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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的京津冀”服务民众新生活
——京津冀城际铁路建设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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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连点成网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18
分，雄安新区刚刚落成的雄安站
内，复兴号高速动车组C2702次
列车准时发出，驶向北京西站。自
此，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北京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紧紧
联在一起。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
雄安新区融入京津冀城际铁路
网，实现了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
的半小时交通圈。”雄安高铁公司
雄安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政说，开
通后，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
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兴机场至
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39 岁的常永山来自北京大
兴，是中国电科集团太极计算机
股份有限公司雄安分公司总经
理。这家公司2018年进驻雄安，

参与新区智能城市规划建设，目
前新区常驻员工70余人，大多来
自北京。

“以前开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
高铁通车后，将极大解决公司员工
京雄两地通勤问题。”常永山说。

除了京雄城际之外，京津冀
的“高铁名单”还有一长串：京津
城际延长线、石济高铁、京张高
铁、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高铁逐步连点成
网，京津冀半小时、一小时交通圈
已初具规模，让空间上的“一体
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普速串联成环

在京津冀区域内高铁逐步成
网的同时，普速铁路也在快速
发展。

为盘活区域内既有铁路线路

资源，铁路部门打通河北省邯郸、
邢台、衡水、沧州、唐山、承德、保
定、定州8个地市级城市与北京、
天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阻
隔，以石家庄、邯郸为支点，开行4
对环绕京津冀的普速环形列车，
大环形列车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 公里；小环列车由衡水始
发，经停天津、唐山到达秦皇岛；
由邯郸始发经停石家庄、北京西
到达张家口。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环形普速列车的
开通，不仅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
要地市级城市之间的有效串联，
也为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线路区域
的地市级城市民众提供了就近通
过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一次性换
乘高铁的良好出行体验。

与此同时，市郊列车的大力
开行也在积极缓解京津冀交通压
力，促进区域交流合作。

除了已经开通运营的津蓟线
市郊列车、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
中心线等，去年9月30日，北京市
郊铁路S5线（怀密线）正式从清
河站改为北京北站始发终到。旅
客出行有了更多选择，还可更加
便捷地游览雁栖湖、红螺寺、青龙
峡、古北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景
区，提升出行体验。

未来出行更美好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
蓝图上，京唐城际、京滨城际、津
兴铁路等多条高铁的建设正在
不断推进，石雄城际、雄忻高铁、
雄商高铁等多条铁路的建设审
批通过……

1 月 7 日 ，一 列 崭 新 的
CR400A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
组列车呼啸驶过京哈高铁北京至
承德段，预示着京哈高铁进入全

线开通倒计时。
京哈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即将
开通运营的最后一段北京至承德
段，将承德市拉进首都1小时交
通圈。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铁路部门在不断完善路网结构，
全力打造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
交通网络。目前，北京、石家庄、天
津、廊坊、沧州等城市间开行了朝
夕通勤早晚动车组。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
部门将在高铁、城际、普速、市郊
等列车开行的基础上，根据早晚
高峰客流需求，进一步优化京津
冀地市级以上列车开行方案，增
开热门方向城际列车，充分满足
民众出行需要，打造出行美好生
活。 （新华社樊曦岳阳周圆）

隆冬腊月，每天上午9时，
67岁的孟学斌就出现在小区单
元门口。他背着喷壶，从一楼爬
起，一层层消毒。新刷的楼梯很
亮，楼道墙壁上张贴着各类宣
传标语，这些都是他带着居民
一起布置的。

“在这儿住一天，就要守好
一天。”孟学斌是一名公安部门
退休干部，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外区民强街道文化社区。两
年多以来，他走家入户，成为群
众的贴心人、带头人，还有个令
他自豪的名字——网格员。

2019年以来，哈尔滨市道
外区探索以“网格+党建”，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在下辖22个街
道、40个农村，建立起360个网
格党支部，共招募7000多名网
格员。

这支队伍包括党员组成的
“先锋部队”，网格长、楼栋长、单
元长组成的“主力部队”，市政、

公安、综合执法等力量组成的
“联合部队”，还有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志愿者组成的“机动部
队”。其中，有还在上大学的“95
后”，也有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格
员迎来大考，也成为基层疫情
防控的生力军。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发放消毒物资，社区卡口
24小时值守，为隔离人员购置
蔬菜水果……他们奔波在楼梯
上下，来往于楼宇之间，用脚底
板走出百姓安心路。

“我们社区只有12名工作
人员，以前忙得脚打后脑勺，恨
不得一个人拆成几个人用，现
在网格员帮了我们的忙，事多
也不怕了。”道外区南直街道先
锋社区主任由玉清说。

道外区是哈尔滨市老城区
之一，老旧小区面临很多治理
难题。为了方便居民联络，依托
网格员建立“解事”微信群，发

布消息、收集信息更加快速
及时。

南马路街道南坎社区临近
文教用品、调料等批发市场。以
往，小区内经常停放着不少“僵
尸车”，车里堆积着商户的各类
物资，既堵住消防通道，存在安
全隐患，又影响小区环境和居
民生活。去年夏天的一天，一名
网 格 员 将 问 题 发 到 了 微 信
群里。

“马上就办。”很快，社区工
作人员、物业公司、城市管理
局、交警等多部门一起行动，给
一些“僵尸车”贴上了封条，并
通知车主尽快处置。几天之后，
小区内20多辆“僵尸车”被全部
清走，道路两侧变得井然有序、
干净整洁。

“原来我们去找车主，不管
怎么说，他们都不听。现在‘联
合执法’有了震慑力，很多问题
都好解决了。”南马路街道南坎

社区党委书记王松蕊说。
为了更好服务辖区内商圈

和百姓，南马路街道还建立了
联通手机APP和后台的智慧平
台。在一张“网格地图”上，哪里
有百姓反映问题，哪里就有红
灯亮起。街道接到消息后，立即
联系相应社区和网格员前去
解决。

多位居民告诉笔者，网格
员们处理的看似日常小事，却
都是最直接关系百姓生活的大
事。一来二去，他们把百姓需求
落到实处，把矛盾问题化解在
街道和社区。

“网格员队伍是党在基层
的触角，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党
的声音带到哪儿。”道外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孙晶说，未来道外
区将优化队伍配置，健全激励
奖励机制，进一步发挥网格员
作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新华社杨思琪）

“用脚底板走出百姓安心路”
——哈尔滨道外区7000多名网格员的一线故事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苗木、花卉特色种植产业，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图为1月17日，肥西县上派镇兰君扶贫产业园里，花农在管护蝴蝶兰。 方好 摄

新华社天津
1 月 19 日电（记
者 周润健）1 月
20日，腊月初八，
迎来传统节日腊
八 节 ，俗 称“ 腊
八”，巧合的是，
这一天还是“大
寒”节气的开始。

民俗专家表
示，“腊八”巧遇

“大寒”比较罕见，
在寒冷的“四九
天”，喝上一碗飘
香的腊八粥，会别
有一番滋味。

历史学者、天
津社科院研究员
罗澍伟介绍，腊
八节的前身是古
代的“腊日”，“腊
日”在上古时代
是最重要的年终
祭祀日。古人每
年都要举行冬祭，用猎获的禽兽祭
祀祖先和天地神灵，以求来年五谷
丰登和家人平安，俗称“腊祭”。由
于每年的“腊祭”均在与来年衔接
的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
月”，并把举行“腊祭”的这一天称
为“腊日”，但这一天不固定。

到了汉朝才明确规定，冬至后
的第三个“戌日”为“腊日”。魏晋南
北朝时，“腊日”又融入了佛教的传
说故事，从而给“腊日”增添了新的
含义，并固定在了腊月初八这一
天，因此有了腊八节。

一千多年来，“腊八”之所以流
传不衰，关键在于它传递出了“年
关”的强烈信号，预示着新的一年
就要到来。

“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
罗澍伟表示，从这句民谚中可以看
出，“腊八”是传统农历新年的开场
锣鼓。从这一天开始，人们开始以
喜悦的心情“忙年”“备年”。

巧合的是，今年“腊八”正逢
“大寒”第一天，“四九”第四天。“中
国传统历法长时间与二十四节气
并行且相对应，但两者遵循的规律
不同，所以‘腊八’不仅会巧遇‘大
寒’，还会巧遇‘小寒’或公历‘元
旦’。”罗澍伟解释说。

“大寒”往往是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我国民谚也有“腊七腊八，
冻死寒鸦”等说法。“大寒”“腊八”
赶在一块儿，给人的感觉是“冷上
加冷”。

“在‘小寒大寒，冻成冰团’的
时日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不仅可以驱寒保暖，增加身体
御寒能力，还能预防寒邪外感，调
理肠胃，堪称延年益寿、保健养生
的佳品。”罗澍伟说。

重庆启动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建设

新华社重庆1月19日电（记
者 周文冲）记者从重庆市林业局
获悉，重庆市今年启动“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建设，按照整体性和原
真性要求，在长江重庆段实施系统
生态保护与修复，用10年左右时
间营造林315万亩。

根据实施方案，“两岸青山·千
里林带”建设范围包括：长江干流
重庆段及三峡库区回水区，嘉陵
江、乌江和涪江重庆段两岸第一层
山脊线范围以内，或平缓地区江河
两岸外1000米左右，项目区涉及
重庆市28个区县。

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王声斌
介绍，该项目将重点恢复长江重庆
段两岸森林植被，精准提升森林质
量，丰富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
失，改善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和水域
生态功能。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将
因地制宜，按照峡谷景观生态屏
障、浅丘产业生态屏障、城镇功能
生态屏障三种类型分类施策。

助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加快布局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
者 张泉）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同
意建设中国安吉（绿色家居）、中国
桐乡（现代服饰）、中国海宁（纺织
服装与家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至此，全国已建成和建设中的
知 识 产 权 快 速 维 权 中 心 达 到
25家。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面向
县域产业集聚区产品更新快、对外
观设计维权需求强烈的小商品等
领域，提供集外观设计快速预审、
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为一体的知识
产权公益服务，大幅缩短外观设计
的审查周期，实现外观设计“当季
申请，当季授权”，有利于支持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
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2020 年 8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到 2023
年，形成以保护中心为基础、快速
维权中心为延伸，国家、省、市、县
协调发展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
护体系。

据介绍，通知印发以来，已有
5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先后
获批，此外，多地也提出了建设请
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指导，
优化并加快布局，助力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

云南开展专项行动
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新华社昆明1月 19日电（记
者 林碧锋）入冬以来，云南省各级
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机构积极开
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妥善保
障低保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确保困
难群众温暖过冬。

气温骤降，云南省永善县甘衫
村村民王文斌家的蔬菜全部被冻
坏，当地民政工作人员为他申请了
3000元临时救助资金，解了燃眉
之急。昭通市昭阳区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龚自勇
身体状况较差，及时将其送到医院
救治，随后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二
级巡视员杨卫东介绍，全省各级民
政部门以低保家庭、特困人员、残
疾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逐人逐户开
展排查摸底，及时建立救助帮扶台
账，因人因户落实救助政策，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发放救助资金和物
资；对基本生活遭遇突发性、紧迫
性、临时性困难的，及时给予临时
救助，缓解其生活困难。

此外，云南各级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重点对火车站、汽车站、地
下通道等区域实施全面巡查、排查
工作，确保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目前，全省共开展联合执法
830次，实施救助3237人次，发放
食物6600余份、衣被2600余件。

京津城际实行月票制、京雄城际开通运营、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即将建成通车……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7年来，交通一体化成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在加速奔
跑，服务民众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