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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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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武汉首批392套大学毕业

生“八折”安居房完成认购。针对大学毕

业生“住房难”，武汉去年开始打造大学

毕业生安居房，让群体能以低于市场价

20％的价格买到房、租到房。在给“八折

房”点赞的同时，网友们也发出一连串疑

问：八折优惠是如何做到的？房子好卖

吗？能否真正缓解大学毕业生的“住房

难”？会不会被买来“炒房”？

价咋定 好卖吗 房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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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试点开展以来,服务贸易

正逐步发展成为两江新区经济新发展的

又一新动能。数字显示，2017年，两江新

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1285.24亿元，占

比达到50.7%，同比增长14.1%，全域服

务贸易实现100亿美元。

两江新区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获批

□ 刘志强

集体宿舍又“回来”了！

日前，北京市提出发展租赁型职工

集体宿舍，增加供给、规范管理、加强保

障，为的就是更好地解决城市务工人员

的住宿问题。

集体宿舍的“回归”，是产业转型、城

市变迁的需要。这些年，对进城务工者

来说，“住”的难题始终存在。与此同时，

近年来不少城市相继采取了整治群租

房、改造城中村等措施。这有利于城市

改善面貌、维护公共安全、实现长远发

展，但客观上也一定程度减少了低价住

房供给。

住，是人的硬需求。此次北京市提

出发展集体宿舍，采取的具体思路值得

其他城市借鉴。

比如，为了增加供给，不单纯从增量

上做文章，而是同时巧妙地盘活存量。

如今不少产业园区中，零散分布着一些

闲置厂房、商场、写字楼。在没有更为合

适的项目时，将其改建为集体宿舍，既能

有效满足需求，又能避免资源浪费，地尽

其能、房尽其用。

又如，为了规范管理，不再一味地

“堵”，还要有效地“疏”。过去，各地下了

很大气力整治群租房，却“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市场上有

需求。堵不如疏，要建设一批符合管理

部门相关标准，通过严格的消防、安全等

验收，并由专业租赁机构和建筑企业来

建设运营的集体宿舍。有了规范、安全、

卫生、稳定的地方可住，谁还会甘冒风险

去住群租房呢？

展望未来，要让租赁型集体宿舍落

得了地，应当精心做好总体设计，筹划好

运行模式。

一是明确导向。集体宿舍有公益色

彩，但要发展得好，也得符合市场规则，

运用好前期补贴、税费减免等工具，让建

设运营企业有钱可赚，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进来。

二是精准施策。租赁型集体宿舍是

一个新鲜事物，建少了不解渴，建快了又

会产生新的闲置，建得太差没人住，租得

便宜不赚钱；建得太好、租得太贵又会偏

离实际。为此，各地政府部门在“起稿”

时就应该深入了解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

的诉求，反复推敲、逐步完善，确定最为

合适的建设规模、推进节奏和租金水平，

从而真正地把好事办好，把集体宿舍建

到打工者的心坎上。

□ 本报记者 明 慧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居

民出行需求的增加，各个城市纷纷加

快轨道交通发展速度，轨道交通在城

市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

称城轨交通）发展情况如何？下一步

发展有何计划？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并将于2018年7月1日起

施行。交通运输部就《规定》起草

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解读时表示，

《规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安全

可靠、便捷高效、经济舒适”的基本

原则，明确了城轨交通运营管理的

各项政策措施，对进一步规范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切实保障运营

安全、统筹协调各方关系具有重要

意义。

满足高质量出行需求

中国轨道交通协会日前发布的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年末，中国内地共计34个城

市开通城轨交通并投入运营，开通城

轨交通线路165条，运营线路长度达

到5033公里，包括地铁、轻轨、单轨、

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

APM等7种制式。

交通运输部表示，城轨交通是

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是建

设现代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便

民惠民的重大民生工程，在引领和

支撑城市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出

行、缓解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

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已成为大城市人民群众日常出行

重要的交通方式和城市正常运行

的重要保障，其运营安全与服务水

平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

着新开通运营的城市增多、运营规

模快速增长、客运量不断攀升，城轨

交通的安全保障难度越来越大，乘

客的服务需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

对提升行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中国内

地城轨交通完成建设投资4762亿

元，在建线路长度6246公里，可研批

复投资额累计38,756亿元。截至

2017年年末，共有62个城轨交通线

网规划获批，规划线路总长7424公

里。《报告》指出，我国城轨交通发展

规模居世界前列，但在技术和管理水

平、核心装备研发、国际市场占有率

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交通运输部指出，今年3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保障城市

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根据实际需

要及时制修订城轨交通法规规章。

为贯彻落实《意见》要求，适应新的发

展形势和需要，更好履行指导城轨交

通运营职责，交通运输部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起草了《规定》。

多处着手细化管理
运营、安全应急

据了解，《规定》共7章、56条，包

括总则、运营基础要求、运营服务、安

全支持保障、应急处置、法律责任和

附则。

夯实行业管理基础。交通运输

部在解读时指出，要树立“规划建设

为运营、运营服务为乘客”的理念，落

实《意见》关于“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初步设计文件设置运营服务专篇”的

要求，从车站设施、设备兼容性、线网

衔接等方面细化了运营服务专篇的

内容，理顺运营与前期规划的衔

接。建立城轨交通初期运营前、正

式运营前、运营期间安全评估制度，

明确了城轨交通试运行、初期运营、

正式运营等建设与运营交接界面的

工作内容和办理程序，清晰界定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职责和义务。

明确从业人员管理、设施设备准入

与运行维护管理、风险隐患管控治

理等相关要求。建立城轨交通运营

信息统计分析制度，确保及时逐级报

送相关信息。

提升运营服务能力。《规定》立

足于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高质

量出行需求，建立运营服务质量承

诺制度，运营单位要向社会公布运

营服务质量承诺，行业管理部门定

期对运营单位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考评，并向社会公布结果。建立城

轨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

的投诉受理制度，督促运营单位不

断改进提升服务水平。对造成严

重影响的乘客违法违规行为，明确

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有效保障社会

公众利益。

加强安全支持保障。《规定》明

确了保护区范围内作业时的有关程

序要求，要求作业单位制定安全防

护方案，并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

态监测。明确保护区作业巡查有关

要求，对地面、高架线路沿线建

（构）筑物等妨碍瞭望和侵界情况

的处置进行规定，加强城轨交通线

路保护。对危害城市轨道交通设施

设备运行、影响运营安全的禁止性

行为进行规定。明确乘客进站禁

止、限制携带物品的具体要求，并要

求运营单位按规定在车站醒目位置

公示禁止、限制携带物品目录。清

晰界定有关部门在城轨交通公共安

全防范的职责分工。

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规定》要求

运营单位健全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

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的应急预案

体系。对运营单位的应急物资、应急

救援装备和队伍、应急值守和报告等

提出要求。明确运营突发事件应急

演练要求，建立运营安全重大故障和

事故报送制度，不断提高安全防范和

应急处置水平。

加快构建城轨交通
运管体系

当前，我国城轨交通建设运营规

模已居世界前列的今日，持续提高技

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发挥“后发优

势”，建设高起点、高标准、符合运营

需求的项目尤为必要。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全国

有100多个城市规划了城轨交通建

设，将形成百城百市同时发展城轨

交通的大规模发展态势。《报告》指

出,这种爆发式增长对城轨交通资

金、人才和前期工作等支撑资源造

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应引起全行业

高度重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的基本原则，切实把握好规划盘

子、制式结构、建设进度，做到平稳

发展。

交通运输部表示，下一步将积

极指导各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完善措施，加快推进《规定》的

落地实施，更好保障城轨交通安全

运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

便捷、舒适、经济的出行服务。组织

开展系列宣贯解读工作，使各地行

业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准确理解

《规定》精神、政策举措和具体要求；

跟踪推进实施情况，及时指导各地

解决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确保

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发挥作用、

产生实效；抓紧制定《规定》配套政

策制度，加快构建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体系。

城轨将建应急预案体系 保障安全出行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并解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时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城轨交通运营管理，

切实保障运营安全，统筹协调各方关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便捷、舒适、经济的出行服务

□ 刘 珜

据交通运输部和河北省交通运

输厅近日消息，首批京津冀三地高速

路服务标准和规范定于本月实施。

未来，三地高速路服务区将统一标

准，实现车辆按类型分区域停放。三

地交通主管部门将共享发布出行信

息，并协同处理应急事件。

三地统一发布出行信息

据交通运输部6月6日消息，首

批《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规范》《高速

公路收费站服务规范》和《京津冀高

速公路智能管理与服务系统技术规

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京津冀交

通运输区域标准于6月1日起实施。

据了解，三项京津冀区域标准的

编制充分结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

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最大亮点就是

对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

站的服务规范进行了统一，并对高速

公路智能管理与服务系统的融合提

出技术标准。

本次《技术规范》明确由三地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公路管理机构设

立省级路网中心，实现京津冀三地间

跨省（市）高速公路网数据交换、日常

交通协调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协同与

公众出行信息共享发布等工作。建

成后，省级路网中心可配合有关部门

对局部拥堵路段进行交通分流和疏

导，保障三地路网运行畅通。

服务区将实现分区停车

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规范》

对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

要求、公共环境、服务礼仪、厕所管

理、停车服务等12个方面进行了统

一。在服务礼仪方面，除对仪容、仪

表、仪态等有较为完整的标准外，服

务用语和服务忌语也有了明确区分。

值得一提的是，《高速公路服务

区服务规范》明确了服务区卫生间设

置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和残疾人专用

设施，车辆按类型分区停车，危化品

停车区重点巡查以及应急预案等细

节，努力为司乘人员提供一个安全温

馨的休息环境。

高速路双向至少各有
一条ETC通道

对于收费站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衡量和标志标线设置等问题，《高速

公路收费站服务规范》一一作出规

范，涵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基础设

施、人员、收费服务、应急与安全等7个

方面内容。如上下道最少各设有一条

ETC车道，标志标线清晰、准确、易于

识别，服务人员态度热情、周到、有礼

貌、目光友善，保持微笑服务等。

此外，《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规

范》还明确要求收费站建立内部测评

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进一

步促进收费站服务水平的提升。

首批京津冀高速路服务标准和规范实施
三地交通主管部门将共享发布出行信息，协同处理应急事件

集体宿舍的“回归”
是城市变迁的需要

京张高铁河北段京张高铁河北段
工程正在工程正在稳步推进稳步推进

目前，京张高速铁路河北段各

项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京张高铁设

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北京北站，西

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正线全长174公

里，共设 10座车站，预计2019年 12

月底建成通车。届时北京至张家口

最快车次所需时间将由3小时12分

缩短为不到1小时。京张高铁还将

与正在建设的呼（呼和浩特）张（张

家口）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和张（张家

口）大（大同）城际专线工程相连接，

一张快速客运网将在华北北部形

成。图为工人在京张高铁张家口市

宣化区境内的箱梁厂吊装箱梁。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