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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丰台区新村街道社区养老中心的工作人员在陪老

人做游戏。 李 欣摄（新华社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

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

也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朋友们的帮助下，应该说

是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

的奥运会。至今大家回想起北京2008年奥运会，

仍然感到自豪和骄傲，这确实是我们国家发展历

史上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

我觉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有这样

四条经验，这对我们办好2022年冬奥会是有借鉴

意义的。第一，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我们办好冬奥会最根本

的经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展

现了我们国家的实力、体制的威力、人民的能力

和中华文化的魅力，能够依靠大家、群策群力，

“集各方之智，汇全国之力”把事办好，这是一条

最根本的经验。

第二，要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群众，让人民共

享。坚持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

最大支持，这也是办好一届冬奥会的最重要的基

础。北京奥运会获得全国96%以上人民群众的支

持，这是国际奥委会通过独立的机构，在我们国家

10个城市进行内部调查以后，得出的判断和数据。

社会在进步在发展，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更进

一步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想，就是要更好

地坚持以人为本，要把举办冬奥会和实现为民生

做贡献、让老百姓共享冬奥成果紧密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获得群众更大的支持和更广泛的参与。

第三，要坚持开放创新，按照国际规则办事，

兑现国际承诺，履行国际义务，这是我们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和国际化大城市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

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奥运会严格地遵守了奥林匹

克宪章和所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把对国际社会承诺过的东西全

部兑现，有的甚至是提前兑现、超额兑现。在举办冬奥会的过程

中，我们既要遵守国际规则，按国际惯例办事，又要结合中国国

情，不断地进行创新。在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要打下中国的

印记，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办好冬奥会，还要组织一支非常专业的、有政治觉

悟和奉献牺牲精神的队伍，这是我们办好一届奥运会的人才基

础。这里我要强调，一是要有觉悟，要热爱中国，热爱今天的

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二是这个队伍必须要有奉献精

神、职业精神，能够全力以赴、不计报酬、不讲苦累、无私奉

献。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他们待遇，或者说让他们完全义务

工作，而是说要有这种精神，否则是做不好这个工作的；三是

这个队伍一定是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队伍，要有专业的知识

和能力，否则，也是不可能办好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赛事的。

举办2022年冬奥会，我相信会坚持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好的

做法，借鉴北京奥运会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们要坚持开放办

奥，借鉴其他国家办赛经验。我相信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定能

办得精彩、非凡、卓越。

（作者蒋效愚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原北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

近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副
市长王宁作的“贯彻落实《北京市居家养
老服务条例》，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制
度建设”议案办理工作的报告。会议透
露，北京市今年为居家养老投入专项资金8
亿多元，计划年底前完成全市失能老人筛
查。截至10月，全市规划建设的208个街
乡养老照料中心已经实际运营142家。今后
5年，全市将建1000个养老驿站。

27日，在西城区牛街西里二区的养老
服务驿站，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大厅
里，三三两两的老年人正在读书看报。“这
个驿站今年4月份开业，离家比较近，没事了
我和老伴儿就会过来，做理疗、看报纸、使用
一些康复用具等。”今年76岁的李大爷乐呵
呵地说，“这儿的饭菜也不错，20块钱就能吃
一顿挺好的午餐，荤素搭配，吃得干净、健康。”

按照《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14—2016）》，规划建设208个养老照
料中心，基本覆盖城市中心区和城镇老年人口
密集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伟介绍，
截至今年10月，全市规划建设的208个街乡养
老照料中心已经实际运营142家，在建150家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实际运营79家。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驿站
功能全、辐射广，就像是一个点，分散在居民
周边，让居家养老更为便利。2016年，北京在
城六区开始试点建设 150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今年底将制定2017—2020全市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建设规划，扩大养老驿站的建设数量和
辐射范围。

针对失能老人这一群体，北京将在年底前

完成全市失能老年人的筛查，制定全市经
济困难失能和高龄老年人的护理补贴办
法，并完成精准的数据库。目前，北京市
在西城、朝阳、海淀、顺义、密云5个区开展
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共评
估老年人7.7万人，其他11个区老年人能力
评估工作已全面开展。其中，西城区已经开
始为中、重度失能的老人每月进行补贴。

2017年，北京市将不断完善“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专业运营、聚焦居家的社会合作
型”北京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加强资源统
筹利用，巩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继续推进
市、区、街、居（村）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建设，支
持有需求、有条件以及“应建未建”区域
选址建设街乡养老照料中心，支持全市建

设300—50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据了解，养老服务驿站起源于托老所，是

老年人家门口的“服务管家”。它不完全是按照
社区、街道的行政区划来设置，而是按照老年
人的分布来设置。按照北京民政事业“十三
五”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将在老年人口密
度高的地区，每个社区设两到三个服务驿站，
全市将建成1000个。

考古仍在继续，并没有提前预设结束日期。于平表
示，北京市将依据北京“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北京“三个
文化带”发展规划，以运河文化带和北京市文物收藏修复
展示中心文化项目为重点，打造以“三庙一塔”为中心的
“通州味”传统文化圈。

未来，汉代古城遗址有望成为公园。张家湾、漷县古
城等历史文化景观也将成为通州新地标。以展示运河历史

文化和举办高端文物展览、重大文化活动为主的副中心现
代化博物馆和一批历史文化展览参观场所都已开始规划。

更多的研究工作将在通州展开。考古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古城里发现的道路是辽金时期的，已知下面还有更早
的路面遗址，需要进一步勘探。

已有的文化资源也将更妥善地保护起来。北京市文物
局介绍，通州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项目有236处，已公
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6处。其中包括：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处，分别是大运河与通州近代教育建筑
群；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及其它市级地下文物埋
藏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同时期的古建筑类遗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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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话 北 京

1092座古墓、1座汉代古城遗

址、万余件出土文物……近日，北

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护与考古新发

现揭开神秘面纱。北京市政府新闻

办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发布：历时

7个月，全国各地9家考古队齐聚

北京，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进

行考古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共同

完成了101.3万平方米的勘探任务

以及4万平方米的发掘任务。专家

表示，汉代城址的发掘以及万余件

文物出土，将通州实物考古史从隋

唐往前推进了千年，意义重大。

“本次共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092座、汉代城址1座、
汉唐窑址68座、灰坑8座、水井10口、道路1条。出土各
类陶器、瓷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料器、皮革
器等文物4000余件（套）。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墓葬、窑
址、地层剖面共计60处遗迹进行整体迁移保护。”北京市文
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平介绍说。
“考古发现的延绵连续的地层，既有自然堆积也有人为

堆积，还有地震形成的断裂层。”于平表示，这些考古遗存
为了解通州地区两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提供
了证据。“考古资料表明，副中心所在区域至少自两千多年
前的战国时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特别是东汉时期社会繁
荣、人口众多，是宜居之地。”

“1092座墓从战国一直延续到辽金元明清，辽
起源于大兴安岭，金是从黑龙江而来，清发迹在
辽宁，都是周边少数民族，他们到这里自然而然
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通过此次发掘当时墓葬，
我们可以生动地了解这些文化与中原文化如何交
融互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
柱指出，通州是北京所有区中开放性最强的，自
古以来交通便利，漕运兴盛，所以多民族在这里
长久共融。这次的考古发现是最好的印证。

考古资料还表明，副中心的考古发现与天
津、河北等地的同类遗存极为相似。京东、津
西、冀中地区，自古以来文化面貌上呈现一体
性。这里是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不同民
族间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区域，由此孕育了
丰富多彩、极具特色的文化。

“今年7月至9月，考古人员进一步对发掘的汉代路县
城址进行了总范围约50多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查，共试掘
探沟11条，并选择重点部位抽样进行考古勘探。”于平表
示，经过初步考古勘查，结合古城址的具体情况，可将古城
遗址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

这座汉代城址轮廓初现：城墙基址保存较好，北墙基址
长约606米，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
墙基址长约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整个城
址平面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一条

南北向的明清时期的路面遗存和一条南北向的辽金时期的
路面遗存；南城墙墙基外侧11—13米处发现有护城河道遗
存，河道走向与城墙基址走向基本平行，宽度30—50米。
“古城址规模不小，在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

了。”刘庆柱说，路县是汉代渔阳郡辖四县之一，它在北
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
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交通、经济、军事意义。
“城内找到了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这基本是西汉
府衙规制。”

新发现刷新了通州的实物考古史。专家表示，此前，
通州老城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这也是其实物考古史
久久定格的年代。此次，通州找到汉代古城遗址，使其实
物史一下提前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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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城市副中心考古工地现场。 罗晓光摄（新华社发）

北
京
奥
运
会
的
四
个
经
验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缓解河北燕郊地区与北

京的交通压力，连接北京通

州与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

于 2015年开工建设，目

前已现出雄姿。桥梁全长

1118.6米，目前总体施工量

已完成83%，预计2017年7

月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图为11月27日，工人

在潮白河大桥工地施工。

金良快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