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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城楼巍然矗立，雨燕在天空盘旋；什刹

海畔，站在银锭桥上远眺，西山美景清晰可见……

生活在什刹海附近、年过七旬的李淑琴对老城变化

体会很深：“大杂院变规整了，胡同敞亮了，出门遛

弯儿，处处是美景。”

3000 多年建城史，860 多年建都史，深厚的历

史文化，是北京魅力所在。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

全长约 7.8 公里的中轴线，是首都的文化名片。

10 年来，“老城保护”替代了“旧城改造”。中轴

线申遗保护工作提速，老城面貌更有韵味。

申遗保护，规划先行。北京编制《北京中轴线

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指导中轴线申遗综合整

治工作；修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什

么”“谁来保”“怎么保”等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答

案；发布《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遗产

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修旧如旧，重焕光彩。北京有序推进中轴线申

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文物腾退、考古发掘等

48 项任务。景山兴庆阁等重点文物有序修缮，正

阳桥遗址发掘出明代镇水兽遗存，太庙、先农坛相

关区域办公用房完成腾退……文物古建得到更好

保护，成效赢得群众点赞。

“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回应了人

们所需所盼，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其中。”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研究员郑军表示。在“数字中轴”启动仪

式上，5 个小时内就有 50 多万人为中轴线申遗助

力；在“家在中轴”主题作品征集活动中，人们倾情

写下一个个与中轴线、与老城的故事……

北京中轴线，是历史轴线，也是发展轴线。如今

它更好融入人们的生活，更加彰显古都魅力。

老城保护 彰显古都魅力
本报记者 施 芳

这 10 年，群众诉求“马上办”，在北京早已不是

新鲜事。只要拨通“12345”市民热线，身边小事也

被当成大事来办。而且，接诉即办。

“我们院里的生活设施，谁能来维护一下？”西

长安街街道东中胡同 22 号院，4 户居民共用的厕所

年久失修、设施简陋，带来不便。“也没有适老化设

施，蹲久了腿麻，冬天容易摔跤。”在院里住了几十

年的王翠芝说。

高效响应，小厕所连着大民生。“我们发现这类

问题并不是个案。”西长安街街道干部耿军魂介绍，

以接诉即办为抓手，西城区成立了西长安街街道未

达标厕所提升改造专班，“主动治理，将这些共性问

题一揽子解决。”

问需于民，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改造工程

启动前，街道工作人员逐一入户听意见，“一厕一设

计，一厕一方案”。今年初，东中胡同 22 号院作为

先行示范院落，启动了提升改造项目。

铺设真空排污管道，更新给排水设施，加装供

暖换气等配套设施……一系列改造措施，让居民获

得感满满。“蹲便坑改成了坐便器，地面铺了防滑

砖，墙面还装了扶手。”新厕所的适老化改造，让王

翠芝很是满意，“这事办得真好！”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耿军魂介绍，社区

将“文明有序如厕、讲究公序公德、爱护公共设施、

节约用水用电”等内容写进公约，还制定了院落卫

生轮值制度，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诉

即办，就是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更多从需求侧

出发，“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为超大城市治理的着

力点，进一步通过服务和管理为群众排忧解难。”

接诉即办 解决急难愁盼
本报记者 王昊男

门禁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供水系统实时监测水

质，智慧电梯实现高效运行……作为海淀区智慧社

区建设试点，四季青镇北坞嘉园小区共安装了 18 种

2000 余个传感器，智能应用场景走进市民生活。

“建设智慧社区，居民感受到了信息化、数字化

发展带来的便利。”四季青镇综治办主任李莹说。

近年来，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

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更聪明一

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海淀区着力建设智慧管理体系——“城市

大脑”，探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科技之路。

北坞嘉园智慧社区系统正是海淀“城市大脑”

建设贴近民生的生动体现。在模拟演练中，当烟雾

传感器报警，北坞嘉园小区的中控大屏幕便自动提

示，保安和微型消防站值班人员同时接到手机 APP
提示和报警电话，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城市大脑’

不仅解放了人力，而且更加精准精细。”海淀区城市

大脑专班副主任巩振文说。

“城市大脑”还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搭建了

‘1+1+2+N’总体框架，包括一张城市感知神经网

络、一个城市智能云平台、两个中心（大数据中心、

AI 计算处理中心）、N 个业务场景应用，在城市管

理、城市交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智慧能源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巩振文介绍。

随着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投入使

用，海淀“城市大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全区

已建成的 50 多个创新应用场景、40 多个信息系统

已接入数据，“管得住大事、盯得住小事、理得清难

事”的愿景正变为现实。

智慧管理 服务城市社区
本报记者 贺 勇

在北京采访的日子，是每一天都

被 感 动 着 的 日 子 。 新 时 代 10 年 ，

36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斗，有数不清

的感人故事，每位采访对象都有一段

打动人心的经历。多少人殚精竭虑，

呕心沥血，谋破题之法，求创新之策；

多少人“舍小家、顾大家”，面向未来，

笃行不怠……面对日新月异、日益宜

居的新北京，人们分享着自己的新机

遇新故事，露出欣慰的笑容。

10 年前，说起北京，人们常用

8 个字：气象万千，诸多不便。听者

感同身受，同时也会想起 6 个字：京

城居，大不易。首都的管理与治理，

自古以来就是一件不易的事。而当

时 的 北 京 ，更 是 经 历 了 10 年 增 加

1000 万人口的剧烈变化，千头万绪

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不便”的背后，是“剪不断、理

还乱”的诸多难题。

以大气污染为例——北京从上

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进行了有计

划、不间断、大力度的治理，成绩显

著，有目共睹，然而，大气污染问题

仍然存在。没有绿色发展，没有协

同治理，一城何能独善其身？

以交通拥堵为例——优质公共

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率

高、密度大，拥堵严重。迁出城区的

人口还要回来上学，住在新区的人

们还要回来办事，全国各地的一些

病患来此就医，每年 1 亿多人次来京

旅游……没 有 资 源 布 局 的 根 本 改

变，交通治堵出路何在？

如何解决首都北京的大城市治理

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瞻远瞩，作出顶层设计，明确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擘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建“一核

两翼”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带来了豁然开朗的破局之

法，也开启了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奋斗之路。

首都的城市发展理念，迎来重大转变。

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大

规模的首都建设，建成了十大建筑、地铁一号线、首钢等

一批重大工程，推动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

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北

京市委提出发展以知识经济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核心的首都经济，探索符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北京市委提出首都发展目的是要牢牢守

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更好履行首

都职责和使命，实现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发展、首都的

高质量发展、首都的新发展。

城市发展深刻转型，中央擘画，上下同心。“一刻也

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镌刻在冬奥工

程建设者心中的三句话，正是北京建设者共同的精神

写照。面向未来，千万人协力同心，首都北京更加灿烂

美好的明天，就在眼前。

在北京采访，难忘 10 年奋斗，难忘每一天都被感

动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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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服贸会上，观众在北京亦庄

展位参观。

杜建坡摄（影像中国）

图②：北京生态谷智慧农场内，

工作人员在操作智慧系统。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图③：游客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

台参观拍照。

贺路启摄（影像中国）

图④：今年 6 月，北京超额完成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任务。图为水清

岸绿的城市副中心。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新跨越 新期待R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

来”，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大国首都风范

和城市魅力更加彰显，也让世界看到了阳光、富强、

开放、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

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北京为

世界奉献了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开

闭幕式令人叹为观止，冬奥村（冬残奥村）独具匠

心，赛事精彩纷呈，组织工作非凡卓越，得到国际

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一座座节能减排的冬奥场馆，勾勒出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美好图景；一项项令人震撼的先进技术，

展现着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一幅幅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新画卷，描绘出区域发展的未来……“ 双

奥 ”成 功 举 办 ，离 不 开 首 都 的 过 硬 实 力 。 北 京

为 世 界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发 展 贡 献 了 中 国 智 慧 和

中国方案。

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奥运场馆、环境保护、城

市更新……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冬奥遗产。再次回

到首钢滑雪大跳台时，石景山区工作人员程默涵

感慨万千。她曾在这里参与冬奥运行服务保障，

如今她看到，开放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网红打

卡地，吸引着大批游客来此参观，首钢园区奥

运遗产开发利用正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总

结办赛成果，北京正努力成为奥林匹克遗

产管理运用领域的先行者。

历 史 选 择 了 北 京 ，时 代 造 就 了

“ 双 奥 之 城 ”。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传 承 丰 富 了 城 市 内 涵 ，北 京

将 用 奋 斗 与 超 越 续 写 荣 耀

篇 章 。

双奥之城 续写荣耀篇章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招商引资捷报频传、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园区

扩容蹄疾步稳……在北京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处

处涌动着抓产业、拓空间、谋发展的强劲动能。

北京一直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北京冬奥，

氢气成为火炬唯一燃料，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运输

主力，实现了氢能应用的产业化突破。

“北京将建成‘区域协同、辐射发展、国际领先、

世界一流’的国际氢能城市。”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

彭雪海介绍，北京正在北部区域打造氢能产业关键

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示范区，在南部区域打造氢能

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而大兴国际氢能示范

区就是南部区域的关键组成部分。

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相关负责人刘亚洁表示，

大兴区坐拥新机场、毗邻副中心、辐射京津冀，北京

市 2/3 的物流园集中在此，可以提供丰富的氢能应

用场景。目前，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北区已经正式

投入使用，累计对接项目超过 330 个，其中有 120 家

企业已经注册落地；示范区南区也已启动建设，首

期将于今年底建成。

主动作为，抢抓先机。大兴还出台全市首个氢

能产业专项支持政策“氢十条”，在优质项目落地、

科研投入、氢源保障等方面支持企业入区发展。今

年 4 月，大兴区又出台“氢十条”2.0 版，进一步推动

产业集聚发展，促进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

放眼更广阔的区域，北京正携手津冀，推进氢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打造燃料电池汽车货运

示范专线。按照《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预

计到 2025 年实现氢燃料货运车替代传统货运车

4400 辆，每年减少使用柴油 14.5万吨，减少碳排放约

46万吨，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注入澎湃的绿色动力。

氢能产业 推动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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