规模约 128 万平方米。
其中，站房核心区面积约 37.9 万平方米，站台规模 8 台
14线。

该工程属于超大、超深、超宽地下工程，基坑平均深度
达 32 米，最深处达 43 米。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 8
米深的基坑还需要再向下挖 28 米，预计总出土量将达到
450 万立方米。“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毗邻北运河和运潮减
河，地下水位高、压力大，土质疏松，基坑北侧紧邻京哈铁
路，基坑稳定与否直接影响既有铁路线安全运行。”中铁建
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项目副经理瞿天亮介绍，为对抗地下
水浮力，工程采用了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的不间断地下连
续墙。地下连续墙每幅重达 75 吨、深度达 53 米，总长度约
5500 米，能够有效阻隔地下水，保障超大超深基坑结构
稳定。

为了应对雨季汛期，还自主研发 156 项目管理数智建
造平台中的多个模块，针对深大基坑边坡管理，远程实时
监控预警，通过手机端、电脑端就能监测基坑沉降与位移
数据。

针对当前的高温天气，项目部也做了全面部署。“我们
实行了错时施工，减少高温时段工人户外施工时间。同时
还配备了冰镇饮品、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解暑用品，为一
线建设者做好全方位保障，确保现场安全生产和工程进度
两不误。”中铁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项目党支部书记胡锋
锋说。

据了解，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
程 01 标段已进入到站房核心区 B2 层顶板施工阶段。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建成后将成为唯一连接首都

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的综合交通枢纽，也是北京
城 市 副 中 心 唯 一 连 接 京 津 冀 和 城 市 中 心 区 的 换 乘 枢
纽，可有效提升副中心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能力，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现代化交通支撑，为人口经济
密集地区有效治理“大城市病”探索站城一体化开发
模式。

副中心站副中心站0101标段站房核心区进入主体结构施工标段站房核心区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昨天昨天，，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0101标段站房核心区工地现场标段站房核心区工地现场，，长达长达4848米的抗拔桩钢筋笼顺利下放完成米的抗拔桩钢筋笼顺利下放完成。。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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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信访工作条例》研究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等事项
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鹏）助力八通线南延等三条轨道线路在
地铁花庄站实现换乘，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将成为商
业文化娱乐旅游综合体，形成和环球影城互动、互补、互促的
商业化集群。记者昨天从北京城建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部
获悉，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正同步进行临建、土方开
挖、支护以及拆除的同步施工。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位于城市副中心12组团（文
化旅游区），是北京轨道交通 7号线东延工程的一部分，也是
城市副中心首宗地铁上盖一体化开发项目。该项目西侧与
环球影城仅一路之隔，东距张家湾老镇约2公里，北距城市绿
心约 3公里。这一项目的地上地下总开发规模约 50万平方
米，分为集中商业、高端酒店、文旅小镇三大组团，定位为具
备独特客流集聚能力的商业文化娱乐旅游综合体。

据该项目经理张洁介绍，该工程一期为地下车库及酒
店工程，建筑面积近 13万平方米，其中的五星级酒店定位于
度假休闲市场，将可提供约 350 间高品质客房以及中、西
餐厅。

“在项目建成后，这里将可实现三轨换乘，7 号线东延、
八通线南延、城际铁路联络线（规划）均可在地铁花庄站进
行换乘。”（下转2版）

配建五星级酒店 与环球影城形成商业化集群

张家湾车辆段项目助阵三轨换乘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图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图。。

本市14家知名医疗机构
集中展示尖端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