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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相关新闻：：

潮白植物园启动区潮白植物园启动区
初具规模初具规模

近日，记者跟随媒体采访团来到
位于北京通州区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交
界的潮白植物园启动区，多姿多彩的
林木已经初具规模，园内各色乔木郁
郁葱葱、层次丰富，充满了无限生机。
已经修建完毕的健身步道宽阔平坦，
市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充分感受到城市里“绿肺”所带
来的惬意。

“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进行封闭
施工，就是为了让市民能在这里尽情
地游玩踏青。”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
长魏昀赟介绍，这里是潮白河国家森
林公园中段的重要主题园，地处潮白
河森林公园中部，公园面积8.9平方公
里，其中通州区一侧约 4.8平方公里，
北三县一侧约 4.1平方公里。与北京
其他区域的国家植物园定位不同，潮
白植物园是以地域性生境营造、修复
和展示为核心特色的综合性植物园，
打造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于一体的

“活态”生物群落。
“这个植物园会更亲民，更倾向融

入城市生活，我们希望它成为能互动、

好玩儿的植物园。”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潮白植物园主创设计师刘墨馨
介绍，潮白植物园通州一侧以潞城药
艺公园为基础，打造主题园区及滨河
休闲区，配置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展陈
设施、植物综合体等主题功能设施，形
成都市化的植物园活力体验动线。而
廊坊北三县一侧以堤内空间为主，打
造郊野体验区，将开展自然科普、考古
研学、滨水休闲、水上运动等低介入游
憩活动。

2121处打卡地串起三大处打卡地串起三大
特色特色““园中园园中园””

据介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北
部连通燕山山脉，南部直达环渤海区
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连山通海的重
要绿色通道，也是鸟类等动物自然迁
徙的生态廊道。《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
概念规划》围绕潮白河水脉打造亲自
然、高品质慢行亲水环和车行风景环，
串联潮白运动园、潮白植物园和潮白
教育园三大主题园及沿线 21 处题名
景观，形成“一脉揽三园，双环链多景”
的整体空间结构，打造以滨河风景展
示和滨水生态修复为特色，覆盖 320
平方公里的森林湿地群落。

其中，运动园位于潮白河国家森
林公园北部，通州区宋庄镇、三河市燕
郊镇交界处。设计上将以潮白河水脉
为骨架、林田资源为基底、村庄文化为
特色，构建“一脉领四区，林田融多点”
的空间结构，散点状嵌入大地艺术、森
林运动、生态康养等多元特色空间，有
机组织不同功能主题的生态游憩活动，
并依托滨水蓝环及内部绿道系统实现
慢行便捷串联，打造集大地艺术、森林
运动、生态康养为一体的户外艺术运动
休闲园。

植物园位于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
中部，运潮减河和潮白河交汇处。设
计上将突出华北平原森林湿地特色，
以生态保育功能为核心，基于潮白河
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景观架构，将多
种性质的植物展区镶嵌并生长于统一
的生态基底中，展示在城市景观中营
造近自然生境的新途径，为中国城市
花园营建提供样板，打造成为集科学
研究、引种示范、科普展示、景观游憩
等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植物园。

教育园位于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
南部，通州区西集镇、大厂回族自治县
祁各庄镇交界处。设计上将基于轻介
入、少扰动、低密度、小规模、全要素、
多维度的设计原则，依托林田水草沙

等各类自然资源，突出河湾区域特色，
构建“一湾、两环、七区”的空间结构，
形成各个主题突出、多元趣味的自然
教育体验区，通过自然观察径进行串
联，并依托滨水蓝环及内部绿道系统
有机组织各类生态游憩活动，打造整
体、连续的慢行网络。

20352035年完成潮白河国家年完成潮白河国家
森林公园整体建设森林公园整体建设

“今年，我们将重点推进位于植物
园的先行启动区以及位于教育园的一
体化示范区启动建设，并实现生态修
复、绿色产业与乡村振兴联动发展。”
魏昀赟表示，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
设，坚持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
化，共同打造京冀协同共建的潮白生
态一体化示范区。“我们采取逐步建
设，完工一个项目开放一个项目。根
据规划，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整体建
设将于2035年完成。”

目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控制性详
细规划北京一侧已完成编制并启动报审
程序，运潮减河健康绿道－潮白河健康
绿道已完成联通贯通，“通武廊”三地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防治效果良好，为
毗邻区域间重点景观环境保驾护航。

探访北京河北共建中的国家森林公园

城市大“绿肺”已然初具规模
本报记者 冯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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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获
悉，区经信局公布了《关于北京
城市副中心绿色化改造提升项
目补助资金的实施细则》。副中
心支持绿色智能化改造，对已实
施完工的相关项目，最高可支持
200万元。

实施细则提出，支持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对获得国家级“绿
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称号的制
造业企业，最高支持 100万元；对
获得市级“绿色工厂”称号的制造
业企业，最高支持50万元。

区经信局支持制造业企业实
施清洁化改造、能源利用效率提
升、水资源利用高效化改造，鼓励
企业按照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
优化、绿色创新的理念实施绿色
化改造。对已实施完工的项目，

按核定项目总投资额的 30%给予
补助，最高支持200万元。

不仅如此，区经信局还鼓励
企业因地制宜使用分布式光伏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从根源上减少
碳排放。对完成改造项目的申报
主 体 ，按 照 项 目 总 装 机 容 量 ，
100KW（含）至 300KW的，最高支
持20万元；300KW（含）至600KW
的 ，最 高 支 持 50 万 元 ；600KW
（含）以上，最高支持100万元。

此外，对获得“碳中和企业”
认证的企业，最高支持 50 万元。
对上年度全年碳排放强度比之前
一年度下降 5%及以上，企业通过
非交易行为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上年度比之前一年度的减
少量为500吨及以上的，经核定后
最高支持50万元。

副中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出炉
头部企业最高可获3000万支持

本报讯（记者 赵鹏）近日，区经信
局公布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
造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对
近三年新增的相关产业链头部企业，最
高可获得3000万元的大额支持。

实施细则规定，在年度贡献奖励方
面，对近三年新增产业链头部企业，产
值10亿元以下、10亿元（含）至20亿元、
20亿元（含）以上的分别最高按年度产
值贡献的1%、1.2%、1.4%给予支持，最高
支持3000万元；对近三年新增高成长性
中小企业和腰部企业，产值 1亿元（含）
以下、1亿元（含）至 5亿元，5亿元（含）
以上的分别最高按年度产值贡献的
1%、1.2%、1.4%给予支持，最高支持1000
万元。

在企业入驻奖励方面，新增产业链
头部企业上一年度产值10亿元以上的，
最高支持1000万元；产值5亿元以上的，
最高支持500万元；产值1亿元以上的，最
高支持100万元；对新增高成长性中小企
业和腰部企业最高支持50万元，当年达
到规模以上的，再给予20万元支持。

在重大项目落地补贴方面，支持企
业在区内新建厂房，包括厂房建设、生
产线及研发设备购置安装等，高成长性
中小企业和腰部企业每年最高累计支
持 500万元；产业链头部企业每年最高
累计支持1000万元。此外，支持企业在
区内购买具备合法手续且产权清晰的
厂房楼宇，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腰部
企业每年最高累计支持 500万元；对产

业链头部企业每年最高累计支持 1000
万元。区经信局还支持企业在区内租
赁具备合法手续且产权清晰的厂房楼
宇，对一般性企业最高给予租赁场地建
筑面积2000平方米支持，每年最高累计
支持 300万元；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
腰部企业最高给予租赁场地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支持，每年最高累计支持
500万元；对产业链头部企业最高给予
租赁场地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支持，每
年最高累计1000万元。

一季度开门红奖励提出，对一季度
产值净增量在 1000万元（含）至 5000万
元的企业，最高支持 50万元；净增量在
5000万元（含）至 1亿元的企业，最高支
持80万元；净增量1亿元（含）以上的企
业，最高支持100万元。

此外，首次升规的先进制造业企
业，给予最高一次性20万元支持。

为了鼓励企业增产扩产，支持存量
企业扩产，存量一般性企业按核定纳入
支持范围总投资的 20%给予支持，最高
支持 200万元；存量高成长性中小企业
和腰部企业按核定纳入支持范围总投
资的30%给予支持，最高支持500万元；
存量产业链头部企业按核定纳入支持
范围总投资的 50%给予支持，最高支持
1000万元。

区经信局还鼓励企业智能转型，存
量企业按核定总投资的 20%给予支持，
最高支持 200万元；存量高成长性中小
企业和腰部企业按核定总投资的 30%

给予支持，最高支持500万元；存量产业
链头部企业按核定总投资的 50%给予
支持，最高支持1000万元。

为了培优育强，对获国家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的给予最高
500万元支持；对获得市级产业创新中
心的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企业获得

灯塔工厂称号的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
持。企业获得国家级智能工厂、数字化
车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
产品的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企业获
得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企业技
术中心、隐形冠军等，给予最高 50万元
支持。

绿色化改造提升项目最高支持200万

上周，市教委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
体育设施在节假日及寒暑假向学生开放
工作的通知》，受到不少学生和家长点
赞。目前正值暑假，中小学体育设施开
放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连续走访本市20
余所中小学发现，一些学校正在创造条
件面向学生开放体育场馆设施，但还有
一些学校尚不具备开放条件。对此，市
教委明确，各区将“一校一策”制定开放
实施细则，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部分学校场馆需提前预约

上午10时许，人大附中经开学校跆
拳道馆里，20余名学生挥汗如雨，正在
进行一对一竞技实战训练。“参与集训
的既有本校专业队学生，也有校外的区
级跆拳道队员，大家在一起切磋，为市
级和全国比赛做准备。”总教练周小明
介绍，该校是跆拳道特色校，暑期面向
跆拳道队员开放体育场馆。

采育中学高二学生赵立文杰是大兴
区青年跆拳道队队员，他主动向教练报
名参加此次暑期集训。“平时我都在一些
社会场馆练习，不仅收费，对手的技术还
有好有坏。”他说，学校暑期开放场馆，训
练起来会更放心。有专业的教练和校队
队员一起集训，感觉非常不错。

从2019年起，人大附中经开学校在
节假日及寒暑假面向本校学生及校外

学生训练队开放体育场馆设施，包括室
外田径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
以及室内体育馆等。今年暑假，由于校
园地面施工，该校封闭了部分区域，目
前只开放体育馆和跆拳道馆。学生入
校需向老师提前预约、报备，安保人员
核对名单后，由老师统一带进场馆内。
周小明说，施工计划8月底完成。之后，
该校所有体育场馆将在节假日、寒暑假
陆续向本校学生、周边社区和外校学生
开放。

社区居民为自由进校
锻炼点赞

早上 8时左右，初中生刘芸汐和母
亲一起走进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简
单热身后，她跑到操场的篮球架下，开
始练习投篮。“这里是我的母校，从我家
走过来只需要 5分钟，太方便了！”运动
间隙，她说，“放暑假的这段时间，我几
乎每天都来这里锻炼，围着操场跑几
圈，或者打半个小时篮球。”

“最开始是陪着孩子一起来，现在
我也爱上运动了。”刘芸汐的母亲说，
以前每逢假期，总为孩子去哪锻炼发
愁——免费的公园离家太远，家门口的
健身房收费偏高，自己住的小区没有实
现人车分离，也不能放心地让孩子玩耍
锻炼。“现在能到家门口的学校里锻炼，

既安全又方便。”
方庄二小从去年1月开始探索在周

末及寒暑假对外开放体育设施。“相比
在校时间，周末和假期里，学生们拥有
更完整的自由活动时间。”该校校长陈
立说，已经面向在校学生及家长、周边
社区居民，开放了运动场地、图书室和
部分教室。“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趁
着假期到学校来运动、读书。”

开放校园一年有余，陈立发现，本
校学生在假期可以自由进出校园，所以
开学后也更喜欢来学校了，不适应校园
生活的学生明显减少了。“我们准备了
足球、橄榄球、排球、乒乓球等多种活动
项目，将引导学生树立同伴交往意识、
培养活动组织策划能力。”

不少学校因校园整修
封闭管理

校园对外开放，确保安全是第一位
的。一些学校工作人员坦言，对外开放
体育设施有一定困难。“入校人员的自
身安全、校园的设施维护，都需要大量
教师和工作人员投入时间和精力。”周
小明说，暑期跆拳道集训队学生都有专
人看管，今后面向更大群体开放，需要
调动更多力量。

正逢暑假，还有一些学校正在整修
校园，并不具备开放条件。比如，丰台

区东铁匠营第一中学高中部在重新铺
设操场，芳古园小学教学楼装修。市民
杨女士就住在这两所学校附近，她给 8
岁的女儿报了体能培训课，“很期待学
校施工后，能逐步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
体育设施，让我们锻炼起来更方便。”市
民郭女士是一名二年级学生家长，她建
议学校为学生开辟入校的“绿色通
道”。多位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会结合
校内体育设施实际情况、校园承载人数
等，科学制定合理的开放计划。

专家：“量力而行”逐步
实现常态化开放

“中小学开放体育场馆设施，至少
要满足本校学生在假期回到学校锻炼
的需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认为，校园开放也要“量力而
行”，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面向校友、
周边社区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学校还
可以和社区签订协议，引入社区资源互
助合作，共同维护体育场馆设施。“政府
部门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学校达到
开放条件。”他建议，假期里，校园装修
一般是分时段、分区域进行，在确保安
全的基础上，学校可以适时开放未施工
的运动场地，开学后再全部开放，“通过
政府保障、社会支持，使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实现常态化开放。”

进校锻炼有的需要预约有的还没动静

市民盼家门口的学校场馆都开放
本报记者 李祺瑶 牛伟坤 何蕊 刘苏雅 王瑶琦 实习生 吴梓琳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北京市气
象台 2024年 7月 23日 21时 05分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4日14时至
25日 20时，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小
时降雨量超过 50毫米的强降水，西部
北部沿山及东南部地区 6小时降雨量
将超过70毫米，局地24小时降雨量将
超过 100 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
现强降水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
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
注意防范。

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也
来得更猛烈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张琳娜介绍，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
影响，预计今天午后至明天傍晚，北京
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降雨时间将持
续30个小时左右。

记者了解到，这场降雨的累计雨
量可达大雨到暴雨，西部、北部沿山及
东南部局地大暴雨。

具体来看，今天中午前后开始出
现雷阵雨天气，前期对流性强，以短时

强降水为主，局地伴有 7 级左右短时
大风和小冰雹；明天降雨趋于平缓，将
于傍晚前后结束。

虽然雨水来临，但今天京城天气
仍然闷热。预计今天最高气温仍将达
到 34℃左右，且湿度大。明天受连续
降雨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预
计跌至29℃。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可能造成路
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积水，
对今天晚高峰和明天早高峰交通有较
大影响，建议公众合理安排出行，注意
道路湿滑和积水，确保驾驶安全。山
区和浅山区局地强降雨易引发山洪、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公众避
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远离高压线
和沟道河道，避开低洼区域。

另外，强对流天气时伴有雷电、冰
雹和短时大风，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
象预警信息，降雨期间减少出行，不要
在高楼或大型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
免被坠落物砸伤。

今天午后至明天傍晚有大到暴雨
预计将持续30小时左右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进入暑
期，文博游持续火热，北京地区热门
博物馆一票难求。7 月以来，20 余家
热门博物馆深入挖潜，采取延时开
放、错时闭馆等措施，满足更多观众
的参观需求。

根据自身承载能力和暑期客流情
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艺
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
馆、北京天文馆、北京汽车博物馆等
20 余家热门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举
措。其中，国家自然博物馆8月1日前
每个开放日延时至18时，8月1日后结
合展览和活动每个开放日将进一步延
长开放时间；北京天文馆每个开放日
由 16 时 30 分延时开放至 19 时；首博
每个开放日由17时延时开放至18时。

一些博物馆结合自身特色，在延
时开放期间推出系列文化活动。中国
园林博物馆推出“仲夏夜之梦”夜宿最
美博物馆活动，观众可在博物馆夜宿，
24 小时参观游览不同时段的园林之
美。国家自然博物馆从 8月 1日起推
出“博物馆之夜”活动，举办非遗彩灯、
展览、科普活动等。北京古代建筑博
物馆在延时开放期间推出灯光秀。北

京天文馆在延时开放时段，增加品牌
活动《天文小讲堂》和周六专场《观星
者说》。钟鼓楼推出舞剧《唯我青白》
段落《瓷影》展演、京味非遗皮影剧目

《钟鼓奇谭》展演等活动。
为保证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以

参观，首博、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
影博物馆、北京天文馆、艺博、汽博等
10 余家热门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
例，调整为周二闭馆。在闭馆日，博物
馆工作人员保养文物、优化展览、调试
设备、安全检测，确保能够给观众提供
更好的参观体验。

博物馆错峰闭馆是否有必要？中
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编辑部主
任、研究馆员李晨表示，博物馆里的文
物也是需要休息的，比如，古代书画等
文物不能一直暴露在灯光下，需要避
光休养，防止老化，博物馆的设备设施
也需要定期检测和维护。另外，博物
馆还会结合广大观众的意见建议，利
用闭馆日对展陈方式和个别文物进行
调整和优化。“部分热门博物馆调整闭
馆时间，是很人性化的举措，让市民游
客在北京每天都有博物馆可以参观，
也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李晨说。

京城20余家博物馆优化开放时间
保证观众每天都有馆可逛

本报讯（记者 王瑶琦 柴嵘）昨
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方案——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0版分组方案。病种分值2.0版病种
库包含核心病种 9520组，增补肿瘤基
因治疗和分子治疗等病种，分组更精
细，覆盖更全面。2025年起，各统筹地
区将统一使用新版分组。

自 2019年开始，国家医保局积极
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截至 2023年底，
我国超九成的统筹地区已经开展病
组/病种分值支付方式改革。但随着
支付方式改革的深入，部分地方医保
部门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反映现行
分组不够精准、不够贴近临床等，希望
国家对分组进行动态调整。

为了解决遇到的问题，国家医保
局组织专家研究制订按病组付费分组
方案 2.0版和按病种分值付费病种库
2.0版。

病组2.0版分组重点对重症医学、
血液免疫、肿瘤、烧伤、口腔颌面外科
等 13 个学科，以及联合手术、复合手
术问题进行优化完善；升级分组方法，
优化临床论证方式，在原有 31个临床

论证组独立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多
专业联合论证模式，如开展耳鼻喉科
和颌面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和心血
管内科的联合论证，更加符合临床实
际情况。

病种分值 2.0 版病种库包含核心
病种9520组，与2020年国家医保局发
布的病种分值1.0版病种库相比，减少
了 2033组。看上去数字少了，其实是
因为删减、合并和调整了完全相同的
病种，集中度得到了提升，而且覆盖的
核心病种不降反增。此次针对临床反
应的病种分值1.0版病种库中，缺少肿
瘤基因治疗、分子治疗、免疫治疗以及
部分放射治疗等情况，根据实际数据
增补对应病种，分组更加精细，覆盖更
加全面。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表示，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成
效初步显现，改革后医疗机构诊疗行
为更加规范，平均住院日有所缩短，
节省了患者就医费用和时间成本。
改革有效地帮助医疗机构优化收入
结构，大幅提高了使用质优价宜的集
采药品积极性，保障了参保人员医保
资金安全。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新方案发布
增补肿瘤基因和分子治疗病种

本报讯（记者 赵鹏）昨天，区科协
公布了“2024年上半年全民科学素质
工作进展情况”，其中提出城市副中心
正在重点提升五大人群的科学素质。

上半年，区科协牵头实施了五大
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区科协
通过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启动航空航天科普系列宣讲进校园项
目，启动未成年人科学素质提升培训
项目，组织学生参加青少年科学影像
节活动，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梦想；实施
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开展支农助
农惠农科技科普需求服务，组织动员
54 家纲要成员单位以 11 个乡镇为主
战场开展科普之春活动；实施产业工
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开展“民法典”

“安全生产”线上知识答题活动两期，
开展法律“五进”活动，覆盖职工近万
人；实施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开
展“预防电信诈骗及信息无障碍”系列
培训活动 25 场，开展“健康生活科学
素质提升培训”“慢病防治科学素质提
升培训”及“居家安全科学素质提升培
训”等系列培训 25 场，每月面向全区
社区（村）开展“健康科普大讲堂”活动
近百场；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
素质提升行动，举办 2024年北京市公

务员科学素质大讲堂活动暨 2024 年
公务员科学素质大讲堂通州专场活动
3场，提升副中心公务员科技素养和创
新能力。

与此同时，上半年区科协还牵头
实施了六大重点工程。区科协通过实
施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在科技周期
间开展为期一周的科技科普展；实施
科普智慧提升工程，开展“春播备耕科
普知识宣传”“急救知识科普”“儿童心
理健康义诊咨询活动”等线上科普智
慧活动 80 场；实施创新文化发展工
程，在文化馆宣传周活动中举办形式
多样的“运河学堂”及错峰艺术培训
班；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持
通运街道紫荆雅园、于家务回族乡大
耕垡村等 4 个街道、社区（村）围绕健
康生活、绿色低碳等主题建设科普大
道和社区科普广场；实施基层科普能
力提升工程，支持网安园、一方健康谷
等企业科协建设，并支持幽兰山谷、声
音博物馆、万华镜、绿蜻蜓等 14 家基
层科技馆之城单位开展科普能力提升
工程建设；实施科学素质交流合作工
程，与武清、廊坊科协紧密联结，组织
天津武清和廊坊科协参与各类科技交
流展示活动。

副中心重点提升五大人群科学素质

酷暑·记者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