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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通州各大医院为患者做安排

列车驶出北京界，便是京唐、京滨城际
铁路的新建线路。列车运行平稳舒适，这
背后是铁路工人的付出。

早在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前4
个月，中国铁路北京局唐山工务段宝坻高铁
线桥车间正式成立，该车间负责京唐、京滨城
际铁路共计197.93公里内的所有线桥设备。

对于铁路人来说，春运要比旅客来得
更早。今年元旦假期结束后，铁路人的春
运检查工作就开始了。宝坻高铁线桥车间
业务指导孟令硕介绍，1 月 26 日春运正式
开始前，车间已将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正线
检查了两遍，保证列车平稳通过。

宝坻线桥车间的检修现场比较特别，

他们不仅会在夜晚趁着“天窗点”加紧检
修，平时他们也会来到正线旁边，升起无人
机，检查铁路的桥梁。孟令硕介绍，目前宝
坻线桥车间负责的区域内有八成以上都是
桥梁，部分桥梁高度很高，对于发现桥梁隐
秘处的隐患，无人机就是很好的帮手。

记者得知，宝坻线桥车间在去年夏天
正式引入无人机。得益于无人机灵活的特
性，车间的工人们除了日常的“天窗”作业
以外，还可以在报备的情况下随时查看桥
梁。“桥梁支座、箱梁下方……这些平时在
现场不太容易发现的地方都可以用无人机
观察，给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便利。”孟令
硕说。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春运纪实

回家的路，有他们保障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董策）1月 31日至 2月 5日，我国中
东部地区迎来大范围雨雪冰冻天
气。恶劣天气与春运客流高峰交
织，对于铁路人来说是个坏消息。
为确保进京“修整”的高铁列车“满
血恢复”，以良好状态上线运行，中
国铁路北京局组织人员全力做好高
铁动车组列车除雪打冰作业，为春
运旅客平安回家提供坚强保障。不
过好消息是，2月5日备勤的北京动
车段北京南动车所的工人们，没有
等来车底结冰的列车。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中国铁路
北京局北京动车段北京南动车所担
负着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部分高铁
动车组列车的检修养护任务。2月
5日晚 10时，北京南动车所内已经
做好了列车回库检修的准备。据北
京动车段北京南动车所值班主任冯
喆介绍，受雨雪冰冻天气影响，连日
来，时常有入库检修的高铁动车组
列车车底凝结冰雪。究其原因，就
是因为在降雪天气下，奔驰在万里
铁道线上的高铁列车由于运行速度
快，产生强大的空气涡流，会将线路
两侧的积雪带入车底，容易造成走
行部积雪附着。加之气温降低，逐
渐凝结成冰，包裹在制动夹钳、联轴
节、空气弹簧等部件上。

因此晚上列车回到动车所进行
整备时要先进行融冰除雪作业，才
能按照既有作业流程开展一级检修
作业。另外，如果列车上的冰雪未
能及时去除的话，动车组运行故障
动态图像检测系统（TEDS）就无法
看清楚车底的机械部件，进而影响
运输安全。因此高铁动车组列车入

库之后，一定要把冰除掉，这样等列
车再次上线后，TEDS 系统才能清
楚看见车下各个走行部件的状态，
保障列车运行安全。

目前随着技术装备的进步，北
京动车段配备了机械化除雪融冰设
备，比如除雪融冰车，能提升除雪
打冰效率。但是如果遇到大量动
车组存在冰雪覆盖情况，以及一
些特殊部位覆盖冰雪，还是需要
人工打冰除雪。冯喆告诉记者，
一列动车组打冰作业，快的话要
半个小时，如果赶上冰层厚的列车，
要打上2个小时。

和北京南动车所一样，连日来，
北京动车段管辖内其他动车所都不
同程度地开展了打冰作业，为保障
打冰作业高效、安全开展，北京动车
段采取了多种措施。该段积极组织
应急替换动车组开行，及时安排检
修动车组出库，确保次日动车组出
库秩序正常，最大程度保证旅客能
够顺利回家；提前做好除雪人员和
工具的准备，妥善安排高铁动车组
列车融冰除雪工作，全力确保动车
组安全正点出库；发挥好 TEDS 检
测前哨作用，加强动车组运行状态
监控，遇有降雪期间安排专人分时
段统计探测站过车情况，提前掌握
动车组走行部结冰情况，及时传递
信息至动车所，便于动车所提早开
展除雪打冰准备工作。

据统计，2 月 1 日至 4 日期间，
北京动车段共计投入 957 人次做
好动车组除雪打冰工作，累计完成
83 列高铁动车组列车的除雪打冰
任务，为春运旅客回家创造了良好
条件。

你不知道的打冰人

本报讯（记者 赵鹏）既要谋
划长远发展又要解决当前问题，
记者昨天获悉，刚刚出炉的香河
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伴随着
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势推进，今年
香河不仅要加快潞河医院香河医
康院区建设，还要吸引更多京津
科技成果在香河“首发首试”和应
用转化。

一年来，香河迈出区域协同
的坚实步伐，强化区域联控联治，
协同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北运河获评全省首批幸福
河湖和典型示范河湖。跨界路网
加快建设，王家摆大桥和安石路
建成通车，通宝路前期工作全面
启动；优化调整进京 810线路，开
通“香宝”“香三”公交专线，通勤
条件进一步改善。

公共服务领域合作也得以巩
固拓展，围绕供水、污水处理等重
点领域，香河深度对接北控、首创
等京企；潞河医院香河医康院区
完成二次结构施工；按照北京标
准加快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北京 1139 个、天津 211 个和香河
294个事项实现区域通办。

2024年香河将奏响建设新篇
章，力争推动园区提档升级，今年
香河将力争完成机器人小镇雨污
分流改造和淑阳工业园道路改造
提升，谋划新兴产业园、环保产业
园雨污管网升级工程，完善服务
配套设施，增强项目承载力和吸
附力。

主动服务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局，构建一体化产业格局，延

伸产业链条，今年香河还要吸引
更多央企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
务板块落户，加速融入北京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

畅通一体化交通体系，今年
香河会完成高铁站前广场综合体
建设，优化周边公交站点和线路
布局，同步开展全面招商，实现竣
工即入驻，吸引高端业态集聚发
展，打造对外开放“新窗口”；加快
通宝路前期工作，完成通武线（安
运桥）主体施工，构建外联内畅的
交通体系；抓好定制快巴、跨区域
公交线路运营服务，进一步完善
进京通勤网络。

为了提升一体化公共服务水
平，今年香河还会谋划启动职业
教育园区建设，持续开展校长教
师跟岗研修、互访互学等活动，拓
宽学校联盟、结对帮扶等合作模
式，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推动
医疗资源延伸布局，加快潞河医
院香河医康院区建设，支持县内
医疗机构与北京三甲医院组建医
联体，扩大医学检查结果互认范
围，让群众看病省钱更省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今年香河还将支持企业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吸
引京津科技成果在香河“首发首
试”和应用转化，全年力争新增研
发机构10家以上，创新创业平台2
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
以上；健全“京津专家周末河北
行”、兼职教授等柔性引才机制，争
创国家级青年发展友好型县域试
点，为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潞河医院香河医康院区加快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洋）日前，北
京召开文化和旅游工作会，透露
2024年将持续健全文艺创作生产
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非
遗系统性保护体系、现代文旅产
业体系、文旅交流合作体系、文旅
市场综合监管体系。

2023 年，北京举办营业性演
出近 5万场，观众 1138万人次，票
房收入 23 亿元，比 2019 年分别
增 长 117% 、9.5% 、32.1% 。 2024
年，在健全文艺创作生产体系
过程中，北京将推动落实《北京
市建设“演艺之都”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2023 年—2025 年）》；策
划好主题性文艺创作；实施新时
代首都原创剧本创作及选题孵化
项目；举办戏曲、话剧、音乐会等
各类演艺活动4万场；依托北京市
演艺服务平台，支持重点剧目演
出，培育多元演出空间，提升演艺

服务发展能级。
2023 年 ，北 京 共 接 待 游 客

3.29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5849.7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 80.2%和 132.1%，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旅游收入位居全国主要城
市第一。2024 年，在健全现代文
旅产业体系过程中，将结合中轴
线申遗，加强中轴线文化资源挖
掘和旅游规划管理；出台重点文
旅产业项目奖励、贷款贴息等支
持政策；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等示范品牌，提升产
业发展能级；出台实施《关于释放
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办法》。在健全文
旅交流合作体系过程中，将优化
入境游配套服务，提高通关便利
化，打通入境游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记者
从市交通委员会获悉，春节临近，
出京客流明显增多，预计初六至
初八迎返京高峰，火车站和机场
周边、进出京主要高速公路交通
压力增大。本市交通行业推出十
项便民服务措施，部分如下。

多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根
据火车站、机场客流情况，适时启
动运力提级保障机制，地铁线路
备足运力、延长运营时间。动态
调整公交车次和发车间隔：结合
地铁延时运营情况，动态调整公
交夜班车次、缩短发车间隔，在重
点场站周围储备车辆、随时调
度。公交开行多条摆渡线路接驳
北京朝阳站。

机场巴士增加运营线路：机
场巴士结合乘客出行需求，调整

站点设置，储备机动运力。出租
车党员车队“保点”运输。开行 23
条公交旅游专线：节日期间，开行
市区至古北水镇、慕田峪、红螺
寺、潭柘寺等景区的 16 条观光专
线和去往环球度假区、八达岭长
城、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的7条通
游专线。

加 大 重 点 景 区 、商 圈 停 车
供给：东城区在庙会周边协调
设置两处临时停车位区域，副
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拟结合周边
闲置场地临时增设停车位 2000
余个。

省际客运站提供24小时候车
服务。开行旅游客运班线：开通
六里桥等长途客运站发往延庆奥
林匹克园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等热门景区的旅游客运班线。

地铁将延时 公交开专线 机场有接驳

十项便民措施畅通回乡路

本报讯（记者 赵语涵）昨天，
2024年北京市投资促进暨“两区”
招商引资工作会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2023 年全市“两区”新增
入库项目 1.1万个，预计投入资金
1.3 万 亿 元 ，项 目 落 地 率 超 过
60%。根据今年全市招商引资工
作目标，“两区”建设拟新增入库
项目 7700 个，预计投入资金 9700
亿元，落地率达到50%。

近年来，一批聚焦高精尖领
域的“两区”重点项目正助推首都
经济驶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去年，全市“两区”新增入库项目
1.1万个，同比增长93%；预计投入
资金1.3万亿元，同比增长24%；落
地项目 8512 个，项目整体落地率
超过 60%。其中，市、区在招商引
资方面的协同联动颇见成效，市
投促中心向各区、经开区推荐项
目 146个，已落地项目 37个，涉及
资金106.7亿元。

此外，大型活动也成为北京
招商引资屡结硕果的舞台。在第

26 届京港洽谈会上，本市签约颐
堤港二期、图像算力中心等 34 个
项目，涉及金额 94.3亿美元；首次
在中关村论坛期间举办的投资北
京全球峰会，签约39个重大项目，
涉及金额 608 亿元；依托服贸会

“北京日”举办的京津冀协同招商
推介暨投资北京全球峰会，签约
51 个重大项目，涉及金额 1045.5
亿元。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之一。今年本市在招商引资方面
将继续为经济发展蓄足动力。记
者获悉，今年“两区”新增入库项
目目标为 7700 个，预计投入资金
9700亿元，落地率50%；其中，计划
新增入库外资项目800个，落地外
资项目550个。值得关注的是，本
市招商还将关注“未来产业”，积
极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
能源等6个领域，结合各区主导方
向、相关园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
赋优势，促进未来产业错位互补
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北京将新增“两区”入库项目7700个

北京文旅将健全“六大体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2月10日至2月12日无门诊；
2月13日至2月17日上午出诊，下
午无门诊；2月4日（星期日）按周四
出诊，2月9日（星期五）按周日出
诊，2月18日（星期日）按周五出诊。

2月9、13、14日普通门诊出
诊安排：呼吸与危重症病学科
13日出诊；血液科9、14日出诊；
全科医学科（综合内科）、普通外
科、骨科、创伤救治中心、妇科专
业、儿科3日全部出诊。

2月15至17日普通门诊出诊
安排：神经内科15日出诊；血液科
15、17日出诊；呼吸与危重症学科
16、17日出诊；全科医学科（综合内
科）、普通外科、骨科、创伤救治中
心、妇科专业、儿科3日全部出诊。

急诊 24小时正常出诊，儿
科急诊暂未开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门诊2月9日（除夕）全日门诊；2月10日至
11日（初一、初二）门诊停诊；2月12日至17日（初
三至初八）上午半日门诊；2月18日（周日）按周
五门诊出诊；2月19日（初十）恢复正常门诊。

普通门诊及专家门诊科室包括口腔
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感
染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科、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皮肤性病科、骨科、泌尿外科、
胸外科、中医科、妇产科、眼科、消化内
科、普外科、肝病科、全科医学科、儿科。

肿瘤科门诊、镇痛门诊、血管外科门
诊、神经外科门诊、风湿内科门诊出诊时间
为 2月 12日上午、2月 15日上午；肾移植门
诊出诊时间为 2月 12日上午；肝移植门诊
出诊时间为2月15日上午。

2月 10日至 17日上午门诊时间为 8点
至12点；下午门诊时间为13点至17点。

急诊、儿科急诊、发热门诊 24 小时
开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

心血管科、肾病内分泌科、呼吸
科、脾胃病科、脑病科、普外科、泌尿
外科、骨伤科、肛肠科、乳腺科、妇科、
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注射室放假
期间正常门诊。

老年医学科、中医综合治疗室 2
月 13日至 2月 17日全天门诊；儿科、
推拿疼痛科、皮肤科、口腔科、男科 2
月 14 日至 2 月 17 日全天门诊；肿瘤
科 2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上午门诊；
血液科 2月 13日至 2月 17日上午门
诊；甲状腺科 2 月 14 日至 2 月 16 日
全天门诊 ；脑病针灸门诊 2 月 11
日、13 日、16 日全天门诊；风湿病科
2 月 13 日至 2 月 16 日全天门诊，2月
17日上午门诊；PICC门诊 2月 13日
上午门诊。

放假期间急诊与发热门诊 24小
时出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2月10日至2月17日，结核科普通门诊全天出
诊，专家门诊上午8点至11点出诊；肿瘤科专家门
诊上午8点至11点出诊；骨科普通门诊上午8点至
11点出诊；胸外科专家门诊上午8点至11点出诊。

2月18日出周五门诊。
发热门诊24小时接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呼吸、消化、血液、肾内、内分泌、风湿免疫、
神经内科、心血管、普外、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
节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喉、口腔、皮肤科、中医、
针灸、眼科、肝炎门诊2月10日至17日全天出诊。

血透门诊2月10、12至17日全天出诊；全科医
学科门诊13至17日全天出诊；产科2月11、14日全
天出诊；放射治疗科门诊2月13至16日上午出诊。

急诊以及胸痛、卒中、创伤、腹痛、孕产妇等
绿色通道24小时应诊。

（本报记者 池阳）

又 是 一 年 春 运 时 。
开通一年多的京唐、京滨
城际铁路已成为京津冀
区域内城际运输的重要
力量，今年春运也不例
外，据悉春运期间该线路
预计发送旅客 38.5 万人
次。记者踏上这条热门
线路，感受春运景象。

上午10时，距离开往唐山站的京唐城际
G8823次列车发车还有一小时，但是北京站
第7候车厅内已有不少正在候车的乘客。家
住玉田县的小李是京唐城际铁路的“老乘
客”。她说：“原来，去往唐山的车都是普速列
车，速度比高铁慢不少，而且列车只到唐山
站，我还要花费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家。现
在京唐城际铁路开到了玉田南站，我家距离
车站只有10分钟。一来一回我节省了将近
两个小时，现在我每个月都能回家了。”

乘客中也有第一次乘坐京唐城际的旅
客。计划回唐山探亲的老刘从唐山亲戚
口中知道了京唐城际，老刘说之前往返
北京常坐大巴车，还没坐过这趟城际铁
路。“现在全程将近两个小时，听说以后还
会更快。”

10 时 30 分，7 号候车厅检票闸机至候
车 厅 门 口 排 起 了 长 队 ，这 些 都 是 乘 坐
G8823次列车的乘客。正在北京读研一的
唐山人迟明刚刚回家，他说城际列车开通
后，回家的选择更多，而且更从容。“我是在
实习单位工作一段时间才回家的。而且城
际铁路开通后，春节期间也能带着家人来
北京玩。”迟明说。

这是京唐城际铁路第二次服务春运，
北京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日均客流量从开通初期的 2500人次，增
长到 1.2万人次，客流上涨 4倍。而据中国
铁路北京局的数据显示，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 380.2 万人
次。今年春运期间，京唐、京滨城际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

客流量较开通初期翻4倍

“京通号”盾构机加紧掘进

从北京站乘坐京唐城际列车出发，20
分钟左右就能抵达北京城市副中心。此时
乘客们可以在列车行驶方向的南侧，距离
铁路很近的位置看到一处项目工地，这里
就是京唐城际铁路北京段的“最后一公
里”，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春节期间项目现
场有近 200 名工人在岗。去年年底，北京
地区最大直径高铁隧道盾构机“京通号”从
这里向西始发，目的地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的接收层。

15时，中铁十四局京唐铁路八标项目
部测量主管李维川正在地下近 10 米的盾
构机内部，盯着工人们进行管片拼装工
作。巨大的机械将管片吸起，然后与拼接
好的管片紧紧挨在一起。

除了盾构机内部，地面上的监控室是
李维川最常出现的地方。身为测量主管，
他就是盾构机的“眼睛”，要根据各种参数
判断盾构机的前进姿态与方向。“盾构机刚

开始掘进一个多月，目前盾构机处于向斜
下方掘进的姿态。虽然我们已经给盾构机
输入了掘进参数，但是我每天都要关注盾
构机前后左右的掘进角度，有时还会根据
实际情况修正这些参数，保证它在安全的
范围内平稳掘进。同时现在是春运客流高
峰期，项目工地紧挨既有京哈铁路，为了降
低施工对既有线的影响，春运前我们在项
目覆盖的京哈铁路线上放置了一些探测装
置，保证安全。”

“开工就是冲刺，这个春节假期就是要
把盾构机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保证春节后
的施工。”记者得知，尽管运潮减河隧道总
长 度 只 有 1285 米 ，可 风 险 源 区 段 占 了
65%。春节开工后不久，盾构机就要下穿运
潮减河，这是最大风险点。“到那时隧道拱
顶距离河底仅有 12米，掘进过程中，‘京通
号’将随时调整泥水平衡盾构机姿态，并对
河道进行监测，确保安全下穿。”李维川说。

无人机配合线路巡检

工作人
员 正 在 进
行 打 冰 作
业 ，保 障
旅 客 平安
回家。

鲁静/摄

“京通号”盾构机内部，工作人员正在拼装管片。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