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集聚力显著增强。以服装服
饰、化妆品、金银珠宝、运动健康、文化创
意、智能穿戴、国潮老字号等领域为重点，
打造一批领军企业，落地 2000 家以上时
尚类品牌首店。

●潮流风向标逐步形成。北京时装
周、北京首发节等活动影响力持续增强；

“时尚潮悦动”“文创新消费”“国潮老字
号”“数字高科技”四大领域全球首发中心
基本建成。

●创意设计能力持续提升。引进、培
养一批时尚设计师、商业策划人、国际化
知名买手等时尚创意设计领军人物，开设
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时尚创意设计机构。

●产业链创新链基本打通。打造10个
以上集办公、设计、仓储、展示、销售、直播等
功能于一体的时尚产业示范园区。

为助力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本市近期印发《关于加快引导时尚
类零售企业在京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
2025年）》。其中明确，到 2025年，力争
实现以下目标： ①建立重点引进企业名录库、重点培育企业名录库，精准开展企业服务；

②鼓励有条件的区给予企业落地支持；

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设首店、开展首发活动予以支持；

④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展网络零售、跨境电商予以支持；

⑤引导总部升级，研究优化总部企业认定和支持标准；

⑥引导人才升级，实施“时尚北京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专业化人才给予
人才引进落户等便利化服务；

⑦引导产业升级，支持朝阳等区打造时尚产业重点承载区，鼓励各区打
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时尚产业示范园区；

⑧引导服务升级，加大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建立服装类新品第三
方采信制度，加快时尚消费品牌新品通关速度，对商圈、商街等区域时尚类
零售企业广告牌匾设置、促消费活动开展等给予便利化支持；

⑨提升中国国际时装周、北京时装周、首发节等时尚潮流风向标活动影
响力；

⑩打造“时尚潮悦动”“文创新消费”“国潮老字号”“数字高科技”等四类
全球首发中心。

锚定上述目标，《指导意见》围绕“两库动态管理、三类资金
支持、四项升级引导、品牌活动助力”提出10项举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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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距河道较近村庄的地下
水涨幅较为明显，平均回升 12厘米，
最大回升单点在西集镇杜店村，足足
有50厘米。

随着潮白河水环境持续改善，在
潮白河白庙橡胶坝、西集段等多段水
域，深潭、岛屿、灌草、疏林兼具的多
样河流生境，吸引了白鹭、骨顶鸡、黑
天鹅、白天鹅等多种游禽、涉禽栖息，
生物多样性也不断提高，水务部门还
在沿岸补植了许多产籽类植物，为鸟
类提供更多食源和栖息场所。目前
水务部门正加强对生态补水沿线村

庄及回水重点区域的水质检测，及时
掌握水质动态，保障正常供水水质稳
定达标。

城市副中心不断加大水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经过几年的改造，一条
条干涸的河床被打造成为“人、水、
生态”相和谐的水利风景区，成为水
清岸绿、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文化
特色鲜明的休闲活动场所。在城市
副中心爱鸟会新出炉的鸟调记录
中，今年上半年北运河、潮白河等流
域 全 线 记 录 202 种 鸟 类 ，创 近 年
新高。

白鹭蹁跹舞潮白

疫情防控坚持快严准实

本报讯（记者 牛伟坤 实习记者
何蕊）本市新增一起中学聚集性疫情：
9 月 6 日 0 时至 7 日 15 时，海淀区新增
3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为中央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淀校区的同班同
学。昨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提示，中秋、国庆
假期临近，市民要坚持不去 7 日内出
现本土疫情的县（市、区、旗）旅游或出
差；市疾控倡导市民就地过节，减少跨
市活动。

6日 0时至 24时，本市新增本土感
染者 14例；7 日 0时至 15时，新增本土
感染者7例。除海淀区新增的3例感染
者外，其余 18 例感染者均与北京化工
大学昌平校区关联聚集性疫情相关。
刘晓峰说，由于采取措施及时果断，此
起聚集性疫情总体可控。

海淀区副区长徐振涛说，该区新增
的 3 例感染者居住地均为学校的集体
宿舍，其中两人为近期外省返京人员；1
日开学以来，学生在校内进行封闭式管
理，期间未出校。截至目前，该区已判
定校内密接 570人，其余教职工和学生
按照高风险人员落位管控。其中，991
名密接和高风险人员已完成转运集中
隔离，203名走读生落实居家隔离管控
措施，其他师生在校内宿舍落实网格化

隔离管控措施。除3例确诊病例外，其
余师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病例
所在宿舍环境采样检测结果为阳性外，
其他均为阴性。

刘晓峰说，新增的一起中学聚集
性疫情，提示我们要压实“四方责任”，
严格落实学校主体责任和师生员工个
人责任；加强风险人员和风险点位排

查落位，严防疫情向社会面外溢；严格
执行远端管控和进返京人员规范管
理，对风险人员实施分类管控。返京
人员抵京后 7 日内要严格按规定核酸
检测，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
集场所，不开展线下聚集性活动。本
市要加强校园管理和在校生健康教
育，指导学生在校园内遵守科学规范

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减少校
园流动，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不
带病上学，及时报告相关部门，按规定
就医。他提示，两节临近，市民要坚持
不去 7 日内出现本土疫情的县（市、
区、旗）旅游或出差。市疾控倡导市民
就地过节，减少跨市活动。

本报讯（记者 牛伟坤 实习记
者 何蕊）9 月 7 日 0时至 15时，昌平
区新增3例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
染者，均为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在
校学生。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昌平
区副区长白琳介绍，该区已划定北京
化工大学昌平校区 1号楼、3号楼、4
号楼、11号楼为高风险区。

白琳说，昌平区目前累计管理
密接 475 人、次密接 657 人，已全部
落实管控措施。新增感染者风险
点位涉及欢乐牧人烧烤店（昌平区
政府街店）和乐多港万达广场火辣
壹号火锅店。该区全面排查病例
涉及的校外风险点位，已全部落实

管控措施，并对涉及点位开展环境
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从 6 日
开始，对病例到访过的南口镇、城
北街道、城南街道连续 3 天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摸排化工大学到访人员、在校外居
住的员工及同住人员，全部居家健
康监测，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王峰介绍，该校进一步扩大流调
范围，形成详细流调报告，全力排
查校内风险人群；重点核实确诊病
例校外行程轨迹，切实阻断疫情社
会面传播风险；组织在校医护人
员、教师党员志愿者和医学专业背

景学生组成核酸检测应急队伍，配
合开展校园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昨天，该校共采集核酸检测样本
17853 份，除一管结果待复核外，其
余已出结果全部为阴性。

同时，该校动态调整教育教学安
排，平稳有序恢复线上教学，制定新
生延期到校报到方案，新生选课及入
学教育均在线上进行；持续加强服务
保障，免费为在校师生配发一日三餐
和N95口罩；关注隔离点学生的服务
保障和思想引导，选派骨干辅导员和
心理咨询教师随风险人员一同转运，
进驻隔离点，开展思想教育和心理疏
导工作。

本市新增一起中学聚集性疫情
市疾控倡导市民就地过节

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划定四处高风险区
相关新闻

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共享单车，在服务中心城区居民的
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向郊区延伸，方便
市民出行和短途接驳。记者从市交通
委获悉，北京对共享单车实行总量控
制，中心城区共享单车数量缩减至66.06
万辆，郊区运营车辆19.24万辆。

北京市合理调控共享单车总量，
2017年北京共有共享单车235万辆。过
去两年绿色出行创建期内，北京市中心
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数量缩减至
66.06万辆，郊区运营车辆19.24万辆，车
辆规模更加合理、运营分布更加科学。

此外，推进共享单车监管与服务平
台应用，实施动态监测，规范运行秩
序。创建期内，核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共
享单车动态监测覆盖率已达 57.5%，中
心城区其他区轨道交通站点覆盖率已
达 41.4%。落实企业运营考核评定制
度，建立了“月打分、季评级、定期公示”
的考核机制。连续考核43个月，实施服
务等级评定14次，向社会公示行业运营
及监管情况7次。

“2022全球首发节”全城启动

北京发布时尚零售企业高质量发展10项措施

昨天，市交通委亮出绿色出行城市创建成绩单：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1148公里，其中城市轨道交通783公里，市郊铁路
365公里，总里程全国第一；MaaS平台日均服务用户近630万，碳普惠减排68884.19吨，全国首创；自行车专用路10.3公里，日均
骑行量4000人次……通过近两年的绿色出行创建行动，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4%，绿色出行满意度达87.9%。

2020年底，北京印发了《北京市绿色出行创建行
动方案》，同时进行绿色出行城市创建。根据行动方
案，北京2022年形成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自行车和步
行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出行网络，构建与出行距离相
适应的绿色交通发展模式。

北京绿色交通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创建期内加
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新线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数量达到27条、运营总里程达783公里，轨道交
通运营总里程达1148公里，其中市郊铁路365公里。

地面公交方面，持续完善“干普微”三级线网，
全市公交专用道达到1005车道公里，同时协调推进
规划公交场站用地腾退移交和建设工作。公共汽
电车运营常规公交线路 1215条，优化调整 151条线
路，削减重复线路 384.6公里。多样化公交专线共
有 160 条，日均客运量 629 万人次。信息服务公交
线路全覆盖，实现等候时间实时查询。

慢行系统方面，推动市区两级慢行系统综合治
理。自行车专用路建设有序推进，自行车专用路累计
通行量已超过318万人次，日均服务量4000至5000人
次之间。抓住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契机，
无障碍环境建设及服务保障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城
市全域主要道路盲道基本“无断点”、缘石坡道基本

“零高差”；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2020年9月，北京市正式启动“MaaS出行 绿动

全城”碳普惠行动，通过MaaS平台，注册市民绿色
出行折算转换为碳减排量，通过在碳交易市场上市
交易获得收益，首次真正将个体绿色出行碳减排纳
入碳交易市场，实现绿色出行的可持续激励机制。
创建期内，北京MaaS平台用户量已突破3000万，日
均服务用户近630万。

2021年北京轨道交通开通 50余公里新线，
加强高速（城际）铁路、含市郊铁路的区域快线、
地铁快线、地铁普线“四网融合”，扩大 1小时通
勤圈，北京轨道交通日最高客运量达 1179.43万
人次，居全国第一，通勤出行占比达27%。

同时，优化提升轨道既有线网。2021年8月
起，北京地铁 1号线与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原
来人山人海、爬坡迈坎的换乘场面不复存在，两
线并一线无换乘双向直达，节省乘客换乘时间
10分钟。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进昌平线、亦
庄线等城市轨道交通郊区线提速改造，加快市
域快线建设和城市副中心线、东北环线等市郊
铁路改造，构建全域快速轨道网。提升城市轨
道交通与市郊铁路融合度，实现“一套体系、一
网运营、一票通行、一站安检”。其中在城市轨
道交通与市郊铁路交汇处将增建换乘站，方便
京郊居民快速进城，减少通勤时间。

未来，北京还将强化轨道线网与城市空间、
城市功能、市民出行及由此延伸的增值服务之
间的融合。到 2025年，轨道交通（含市郊铁路）
总里程力争达到1600公里。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日前，由北京
市商务局、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举
办的“2022 全球首发节·2023 春夏中国
国际时装周”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2022全球首发节”将持续到
11月底。期间，将举办包括品牌上新日、
时装盛典、动漫嘉年华全国首展等多场
活动，组织涵盖服装、首饰、美妆、珠宝、
文创、科技等消费品类的千余家国内外
品牌首发首秀。同时，打造“首秀京城”
全媒体平台，推介新增品牌首店、旗舰
店，多渠道多维度助力品牌“出圈”，全面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2023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以“恒
动焕新”为主题，将举办时尚秀场、设计
大赛、商贸艺术展览、专业论坛、时尚评
选、颁奖典礼等 134场活动。141个服饰
品牌将在时装周期间进行产品首发，其
中国际品牌 25 个，分别来自意大利、法
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 19个国家及
地区。

启动现场，《2019-2022北京市首店
经济综述和展望报告》正式发布。“从改
革开放至今 40多年间，中国‘首店经济’
走过了萌芽、成长两个发展阶段，正迈向
创新引领的新时代。”市商务局副局长郭
文杰介绍，近三年来，北京新增 2355 家
首店，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衣食住行游
购娱俱全，国际范、北京味、烟火气特色

明显，北京首店经济别具一格。
他指出，北京是较早发布首店政策

的城市，早在2019年3月，市商务局就出

台了首店1.0支持政策。此后3年多时间
里，本市坚持“边实施、边评估、边完善”，
不断在精准施策上下功夫，今年3月已将

首店政策迭代更新至3.0版本。首店首发
经济是打造彰显时尚购物之城、培育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路径。

小中心解决大问题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人次十年增长86%
本报记者 孙乐琪

近来，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的
村民，不用走远路，到村卫生室就
能 吃 上 好 中 药 、看 上 好 中 医 了 。
在区卫健部门的支持下 ，该村村
卫 生 室 推 广 起 针 法 、灸 法 、按 摩
疗法、中药内服法等适合村民的
中医药适宜技术 ，让村民在家门
口享受中医好服务。

昌平区地处北京西北部，既是平
原新城区，也是生态涵养区，全区
60%的土地在山区，25%的户籍人口
在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如何缩
小城乡医疗服务资源差距，这是我们
卫健人的使命。”昌平区社区卫生服
务管理中心主任翁乃杰介绍，目前该

区有13个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建设，
60个村卫生室成为医保定点服务机
构，还派出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
其他区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到村卫
生室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499人次。

李君念说，截至 2021年，本市共
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111
个，全市基本实现步行 15 至 30 分钟
可及社区卫生服务。在山区，本市
建立了常态化巡诊服务模式，每周
定期为山区百姓送医送药入村进
户。截至 2021 年，各远郊区共开展
入村巡诊服务约 3 万场次，受益居民
达40余万人次。

绿色出行平台日均服务630万用户 地铁与市郊铁路交汇处增建换乘站 全市投放共享单车85.3万辆

仲晓丹/制图

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111个，基本实现步行 15至 30分钟可
及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 12项增加到 28项……本市
不断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10年间，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诊疗人次增长了86%；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满意度提高了
11个百分点，2021年达到88%。

“社区医院可帮我解决了大问
题！”昨天，在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定期来进行康复训练、开药的张
奶奶说。张奶奶身患重度骨质疏松，
多次发生骨折，今年她因发生腰椎压
缩性骨折，从三级医院转到了社区进
行康复。经过专业的训练和评估，她
现在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了。

该中心主任白勇涛介绍，中心
是本市第一批康复转型机构，2021
年，还建立了康复、骨质疏松特色专
病门诊，进一步提升专科特色，使居
民在社区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专病

诊疗服务。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本

市基层医疗机构优化转型、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但并非个例。市卫健
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李君念介
绍，本市共建立了 180余个国家级或
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基层服务点。10
年来，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慢
病患者总数提高到 389万人，累计为
539万人次符合优待政策的老年人免
费体检，培养家庭保健员 21.2 万名，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 12项增加
到28项，惠及人群不断扩大。

基层机构管理慢病患者389万

重点人群家医签约率超九成

“在社区医院的帮助下，我得以
重见光明。”到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复查的刘先生说，前一段，他的
视力曾明显下降，一度几近失明。
到社区医院检查后，考虑为双眼白
内障。通过社区转诊平台，社区将
他转至中日友好医院眼科进行了门
诊手术。眼睛好使了，刘先生逢人
就夸社区医院有用。

为引导居民在基层首诊，本市大
医院门诊号源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放预约挂号，持续优化转诊服务，
提高门诊患者中基层医疗机构上转
患者的占比。基层医疗机构还推行

“先诊疗后结算”服务；免除老年人在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医师医
事服务费个人自付部分金额；加强医
疗机构间慢病用药衔接，提供长期处
方服务636万人次。

基层卫生诊疗量和居民满意度
逐年提升。2021年，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诊疗人次比10年前增长86%，基层

诊疗人次占比不断提高，呈现出三级
医院门诊服务量向基层机构分流的
良好态势。2021 年居民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满意度为88%，比2012年提高
了11个百分点。

“家庭医生是家门口的‘健康守
门人’。10 年来，他们持续为居民
提供方便、可及、有效的基本医疗和
公共卫生服务。”李君念介绍，10 年
来，本市家庭医生团队从 3097 个发
展到 5743 个，共为 825 万名居民提
供家医签约服务，重点人群签约率
达 90%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沉在基
层的“健康守门人”勇挑大梁。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累计完成疫苗接种 5715
万人次，参加疫苗接种工作医务人员
159万人次；管理密切接触者及高风
险人员151万人，对集中、居家隔离人
员进行医学观察 1033 万人次，还对
254万名购买“四类药品”人员进行了
健康追访。

建成30分钟内社区卫生服务圈

（上接 1版）“京华号”主机盾体
进入中间井后，泥浆管路相关设施将
是检修的重点。中铁十四局集团北
京东六环项目盾构二工区负责人刘
其成介绍，盾构机保养更换部件主要
包括刀具、盾尾刷、泥浆管道、开挖仓
管路等。完成检修后，施工团队将拼
装负环管片并前移，破除南侧始发洞
门，盾构机借助管片进入始发洞门
后，接着完成泥水建仓、始发密封钢
板焊接等工作，从而实现“京华号”二
次始发，继续向前开挖 2.6 千米到达
万盛南街南侧接收井完成掘进。

记者了解到，东六环改造工程将
既有东六环路改为地下双向六车道，
地面以上原有东六环主路将建成高
线公园。工程南起京哈高速立交，
北至潞苑北大街，路线全长约 16 公
里，其中入地改造段 9.2 公里，包含
7.4公里盾构隧道及隧道内 6座横通
道，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盾构隧道。
该工程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建成通
车，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东六环路交
通拥堵，对提升北京市交通服务水
平、促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等具有
重要意义。

“京华号”即将抵达中间井检修

（上接 1版）建成运营后，将承担着集
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小汽
车、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
换乘功能，同时通过一体化综合开
发，以人气休闲复合餐饮+艺术场景
为空间驱动，搭配活力社交、创意零
售，打造区域性休闲文艺场所，满足
TOD 交通人群的即时消费，为环球
影城主题公园及周边城市提供综合

体验式服务。
副中心工程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协调推进多规合一、规划、施工
许可证办理和主体工程招标等工作，
确保了主体工程与土护降工程顺利
衔接。下一步，将配合市区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协调和督促参建各方加快
推进工程高质量建设，为副中心文旅
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通马路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工程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