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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多措并举服务进出京旅客五一假期多措并举服务进出京旅客

地铁延时运营地铁延时运营 景点增加车位景点增加车位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主力

“五一”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
公路对 7座以下（含 7座）载客车辆免收
通行费，免费时段为 5月 1日 0时至 5月
5日24时。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时间以
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

市交通委介绍，假期高速公路出行
需求旺盛，京郊短途自驾游与跨省中长
途自驾游交织，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
主力，占进出京客流总量的 61%，日均
交通量 113万辆次，成为市民出京旅行
首选。

假期客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潮
汐特征。“五一”假期首尾形成“双峰”，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是出京高峰，其中 5
月 1日为出行最高峰，铁路、民航、省际
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客流达 513万人
次，或刷新单日峰值纪录，5月 4日、5日
是返京高峰，进出京客流达445万人次，
高速公路交通量达287万辆次。

“五一”假期，本市“七站两场”客流
总体高位运行，特别是 5月 1日、4日、5
日客流将迎新高，北京南站、北京西站、
丰台站、朝阳站四个火车站客流量大，
占比超过八成。重点场站夜间接驳压
力突出，特别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首都
机场、大兴机场需求更加旺盛。

交通部门特别提醒，4 月 30 日（周
三）为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节前通
勤高峰、活动高峰、离京高峰“三峰”叠
加，预计晚高峰提前至下午 14时，持续
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一倍以上，16
时 30 分至 19 时 30 分路网压力最为突
出。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
承、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六环
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
中。建议广大市民关注路况信息，尽量
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

段。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大，请预留
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
道交通。

热门景区周边提供超 5
万个车位

“五一”期间，本市推出 1900 余场
文旅活动，将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
北京。

交通部门预测，王府井、西单、南锣
鼓巷、金鱼胡同、珠市口、动物园、巴沟
等 7个地铁站客流集中，将较近期周末
客流增长超过 50%。地铁 2、3、6、8、10、
15、17号线，适时采取加开临客、延长运
营时间等服务措施，满足乘客出行需
求。公交增加途经公园景区、热门商圈
和群众性活动场所等周边的公交运力
供给，加密发车间隔，根据客流变化采
取调度措施，确保运力充足。

在停车方面，交通部门挖潜增设临
时停车区域，满足市民游客停车需求。
针对市民出行意愿较高的 62个郊野公
园和热门景区公园，通过开放专用停车
场、设置临时停放区、封闭部分道路空
间供车辆停放等方式，共享一公里范围
内可利用的停车资源，以及在周边空地
和道路挖潜增设临时停车区域等方式，
提供超过5万个停车位。

目前，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服务
区已实现了充电设施全覆盖，共设置
充电桩 481 个、充电车位 637 个，其中
超充车位 11 个，换电站 10 座，充电车
位占比 24.7%。

8条地铁延时接旅客回家

节日期间，本市充分发挥轨道交通
大客流运输优势，坚持“组网延时”“按
需延时”的工作原则，针对性制定重点
场站夜间延时措施。比如 5 月 5 日夜

间，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
机场线 8条线路共同“组网”，最晚延长
运营至次日2时。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
可实现换乘，方便远距离疏运。

公交方面，增加备班运力，加强途
经 7大火车站的 103条始发途经线路的
运营组织，加大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增
开朝阳站直达地铁 6号线、10号线和 14
号线的摆渡车，加快旅客疏散。

出租汽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分
场分站“圈车”“保点”。组织首约、滴
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约车优
先派单，优先调派场站周边车辆接单
疏运旅客。

机场巴士方面，适时开启双窗口售
票，日间线路加密发车频次，备勤车辆
应对突发客流，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好体
验。在做好现有5条夜航巴士线路运营
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增加运力投入、延
长运营时间、增设抵达站点、配备爱心
巴士，遇大客流做好兜底保障。

铁路民航进出京旅客预
计1328.54万人次

“五一”假期，通过铁路、民航进出
京旅客预计 1328.54 万人次，较 2024 年
上升5.45%，其中，铁路部门北京地区预
计到发旅客 1058.5万人次，旅客出发高
峰日为5月1日，当日预计发送旅客86.3
万人次；到达高峰日为 5月 5日，当日预
计到达旅客81万人次。

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介绍，围绕“七
站两场”地区服务保障，本市调整北京
西站、南站、北站地区公交场站部分车
道、空间，给旅游大巴车停靠、网约车
和社会车辆接驳使用，提高运力和蓄
车能力，“五一”假期，七大火车站地区
共提供约 6300 个停车位，以及 15 处即
停即走落客区，满足接送站停车落客
需求。

在保障旅客出行方面，市重点站区
管委会加强与国铁、民航等部门的联合
值守，“面对面”了解掌握“小时级”客流
数据，实时掌握列车晚点停运、航班延
误取消等情况，为服务决策和运力调
配提供精准有力支撑。同时，推行接
驳区域大客流期间免费抬杆放行、动
态调整停车场出入口流线、加强即停
即走落客区管控和引导等举措，提高
区域通行效率。

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极端天气情
况，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制定完善了共计
16部应急预案，做好因极端天气情况引
发的列车限速运行、航班延误取消、旅
客出现滞留等情况的远端信息通报、现
场应对处置等工作。遇极端天气机场、
车站开放候车室、室内安全区域，必要
时引导旅客先行等候，待气象条件合适
后再出行。各站区储备了共计 4.5万件
雨衣，提供防暑降温饮品、药品等，以备
旅客不时之需。

首都交警铁骑全员上路巡控

“五一”期间，交管部门将紧盯出游热
点地区，“一地一策”优化交通流线，加强
维护疏导，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
交通管理措施，确保交通正常运行。同
时，紧盯周边关键桥区、路口、出入口节点
设置疏导岗位，交警铁骑全员上路，加强
路面巡控、视频巡检，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交通事故、故障车等突发警情。

结合往年情况，京藏高速八达岭路
段、健翔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望和桥
至酸枣岭桥，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房
山梨园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等路段比
较容易在“五一”假期期间出现车辆排
队的情况。对此，交管部门将紧盯22条
重点高速、国市道，联合产权单位和周
边省市交管部门，强化外围分流、维护
疏导。

昨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五一”假期交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市交通
委、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市公安局交管局、首都机场集团介绍节日保障措施。“五一”假期，预计
城际交通进出京总量2210万人次，日均客流442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增长5%，或创历史新
高。为了保障市民节日出行，8条地铁线路共同“组网”，最晚延长运营至次日2时。

劳动节让娃撒欢

市属公园发布亲子攻略
本报讯（记者 代丽丽）“五一”假期

临近，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文旅融合的
系列游园活动，构建“可逛可赏、可玩可
学、可尝可购”的游园场景，提供兼具文
化深度与趣味休闲的假日新体验。

“五一”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围绕花
园城市建设，将传统文化与古典园林、
名胜古迹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的节日
场景。

颐和园结合五月的园林花卉景
观，在养云轩推出探秘寻宝、花卉书
签制作活动，展现中国传统园林艺
术；天坛公园将由劳动模范带领大家
畅游天坛，分享天坛生态景观、建筑
文化的故事；北海公园举办“文化原
乡 福地壤塘 2025 北京行”展览，唐
卡、瓷板画、金工、刺绣、陶瓷、石刻等
二十二大类的非遗精品及非遗文创
产品齐聚；国家植物园（北园）将举办
万物共生大讲堂，为游客讲述中国植
物故事；中山公园、景山公园带来中
轴线上的“植物笔记”，带领游客制作
团扇、观察植物。

游船摆渡、游乐场是“遛娃放电”的

传统方式，北海公园“让我们荡起双
桨”、紫竹院公园儿童游乐场、北京动物
园游艺广场、陶然亭公园大雪山等一直
是亲子家庭释放活力、增进情感的热门
场所。颐和园、天坛、中山、景山、香山、
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等多家市属
公园还为孩子们备好了丰富多彩的研
学项目，包括自然生态、园林古建、红色
文化、节气时令等主题。

园林实景演出、创意场景市集逐
渐成为文旅融合的新体验。“五一”期
间，天坛、香山、景山、陶然亭公园将开
展八音乐器、民乐非遗、古彩戏法等表
演 30 场次，与游客市民一道欢度劳动
者的节日。

其中香山公园以山水园林为幕、丝
竹管弦为韵，在见心斋呈现沉浸式民乐
演出；景山公园在西区举办“公园礼物”
文创市集、开展古彩戏法表演，包括：变
脸、古彩戏法、情景短剧等。陶然亭公
园连续两天举办非遗表演和文艺表演，
包括魔术、口技等特色节目，融汇老北
京中幡、摔跤、飞叉等非遗技艺展示，带
来亲民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氛围。

五一来看绿孔雀

北京动物园来了新成员
本报讯（记者 代丽丽）迎“五一”，北

京动物园“上新”了！新增展示动物8种
21只，目前已经全部展出。游客朋友可在
这个“五一”假期来到北京动物园看看新
的动物朋友，开启一场奇妙的自然之旅。

“此次我们新增展示物种共 8种 21
只，包括眼镜王蛇、绿孔雀、山魈、绿狒
狒等多种珍贵物种。为了让新展出的
动物更加适应动物园的生活，我们也为
它们做了充足准备，包括饲料的适口调
整、生活环境的丰容措施提升等。”北京
动物园副园长卢雁平介绍。

在两栖爬行馆西北侧兽舍展出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珍贵十足。
绿孔雀在中国仅见于云南西部、中部和
南部，是我国特有的本土物种且数量稀
少。此次引入的绿孔雀不仅具有展示
功能，还是异地保护的典型案例。

眼镜王蛇堪称蛇中之王，此次新引入
的眼镜王蛇已入住两栖爬行动物馆二层
展缸内。因其饲养难度较大，饲养队专门
为它配备了饲养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玻璃展缸里的环境模拟了大自然
的生态景观，多种垫层不仅让动物生活

得舒适，还能够让展厅里的绿植长得更
好，靠植物提供的氧气及湿度就可达到
动物所需。

这个春天，北京动物园不仅有新动
物的展出还有新景观的改造升级。公
园将位于金丝猴馆南侧的湿地打造成
了沉浸式场景，打造动植物生态景观，
助力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在湿地展出
了丹顶鹤，同时还能吸引鸳鸯、赤麻鸭
等水鸟。

北京动物园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
聂晶介绍，主题场景充分参考动物原生
环境，打造基于自然环境的还原状态，
利用湿地水系水生植物形成自然隔离，
营造多种动物特别是鸟类的重要栖息
场所，采取栈道观看的方式使游客视线
更加开阔，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沉浸
式观览体验。

除此以外，长臂猿馆新展出了山
魈、绿狒狒，热带小猴馆展出了环尾狐
猴，生态厅、水禽湖还分别新展出了黑
冠鹤、丹顶鹤以及白枕鹤，这些物种之
前都在北京动物园生活过，但都因各种
原因中断了多年，今年恢复展出。

文物寻踪编织运河文脉

重点精品短剧《祈安澜》上线播出
本报讯（记者 池阳 实习记

者 王戬）今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第四批推荐项
目、“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
品项目《祈安澜》在红果短剧上线播
出，通过一场奇妙的冒险，将传统与
现代审美融合，以青春视角激活文
化记忆的叙事特色，让沉睡的大运
河历史焕发出令人惊艳的光彩。

《祈安澜》构建了一个虚实相
生的平行叙事空间，博物馆实习生
温一诺、镇水神兽“蚣蝮”、主播秦
牧，三“人”通过“文物寻踪”的主线
剧情，将鼓槌、绣球、水尺等文物转
化为扣人心弦的剧情密钥，在悬疑
迭起的冒险征程中，巧妙编织大运
河千年文脉与非遗技艺的璀璨图
谱，实现青春语态与传统美学的创
造性转化。

剧中对非遗技艺的呈现，如运
河号子、舞龙灯等，不仅是对非遗
的传承与弘扬，更是传统技艺与现
代审美的碰撞交融。使观众在欣
赏剧情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
解大运河的千年文化与非遗技艺
背后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为向观众呈现电影级视听质
感，除集结了总编剧锦沐与编剧伊
枫、郭懿，总制片人陈婷，导演张俊
杰，联合导演崔健，美术指导王绍
林，剪辑指导付志博等一众制作班
底之外，该剧还突破了传统短剧的
创作窠臼，打造“小而美”的文化精
品。采用 4K 高清拍摄技术，结合
AI虚拟制作手段，注入全新的视觉
生命力，打造出既保留文化本真又
符合当代审美的视听盛宴。

据介绍，《祈安澜》描写的不仅
是一场冒险，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
的深度探索与致敬。该剧由北京
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
台、红果短剧、北京市通州区融媒
体中心、北京稻草熊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上海众福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出品，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
任公司制作，以“文化 IP+科技赋
能+青春表达”的创新模式，使微短
剧与文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彰
显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深
厚底蕴，吸引更多观众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

本报讯（记者 赵鹏）4月 25日
是第39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每年4月最后一周是世卫组织发起
的世界免疫周，值此之际，昨天，由
央广网发起、赛诺菲支持的“筑起
健康新防线预防清单要更新”425
婴幼儿呼吸健康科普行动在京举
行。通州区疾控中心免疫预防科
副科长石晶在会上表示，今年我国
调整百白破疫苗接种方案有助提
升大龄儿童免疫效果，通州有望明
年实现数智化门诊整体升级，提升
免疫规划整体服务水平。

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新生
儿科副主任寇晨在会上介绍，百日
咳杆菌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是威胁婴儿健康的两大常见病
原，具有高传染性和较高重症风
险，特别是对出生后免疫系统尚
未发育成熟的新生儿更具危害
性。百日咳在婴儿中可引发严重
咳嗽、呼吸暂停，甚至导致死亡；
而RSV 是让婴儿感染后发展为下
呼吸道感染并住院的首要检出病
原，所有宝宝都需要预防 RSV 带
来的疾病风险。

今年，我国百白破疫苗接种方
案迎来重大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将
此前3月龄、4月龄、5月龄、18月龄
各接种 1剂次百白破疫苗和 6周岁
接种 1剂次吸附白喉-破伤风联合
疫苗，调整为 2 月龄、4 月龄、6 月
龄、18月龄、6周岁各接种 1剂次百
白破疫苗。石晶表示，加强针多了
一剂，是为了更好地刺激大龄儿童
产生相应免疫效果，通过这个免疫
程序的调整，助力全人群百日咳免
疫屏障达到更好水平。

与此同时，针对RSV这一易引
起婴儿下呼吸道感染的呼吸道病
毒，创新预防手段——长效单克隆
抗体已在我国获批使用。北京市、
天津市、上海市、湖北省等地率先

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将RSV预防策
略纳入更便捷服务场景中，探索为
婴儿出生起即构建免疫屏障。石
晶进一步介绍，2024年我国首次发
布《中国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诊疗
和预防指南》，未来相关创新、制度
与实践的完善将推动RSV 整体预
防策略走向更好路径。

据赛诺菲疫苗大中华区总经
理唐晓春介绍：“这次行动是一项
聚焦科学育儿、关爱儿童健康的科
普倡议。健康的起点始于有效的
预防，未来我们将携手政府、专家
等多方力量，赋能父母群体，提升
科学育儿意识，推动免疫预防知识
普及，帮更多婴幼儿开启健康成长
起点。”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赋
能也在通州疾控工作中加速落
地。石晶介绍，通州区在原来数字
化门诊基础上提出数智化门诊，希
望通过数字赋能，赋能预防接种服
务、赋能疫苗接种，提升免疫规划
工作质量，让“数智”引领免疫规划
创新发展。通州区 2022 年启动免
疫规划数智化门诊升级建设工作，
并推进整体数智化转型，还在2025
年将其纳入通州区区域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创新方案，主要
通过语音呼叫、综合展示、智能分
诊、接种台和登记台信息共享，以
及电子围栏、智能留观等方式，使
预防接种全流程更便捷有序。

目前，通州区基本建立初步数
字化门诊系统。全区 22个免疫规
划预防接种门诊，21个门诊已实现
数智化信息化转型，数智化门诊覆
盖率达到 95%以上，助力免疫规划
工作效率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双重
提升。“通州区有望在 2026年底实
现数智化门诊的整体升级改造，进
一步提升免疫规划的整体服务水
平。”石晶说。

调整百白破接种方案提升大龄儿童免疫效果

通州有望明年实现数智化门诊整体升级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
员 李溢春）今年是京张铁路肇建
120 周年，也是京张高铁建成 6 周
年。为了纪念这条国人自主研发
的铁路，日前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下花园区的“京张铁路记忆馆”一
期工程完工，并正式开馆运行。

下花园坐拥享有“塞外小泰
山”之美誉的鸡鸣山，毗邻国内保
存最完整的古代驿站“鸡鸣驿”，既
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也是
京张铁路重要的途经站。当年詹
天佑之所以将中国人自主设计修
建第一条铁路的目标聚焦于京张
线，除了实业救国的宏愿和民族气
节的历史使命担当，还因为下花园
地区发现丰富的煤炭资源，能为过
往机车提供燃料。据悉，京张高铁
开通以来，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下花园北站累计发送旅客 133.31
万人。其中，单日发送最高峰为
2025 年 4 月 6 日，共计发送旅客
2400 人。车站停靠列车从开通初
期的 18 列增加至目前的 54 列，特
别是 2022年 10月 11日G7880次列
车开通后，下花园北站不仅成为京
张高铁与崇礼铁路的便捷换乘站，
而且成为离北京最近的复兴号高
铁列车区级始发站。

据了解，正式开馆的京张铁路
记忆馆以“百年京张，中国飞跃”为
主题，分设“京张铁路”和“京张高
铁”两个展览主单元。布展通过内
容设置和功能划分，实现一馆多能
的服务。在二楼设置“研学大讲

堂”，配备专业讲师及相应的文史
和科普课程，借助馆内丰富资源，
开展铁路研学活动；特别设置的

“科技体验室”以“穿越百年京张、
触摸科技未来”为主题，3D打印复
原蒸汽机车，学生可以亲手组装机
车零件，在互动实践中感受铁路匠
心，启迪创新思维，领航科技梦想。

在此基础上，展馆还预留临时
展厅，可灵活开展“党史教育”“城市
发展”等地方展览内容，使之更好地
成为区域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和
文旅研学新场所，吸引莘莘学子参
与研学活动，为赓续“天佑精神”、打
造“京张铁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京张铁路精神，拓展京北
地区文旅研学提供有力助益。

据中国收藏家协会铁路文化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赵向红介绍，

“京张铁路记忆馆”是按照国家文
博规范做出专项提升后建立的文
史类收藏馆。作为多年从事铁路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专业人士，
她对京张铁路情有独钟。百年京
张铁路作为中国铁路自主设计修
建的里程碑，不仅承载着中国铁路
从筚路蓝缕到领跑世界的壮阔史
诗，更铭刻着中华民族自立自强、
创新超越的精神密码。而今，京张
高铁已成为新时代中国铁路技术
飞速发展的缩影，不仅继承了前辈
们的智慧与勇气，更以其高科技、
智能化的特点，为推动京津冀乃至
更广泛区域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京张铁路记忆馆一期工程正式开馆运行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作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廊坊市“北三
县”供水工程（北京段）拆迁工作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该工程以“破竹之势”全
力推进，其建成后将彻底改写燕郊开发
区、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用水困
局，同时为通州、大兴两区提供坚实备
用水源，当前施工现场正以紧锣密鼓的
节奏，攻克着建设中的重重难关。

工程从南水北调廊涿干渠末端分
水口取水，穿越大兴、通州两区，管线全
长 41.7 公里，设计年输水量 1.1 亿立方
米。其线路长、输水量大，沿途地形地
貌复杂多变，不仅要穿越河流、道路等
障碍物，还需经过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区
域，对施工技术和工程质量提出了极高
要求。在铺设管线过程中，施工团队需
采用先进的定向钻、盾构等技术，精准
控制施工精度，确保管线安全稳定，避
免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

此外，工程涉及通州区 4个乡镇的拆
迁工作，涵盖管线占地、泵站选址及配套
设施建设等多个关键环节，面临着巨大
的沟通和协调难度。同时，工程还需与
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做好衔接，
保障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这无
疑增加了工程建设的复杂性。

面对重重困难，通州区水务局始终
坚持“政策先行、民生为本”原则。联合
市水投集团、属地乡镇成立专项工作
组，针对不同村庄和住户的具体情况，
采用“一村一策、一户一档”精准施策，
全力确保拆迁补偿标准公开透明。目
前，“北三县”供水工程定福庄泵站主体
结构已经完工。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后续工作将以“钉钉子精神”抓落
实，直面工程建设中的各项难题，克服
重重困难，确保在 2027 年前工程全部竣
工，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
全保障。

“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拆迁冲刺

建成后将为通州大兴提供备用水源

通州与北三县加强合作，积极推进“北三县”供水工程。（资料图）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