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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一路走来，“京华
号”盾构机经受了多重考验，施工
单位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为此
构建了“纵到底、横到边”系统性
安全体系，制定了严密的施工方
案和应急处置方案，强化过程安
全质量管控，实时监控穿越区域
地面沉降数据和“京华号”各项参
数。同时，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应
用“互联网+BIM+GIS”技术，实
现安全、质量、进度、应急保障全
方面数字化管控。“在工程施工
中，我们还创新应用了多项关键
技术。”中铁十四局盾构经理孙长
松介绍，工程中应用的超大直径
泥水平衡盾构同步双液注浆关键
技术是在国内首次应用，填补了
我国超大直径泥水盾构隧道同步
双液注浆的空白。该技术具有快
凝、早强、抗渗的特点，在 30分钟
内就形成早期强度，为隧道管片

提供更加坚固的“金钟罩”。
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5 月始

发以来，“京华号”盾构机历经两
年，完成 7.4 公里隧道掘进任务，
先后攻克盾构浅覆土始发、盾构
机高风险吊装、长距离穿越高致
密砂层等 11项技术难题，顺利穿
越京哈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等 50余处风险源，
并创造了单月进尺 542米的掘进
纪 录 ，申 报 研 发 工 法 、专 利 等
23项。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是落实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北京城市副
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点项
目，建成后，原东六环车流将在地
下隧道通过，确保市民车辆通行
畅通。而地上现有的东六环主
路，将建设成为高线公园并改造
成为慢行系统，成为周边居民散
步骑行的好去处。

“地下东六环”首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刘薇）北运河
（京冀段）全线 62公里实现游船通航；连
续 7届举办京津冀房车巡游活动；连续 6
届举办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作奎在主旨发
言中分享了京津冀文旅产业一体化的成
果和经验。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围绕组
织、管理、市场、协调“四个一体化”协同
发展目标，努力推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政策体系方面，北京市制定实施梯
次推进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多领域、多层
级、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制定文旅一体化
发展规划及多个系列规划，与津冀相关
文旅部门滚动签订合作协议，压茬推进
任务清单，重点事项督查督办，形成了同
心同向同力的工作格局。

在京津冀三地的共同协作下，各重
大任务有力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加快建设：推动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打造
赛事会展集聚地，积极拓展冰雪体验、长
城文化、铁路旅游等主题内容，打造京张
文旅常态化、品牌化活动；推动长城、大
运河国家公园建设：在全国率先发布400
公里长的“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主线，
北运河（京冀段）全线62公里实现游船通
航，推出 10条“美好生活”大运河主题游
线路；高品质推进城市副中心文旅建设：
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年底建成投用，环球
主题公园外溢效应不断放大，动漫游戏、
演艺娱乐等文化产业链条延伸发展。

目前，文旅融合协同正在加快发
展。本市持续开展“漫步北京”精品线路
发布、“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创新
推出“北京微度假”目的地，打造建设一
批具有京津冀特色、富有文化底蕴的国
家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同时，深入推
进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京东休闲旅游
示范区、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京西南
生态旅游带、京南休闲购物旅游区建设
提质升级。建立旅行社、景区、图书馆、

艺术职业教育、数字文化馆、公共文化服
务示范走廊等联盟，开展文化节庆、非遗
联展、文创产品展、群众文化展演、红色
旅游联合推广等主题活动，不断满足三
地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
神文化需求。连续 7届举办京津冀房车
巡游活动，连续6届举办京津冀非物质文
化遗产联展，打造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品牌活动”。
在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方面，三

地搭建智慧文旅平台，加强政务、信息等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建立京津冀文旅
服务规范与质量标准体系，健全三地文
旅市场信用信息网站和信用监管平台，
完善京津冀文旅信用管理制度，联合发
布三地旅游市场守信激励名单和严重失
信名单。共同签订《京津冀地区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京
津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齐抓共管的良好
工作局面。

刘作奎表示，北京市文旅局作为京
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一员，将认真抓好
各项任务落实，与兄弟省市一道，进一步
增强深入推进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
展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深入挖掘协作
潜力、丰富协作内容、创新协作方式，加快
推动北京与津冀资源共享、项目共建、品
牌共推、市场共拓、政策互惠，为新时代京
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贡献北京
文旅力量。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刘薇）城市副
中心三大建筑年底将开放运营，路县故
城遗址公园一期年底将具备布展条件，
环球城市大道已成功入选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论坛上，通州
区副区长杨磊以“生机勃发副中心 文旅
商融合发展之城”为题，介绍了城市副中
心的文旅商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杨磊介绍，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的主要承载区。为此，通
州区制定了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此外，通州拥有路县故城、通州古
城、张家湾漕运古镇等众多遗迹，燃灯佛
舍利塔、张家湾城墙遗址及通运桥都是
见证古时张家湾漕运盛景的核心文物遗
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
均已完成修缮崭新亮相。今年年底，城
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将开放运营，成为副
中心璀璨的文化明珠；路县故城遗址公
园和遗址博物馆建设进展顺利，遗址公
园一期年底将具备布展条件。

“如果说大运河是彰显副中心‘古都
风韵’的核心标识，那环球度假区就是展
现副中心‘时代风貌’的重要承载。”杨磊
说，环球主题公园已让副中心成为全国
旅游热点目的地。通州区在持续擦亮环
球影城这张金名片的同时，积极承接环
球主题公园外溢效应，聚焦游客二次消
费、多元消费需求，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加强周边综合配套布局，加快引入
国际前沿文化旅游商业元素及国际运营
商和品牌资源，让副中心更好地融通世
界、链接全球。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
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三个“特而
精、小而美、活而新”的特色小镇与环球

主题公园联动发展，实现“众星拱月、串
珠成链”。与此同时，还将持续放大北京
国际设计周、北京运河文化节、台湖演艺
艺术周、宋庄艺术节等品牌活动聚集效
应，适应和满足新形势下多层次、多样化
的文旅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精品乡村民
宿，开发演艺新空间，发展运河+体育品
牌赛事，不断打造新的网红打卡地。

城市副中心也正积极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新增长极。杨磊介绍，目前已
出台了商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条措施，持续加大商务服务业招商落
地、总部企业引进扶持的力度，加速优
质发展要素资源集聚。同时，启动“环
球影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建设，
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全力打造消费新地
标。环球城市大道已成功入选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城市绿心
阿派朗创造力乐园成为亲子消费打卡
地，万达东 8yeah 巷、小堡文化广场完成
改造升级，远洋乐堤港商业综合体即将
开业亮相。

今后，依托“文旅商体共创平台”，将
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推进景区消费向
全域消费、日间消费向全时消费、传统消
费向新兴消费转变。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刘薇）论坛
上，各界专家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
脉搏和新律动，开各家之言，分析京津冀
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高质量发展的
着力点，共同探寻京津冀三地协同之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李晓江认为，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地
区文化产业聚集最密集地，从企业的网
络关联分析可以发现，两地在文化产业
方面互动性最强、关联性最强。“从双城
记的角度来讲，京津地区就是两座万亿
级城市，空间距离只有 100公里，怎么做

好协同文章，从而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当
中的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非常值得思
考。”李晓江建议，北京和天津在文化方
面强烈互补，应实现错位发展，天津应该
着力用好低成本高品质的文化空间优势
和城市生态、山河湖海的旅游资源，与北
京开展更多的文旅商合作。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京津冀协同
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义青认
为，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源泉来源
于投入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可以通过招
商引资、盘活资本存量、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等方式实现。要实现京津冀高质量发
展，他认为要找准三个着力点，一是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二是着力打
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此外，还需
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下大气力优化营商
环境，并构建产学研协作新模式，提升科
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强化企业
的创新主体地位，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营造
有利于企业成长的相同环境，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天津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刘
秉镰认为，要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建设路径可以从
六个方面入手。一要提升经济发展新高
度；二要整合开放资源，打造国际化营商
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开创协同开放
新局面；三要优化世界级城市群空间的
新格局；四要以产业链协同促进京津冀
三地之间的均衡发展，构筑共同富裕新
标杆；五要探索政府治理改革的新模式；
六要创建生态环境治理新标杆。

专家共商京津冀三地协同之道

本报讯（记者 赵鹏）2022 年
本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至 30
微克/立方米，党的二十大开幕期
间低至 1微克/立方米，并保持历
史同期最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中最优的“双优”成
绩。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获悉，
在“北京蓝”享誉国际的背后，去
年北京财政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
持保障不可或缺。

2022 年，北京发挥财政激励
引导作用，围绕机动车污染防治、
燃煤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等
方面，结合首都实际制定有关环
境经济政策，为推进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发挥了有力作用。2022
年，北京市优良天数达到 286天，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近八成，其
中一级优天数 138 天，较上年显
著增加。

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处方面介绍，为了推动交通结
构不断优化，去年本市投入财政
资金 54.7 亿元，实施纯电动出租
汽车推广应用奖励，兑付新能源
汽车补助资金，制定实施鼓励汽
车更新换代消费政策，引导市民
置换新能源小客车，推动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加快推
进公交、出租、轻型环卫、物流配
送、邮政等重点行业车辆新能源
化，保障全市累计淘汰老旧机动
车 236 万辆，新能源车累计达到
61万辆，新能源及国五以上机动
车占比超过 70%，车辆结构处于

全国省级地区领先水平。
为助力能源领域减污降碳，

去年本市投入财政资金 10亿元，
支持核心区燃油锅炉改造及多区
开展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啃下清
洁取暖“硬骨头”。2022年，全市
新增 2.1 万户居民散煤清洁能源
替代，煤炭消费量由 2012 年的
2179.6 万吨下降到 2021 年的 131
万吨，优质能源占比超过 98.5%，
在北方城市中率先基本解决燃煤
污染问题。

为了实现工业污染防治升
级，2022 年北京投入财政资金 1
亿元，对环保技改项目进行支持，
带动企业投资3.5亿元，重点支持
汽车涂装和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
末端治理、汽车制造业水性漆源头
替代等方向。不仅如此，去年为了
强化大气治理科技支撑，本市还投
入财政资金0.3亿元，开展大气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鼓
励科研单位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
点，加强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

当前，本市大气污染治理形
势依然复杂、攻坚任重道远。今
后北京财政将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财力保障，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
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
抓手，坚持PM2.5和O3污染协同
治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协同控制、本地和区域协同共
治，深化“一微克”行动，努力推动
空气质量改善，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本报讯（记者 赵鹏）近日北
京气温居高不下，北京财政扛起
首都防汛抗旱工作的责任，把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力争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
作 。 记 者 昨 天 从 市 财 政 局 获
悉，自 6 月本市正式上汛以来，
北京财政已筹集安排资金 6.74
亿元，保障防汛抗旱工作有序
开展。

市财政局经济建设处、农业
农村处方面介绍，本市财政部门
未雨绸缪“早准备”，支持加强水
务应急、抢险队伍建设，开展常态
化实战演练，提高防汛应急处置

能力。支持北京市应急物资管理
信息平台升级改造，提升物资储
备保障水平。

保持警惕“早排查”，本市财
政部门还支持开展低洼院落、下
凹式铁路桥涵、地铁隧道、大坝
堤岸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全面提高防范意识和
能力。

不仅如此，本市财政部门已
及时安排资金“早保障”，并积极
争取中央资金，支持本市山洪灾
害防治，及时向各区下达应急管
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各区
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 通讯
员 杨正彪）北京市最大的在建医
院——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建设项
目机电管线和设备安装已全部
完成，经过建设者争分夺秒抢
抓施工，近日总配电室通过电
力公司验收，各项参数均符合
设计规范要求，工程按计划实
现了正式发电。自此，该项目
实现用电转换，工程全面进入
设备联调联试阶段，为年内完工
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确保工程按期实现发电，
我们充分利用数字化建模指导施
工人员作业施工，同时制定措施
和预案，采取流水作业、交叉作业
等方式，有力确保不间断施工。”
项目经理马迅说。为确保在既定
时间内完成工程施工任务，项目
积极调整施工计划，全力以赴保
安全、抢工期、赶进度。

项目配电室实行 4 路供电，
由疃里变电站送电至分界室，然
后由分界室送电至项目总配电
室。工程设有1个总配电室，3个
分配电室，16台总容量达到3.3万
KVA 的变压器、高压柜 52 台、低
压柜 319 台，用电负荷极大。为
确保工程发电顺利进行，项目从
送电前准备到调试安全事项等11

个方面制定了详细发电方案，进
一步分解、细化、落实用电安全管
理责任，查找和解决问题，扎实开
展用电安全检查，同时准备试验
合格的验电器、绝缘鞋、手套、绝
缘胶垫、粉末灭火器等设施，检查
电源进线电压是否正常，校核两
路进线的相序是否一致，待配电
室空载运行 24小时无异常后，按
照先干线，后支线；先手动后自
动，先点动后连续；先无负荷后
有负荷；先低压动力系统，后照
明系统送电顺序进行。用电过
程中，加强线路设备巡视力度，
确保安全无死角和用电设备健
康稳定运行。

在机电专业中，工程多达 60
余类功能系统，850 余个设备机
房，25万平方米通风管道，800多
万米强、弱电线缆，3.2 万多个弱
电信息点位，功能先进、专业繁
多，整体排布错综复杂。项目通
过对重要施工方案进行方案模拟
和不同方案之间的比选，方案论
证，提高了方案的可行性，对复
杂工艺进行动画模拟及三维技
术交底，同时精挑细选专业施工
人员，采取现场培训的方式进行
技术指导，从而达到施工验收一
次性合格。

关注京津冀“协同·先行”主题论坛

京津冀三地文旅协同京津冀三地文旅协同““品牌活动品牌活动””异彩纷异彩纷呈呈

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年底开放运营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年底开放运营

“1微克蓝”背后 去年北京财政投入超60亿

持续高温 北京财政投6.74亿防汛抗旱

三大建筑建设进展顺利三大建筑建设进展顺利，，年底开放运营后年底开放运营后，，将成为副中心璀璨的文化明珠将成为副中心璀璨的文化明珠。。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北运河北运河（（京冀段京冀段））全线全线6262公里已实现游船通航公里已实现游船通航。。（（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建设项目正式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