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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网北京电力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重要指示，全力推动“打赢

蓝天保卫战”新进程，按照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委、市政府总体战略部署，全力推进“煤改电”工程建

设。截至目前，北京“煤改电”用户数量超过 120 万户，基本实现平原无煤化，在北京率先建成规模大、技术

先进、成效好的“煤改电”示范区。

“煤改电”工程改造后，每个采暖季可减少散煤燃

烧 45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176 . 37 万吨、二氧化硫

10 . 86 万吨、氮氧化合物 3 . 17 万吨。2017 年，北京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26 天，同比上一年增加 28 天；

PM2 . 5 平均浓度为 5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一年下降

20 . 5%。2018 年 1-10 月，北京市 PM2 . 5 平均浓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 . 3%，全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184 天，同比增加 8 天。“煤改电”工程实施后，

有效减少了以往燃煤取暖可能出现的煤气中毒、火灾

等安全隐患，居民切身体会到电采暖清洁、安全、舒

适、便捷、经济等特性。自 2017 年采暖季开始，“煤改

电”用户低谷时段延长 3 个小时，电费补贴由过去采

暖季后核补优化为实时补贴到用户智能表内，北京市

居民可以切实感受到“煤改电”带来的实惠。

电网更坚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对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居民户均供电能力由 1 . 5 千瓦提升至 9

千瓦，达到城市化水平。2017-2018 年采暖季，农村地

区户均停电时间 0 . 75 小时/户，同比减少 0 . 47 小时/

户；供电可靠率达到 99 . 98%，同比提升 0 . 016 个百分

点；户均停电次数 0 . 192 次/户，同比降低 0 . 025 次/

户。农村电气化水平显著提升，用能结构发生根本性

转变，拉齐了城乡居民电气化差距。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作为北京市的第二大供暖

企业，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采暖居民正常用电

是重中之重，为此推出五项服务保障举措，确保电采

暖用户温暖度冬。 日常购电不出村

“煤改电”村设置线下代售电网点，包含村邮政

站、超市代售点、银行缴费点、恒信通代售点、助农

取款服务点等，同时应用掌上电力 APP、北京电力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手机银行、电 e 宝、95598 网站

等线上方式，为“煤改电”客户提供 20 种购电渠道，

实现农村“煤改电”用户日常购电不出村。

党员上门送服务

在“煤改电”村建立共产党员服务队 136 支、服

务站 492 个，服务岗 1056 个。负责应急故障处置、

电网运行维护，及时消除隐患风险、走进用户家中

进行宣传，对困难群体发放“爱心卡”，开展志愿帮

扶，为特殊群体、孤寡老人提供送爱心服务。

供电可靠有保障

“煤改电”用户所带线路和村庄，逐条线路、逐个

村庄、逐个台区编制“煤改电”供电保障“一线一案”、

“一村一案”，明确Ⅱ级、Ⅲ级、Ⅳ级应急响应机制。加

强对“煤改电”线路、台区负荷监测，及时治理低电

压、三相不平衡等供电问题，全力做好电采暖用户

冬季采暖供电保障。

应急服务全天候

全市“煤改电”村安排抢修点达到 271 个，专项

应急救援队 196 支，分区域部署发电车 168 辆，配

备低压快速接入装置 286 套，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确保 5 小时内恢复供电；对于“煤

改电”用户通过电力管家、95598、12398、12345 等

服务渠道反映诉求，建立快速处置、一次解决的工

作标准。通过 95598、“掌上电力”APP 提供 24 小时

应急送电服务，确保 1 小时内下发成功。

多方协同保供暖

村村设立电力管家，形成与采暖设备厂商维

修网点热线联系机制，及时对供电、采暖设备进

行抢修服务，为“煤改电”用户提供更高效的协

同保障服务。

电电力力员员工工对对重重点点设设备备进进行行维维护护工工作作

电电力力职职工工入入村村开开展展用用电电宣宣传传工工作作 ·广告·

“石屎森林”里安神静心的方寸青翠

“弹丸之地”间舒适安全的行山径

▲这是香港龙脊路上的观景台（1 月 4 日摄）。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旭、苏晓)绿灯亮起，“嘟嘟”
的提示声随之响起。初时舒缓，行人脚步也平稳，临近
结束，变得急促，行人脚步也不由加快。这是在香港过
马路的特有一景，让人印象深刻。

在香港，交通信号灯“嘟嘟”的提示声已有 40 多年
历史。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的陈工程师介绍说，2004
年，交通信号灯换成电子发声，“嘟嘟”声还被特意要求
保留下来。保留后的“嘟嘟”更加智能，可以随环境噪音
水平自动调节输出音量，噪音大时音量也大，夜深人静
时音量也自动调低。

香港红绿灯还有一大特点——— 在很多路口，同一
条路的绿灯是分段亮起的。比如皇后大道东锡克庙门
口的一段双向六车道道路，上行三车道变绿灯时，下

行三车道却是红灯，中间还有个一米多宽、四五米长
的安全岛。行人可以先通过三个车道，在安全岛等候
另一端绿灯亮起，然后通过剩余三个车道。这对行人
特别是老人过马路是很有利的。老人腿脚慢，过马路
耗时较长，分段过马路，老人不用着急，更加安全。

香港地少人稠，街道大多极为狭窄。惊奇的是，有
些双向两车道的马路居然中间也设一小条安全岛，配
有行人红绿灯。这些街道往往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有
了红绿灯和安全岛，行人过马路便有了保障。

陈工程师介绍，红绿灯分段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车流能够更加快速流畅。在一些重要路口，运输署设
置了汽车感应装置，信号通过控制中心计算、分配，使
车流尽可能在同一方向以绿灯通行，“实现一气呵成”。

人行道的红绿灯分段控制就是为灵活改变时长，调节
车流通过时间。香港设置灯号的路口近 1900 个，这种
灵活调控的路口有 200 多个。

在运输署的九龙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为记者展示了
灵活控制路口的运作方式。一位工程师介绍，香港交通设
置大概每 10 年升级一次，现在正在实验一些新手段。其
中一种是智能红绿灯装置。老年人或残疾人到路口，拿八
达通老人卡拍一下灯柱上的装置，红绿灯就会自动延长
三分之一时间。目前，已有 9 个路口装设了这一装置，这
些路口都接近老人或残疾人士服务中心，效果令人鼓舞。

另外一种装置叫“视像行人侦测器”。简而言之，就
是在行人靠近人行道时，让灯号自动变绿，行人离开，
灯号自动变红，减少行人或车辆等待时间。

香港地域狭小，车流密集，但堵车时间相对较少，
路口设置的科学化、精细化及不断向智能化演进，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在香港皇后大道东一处公园里休闲
（1 月 20 日摄）。

▲ 1 月 21 日，工程师陈维德在香港运输署九
龙控制中心屏幕前介绍情况。

“车水马龙”中智能演化的红绿灯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朱宇轩)工作日午后，湾仔皇
后大道东人头攒动。车水马龙间，汕头街街角有一块不
起眼的袖珍公园，长约 5 步，宽不过 3 步，3 条长椅绕
墙自成一片天地。不时有午休白领和逛街游客停下脚
步，来到这方寸天地看看翠色，听听鸟啼。

在寸土寸金的皇后大道东，仅汕头街休憩处所在
的那条不过数百米的街道上，就参差错落着近 10 个袖
珍公园。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介绍，截至
目前，香港袖珍公园超过 1000 个，不仅点缀热闹的市
区中心，在偏远的离岛上也有分布。

“我上世纪 80 年代从上海搬来香港，那时公园没
有现在这么多。如今公园被引入城市各个角落，再热
闹、再贵的商业区，都能有个地方让我们透透气。”家住

湾仔联发街的李爷爷坐在楼下的休憩花园里感慨。
秉持“数量、素质、典范、理想”的理念，特区政府规

划署依据人口密度设计公园，保证市民即使身处工、商
业区等人口稠密的地方，也能有休憩地。同时，规划署
将公园设置在交通便利、街区居民信步可达的地点，吸
引市民积极前往公园游玩、锻炼。

港人戏称香港是一片“石屎森林”，钢筋水泥浇筑
城市的血脉。而这些隔步可见的袖珍公园，为越盖越
密、越长越高的高楼大厦打开天窗，增添了盎然绿意。

“真好！逛街逛了一上午可累了，刚想着在哪能坐
一会，就发现了一个公共小花园。”丹妮坐在一处袖珍
公园满意地说。12 岁的丹妮和母亲从新加坡来香港游
玩，母女俩从铜锣湾逛到中环，收获甚丰也筋疲力尽，

幸有转角处的小公园让母女俩歇一歇。
69 岁的何笑容家住港岛西环，每天都去离家两条

街道的卑路乍湾公园锻炼身体。“西环老人家多，卑路
乍湾公园不大，但有专门的长者健身器材，扭腰机、踏
步机、太极推揉器……我们老人家可以锻炼身体，伸展
筋骨，晚上还可以去旁边的小广场跳跳舞！”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袖珍公园不仅看着精巧，细节
也十分讲究。公园设有方便长者的运动设施，设施旁有指
示牌和扶手，并在地面铺设防滑物料；为方便家长照看子
女，公园将儿童游乐区与其他区域分隔开，并在儿童设施
下铺盖软垫，设施旁还有安保人员看守；公园除用配有扶
手的小斜坡取代台阶外，还设置了紧急求助电话……

每个袖珍公园都有“名”可寻，公园入口处的金属指

示牌就是公园的专属“名片”。公园里能不能吸烟、宠物
能否进入公园、公园设置了哪些运动设施、有关公园的
建议或投诉该找谁等众多问题，一看“名片”便知晓。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李滨彬)香港的行山径号称亚
洲第一。全港约有四成土地划为 24 个郊野公园及 22
个特别地区，共占地 44312 公顷。由渔农自然护理署在
郊野公园内管理及维修的远足径总长超过 500 公里。
2017 年香港郊野公园游客达 1300 万。

蜿蜒山道，忽上到山顶，远眺海天一色；忽下到海
滩，与礁石、浪花为伴。山风清爽，山道洁净。

龙脊是位于香港岛东南部的一段山脊，因山峦高低
起伏有致，宛若一条飞龙的脊背而得名“龙脊”，曾被评
为“亚洲最佳市区远足径”，游客沿途可饱览壮丽景色。

龙脊山径上的两位外国背包客说，香港的行山径
都是原汁原味的自然风光，很少有人为雕琢的痕迹，行
山径平整，道路舒服舒适。

汗透衣衫之时，阴凉处喝口水，沁人心脾，心旷神
怡。咦，垃圾箱在哪儿？

在龙脊山径的入口处，设立的指示牌写着：“此处
往后的山径均不设垃圾桶，请把垃圾带走”。

郊野公园行山径管理者———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
然护理署介绍，由于在远足径沿途设置垃圾箱会影响自
然景观，垃圾箱内的剩余食物也会影响野生动物的觅食
习性。从 2015 年起，各方合作推行“自己垃圾 自己带
走”的教育活动，推动市民养成良好习惯，到郊野公园远
足郊游后自己带走垃圾，建立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

“长远而言，我们希望市民能做好源头减废。”渔农
自然保护署相关负责人说。

行山径少的是垃圾箱，多的是安保设施。
首先是指示牌。香港行山径沿途均设有地图板、指

示牌或标距柱，方便远足人士确定自己身处的地点。比
如龙脊的入口处，用中英文写着前往龙脊山顶的公里
数和时间；每走一段，就有新的指示牌提示时间和路

程；登上龙脊山顶，指示牌清晰地标明海拔和方位。
渔农自然护理署介绍，郊野公园设立指示牌的设

计标准，一般以物料及设计可融入自然环境、适地而
立、内容用字简单直接、易于维修保养为主要原则。

指示牌的适地而立原则主要考虑该指示牌的目的
及目标受众，例如方向指示牌会设于公园主要出入口
及明显的分岔路口，方便远足人士掌握路向；而地图板
则于主要公园山径的出入口或分段出入口等集散地点
设立，便于郊游人士掌握身处位置，方便规划行程。

再就是时常可见的安全电话，电话设立点都有明
确坐标。据介绍，香港郊野公园内及其附近的地点设有
109 部由电讯服务供货商提供的固定网络紧急求助电
话及公众收费电话，为远足人士提供可靠途径与警署
或 999紧急服务中心联络。沿各行山径也设有多个标
志，指示前往紧急求助电话亭的方向和距离。

酷爱行山的王小姐来香港工作两年间行走了大
部分行山径，她说：“在香港行山最好的体验是非常便
利，城中有很多行山径，去郊区行山也很方便，交通时
间也不长，所以男女老少都愿意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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