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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央

气象台20日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大

风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

象灾害（寒潮）三级应急响应。

受寒潮影响，11月20日夜间至

24日，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气

温将先后下降6℃至10℃，其中，内

蒙古、东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黄

淮东部等地降温12℃至16℃，内蒙

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

区降温幅度可超过16℃，大风降温主

要时段为22日至24日。

寒潮影响后，最低气温 0℃线

将位于苏皖中北部至河南中南

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

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大部最低

气温将降至－20℃以下，局地可

达－30℃以下。

此次过程中，我国北方多地将有

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局地9

级。23日至25日，我国东部和南部

海区也将先后出现6至8级大风，阵

风9至10级。

雨雪方面，21日至23日，内蒙古

中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将有雨雪天

气。其中，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东

部、吉林长白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累积降雪量

将有8至20毫米，局地可达20至30

毫米，新增积雪深度6至15厘米，局

地可达20厘米左右；吉林中部、黑龙

江东南部等局地有冻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本周将有寒

潮天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

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察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再接再

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广大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各级党委、

政府要带着“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全面摸排受

灾群众过冬情况，多措并举、分类施

策，确保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今夏我国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出现

极端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

大量农田、基础设施和民房受到损毁，

一些山区农村和蓄滞洪区受灾情况尤

其严重。灾后房屋修缮、加固、重建等

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有序推进。随着天

气日趋寒冷，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成为摆在基层党委政府面前的一

道“必答题”、一项“硬任务”。

安全温暖过冬，一个也不能落

下。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面摸排

受灾群众房屋受损恢复情况、过冬情

况，尤其要对唯一住房灾毁重建户、

鳏寡孤独人员和低保户等弱势群体

给予格外关注，多措并举解决他们的

住房和取暖问题。

取暖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的大事。在灾后恢复重建中，一些地

区为受灾群众维修或更换了受损的燃

气壁挂炉等取暖设施，一些房屋灾毁重

建的群众租房或居住在配房中。有关

部门和企业要加强安全知识普及、入户

巡检等工作，及时消除隐患，防止发生

煤气中毒、天然气泄漏燃爆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大力

推进电代煤、气代煤等清洁取暖改造

工程。要充分考虑寒潮来袭、气温骤

降、大雪封山等不利因素影响，加强

电力、天然气、洁净型煤稳定供应，加

强管网巡检维护，做好抢修预案、设

备物资、人员队伍等准备工作，畅通

供暖服务热线，及时响应解决群众取

暖出现的各类问题。

我国北方冬季漫长，一些山区

冬季尤其寒冷，做好人民群众尤其

是受灾群众取暖工作意义重大。有

关地区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各

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各项

保障措施落实落细、落到每家每户

的温度上。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把群众冷暖时刻记心头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当人们俯下身子，体验“1米高度”

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变得不同，而这些

不同关乎我们的未来。

11月20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

儿童日。2022年，我国在14个城市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新华视

点”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已带来一系列变化。

多地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按照多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到

2025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100个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让儿童友好要

求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

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得到充分

体现。

目前，多地正加快建设儿童友好

城市的步伐。长沙开展“儿童友好型

城市”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已进入第二

轮；深圳出台全国首个儿童友好地方

标准《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

南》；广州把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纳入

“十四五”规划。

在一些城市，儿童出行正变得更

安全、更温馨。

深圳开通的儿童巴士有专门的儿

童座位，北京东城小报房胡同为儿童

设计了“1米高度”彩色步道。温州市

开通首条“红领巾”微公交线路，同时

引入共享单车“叮当车”。长沙在学校

周边马路上画了超200条“爱心斑马

线”，长沙麓山国际第二实验小学首创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在运动场下架空

层修建车库，新增240多个停车位，缓

解因校园周边交通拥堵而产生的安全

隐患。

漫步一些城市可以发现，以“1米高

度”儿童视角为标准的改造越来越多。

很多城市增设了70厘米的儿童

专用垃圾桶，医院里多了50厘米的儿

童专用扶手，公交车上加配140厘米

的儿童拉手，公共卫生间增加儿童洗

手盆。公共儿童活动空间纷纷用上软

胶地面、防碰撞保护垫、隔音屏等。

城市社区里也有了更多儿童“微

空间”。几个月前刚落成的广州广九

社区儿童公园，经过改造，变身明黄色

的儿童公园，儿童拓展游戏墙、童车小

跑道、爬坡滑梯、跳房子、共享书屋等

一应俱全，成为遛娃好去处。

儿童友好自然生态建设也在同

步进行。水、沙池成为儿童公园的标

配，对于公园绿植也有要求。如深圳

市要求，即便是最小面积为2公顷的

小型公园，也应设置沙地。当公园

面积达到10公顷以上，就可设置戏

水池。

与“儿童友好”的距离还有多远

何谓“儿童友好”？《儿童权利公

约》提出儿童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

发展权与参与权四大权利，儿童友好

的最基本内涵就是尊重儿童的这些基

本权利。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目

前一些城市适儿化的空间和设施数量

还不充分，质量也有待提高。

——儿童活动空间“小”“远”“少”。

孩子的玩耍区域最好是在户外空

气质量好、配备一定游乐设施的场

所。但一些儿童公园规划面积较小，

分布较散。有专家对广州的儿童公园

体系做过研究——若只出行半小时，

只有少数人能利用儿童公园资源；扩

大到出行一小时，儿童公园资源才能

覆盖广州绝大部分儿童群体。

不少家长说，周末去一趟儿童公

园，要开很长时间的车，车位难找；好不

容易进了公园，每个游乐设施都是人挤

人，孩子玩不尽兴，家长还担心安全。

——城市建设管理仍不够精细，

软件资源配套不足。

记者注意到，每到周末，不少家长

希望带孩子去绿道骑行，但因缺少适

宜儿童或亲子骑行的车道，不得不驱

车30多公里到专门地点骑行拉练。

有些城市的街道仅设置了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一些共享单车骑到人行道上，

给步行上学的儿童带来安全隐患。

深圳市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妇联

副主席彭思思注意到，小区健身器材

大多是居民共用的，很多性能不适合

儿童。在儿童常活动的社区、学校、公

园，空间布局、标识系统也不够优化，

有些标识孩子看不懂，颜色也不够有

吸引力。

——儿童的参与权易被忽略。

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儿童的

参与权易被忽略。长沙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二级调研员王慧芳说，很多

家长、老师有“替孩子做主”的思想，

对于“儿童参与”的认识不深刻，致

使很多儿童生活主题单一，交往范围

狭窄。

王慧芳说，目前儿童参与活动的

途径主要来源于学校，儿童关系的建

立同样侧重于同学交往，邻里交往不

足，缺少自主选择的机会与平台；儿童

的公共参与渠道较少，且内容、形式较

单调乏味。

如何让儿童更多参与其中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应该倾听儿童

的声音，让儿童更多参与其中。

深圳市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2023年成立了儿童议事会。每周末

活动安排、院落环境卫生状况、空间

使用等问题，都是孩子们重点关注、

讨论分析的议题。社区儿童参与社

区事务均可获得积分，兑换儿童空间

的奖品。

在当前城市建设空间上“挖潜”，

因地制宜创造更多儿童友好空间，是

很多城市的思路之一。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

士生导师邓小飞说，对于空间紧缺的

老城区，可考虑利用闲置或低效的土

地资源，如废弃工厂等，改建或扩建原

有儿童公园；还可在现有的公园、广

场、街道等公共空间中设置儿童游乐

设施，打造儿童活动场地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儿童友好城市：“1米高度”如何更好看世界？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白瑜 谢樱

本报讯（记者乔娅 通讯员王铁军）日前，河北省绿化委员会、河

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授予晋州等15个县（市、区）“河北省

森林城市”称号的决定》，公布了新一批“河北省森林城市”名单，石

家庄晋州市、高邑县，张家口尚义县，秦皇岛海港区，廊坊霸州市、香

河县，保定清苑区、徐水区、高碑店市、白沟新城，沧州肃宁县，邢台

南宫市、隆尧县，邯郸大名县等15县（市、区）名列其中。

2020年，河北省全面启动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印发了《河

北省森林城市发展规划》，制定了森林城市创建实施方案、创建考核

办法和创建评价标准体系，对申请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的县（市、区）

严格创建标准，强化监督考核，加强技术指导，加大政策支持，指导

县（市、区）科学有序开展国土绿化，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不断提升森

林城市建设水平，打造生态宜居之地，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100个地方获得“河北森林城市”称号。

本报讯（记者康宁 通讯员谷伟光）11月19日，河北省轨道交通

发展协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河北省轨道交通发展协会章程》等系列草案，选举产生了协

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协会还聘请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副会长李国勇等专家为顾问。

该协会是由从事轨道交通相关业务的规划、设计、建设、技术研

发、咨询服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及轨道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

自愿结成的全省性、专业性、行业性社会团体。协会成立后，将充分

发挥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协会自身优势，努力构建轨道交通政产学

研有机结合的桥梁，建立专业齐全、人才聚集的高端智库，搭建尖端

科技应用平台，促进企业间横向联系与合作，协助政府部门研究轨

道交通发展政策、技术、经济等问题，不断扩大河北省铁路、轨道交

通产业影响力。

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年来，河北省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取得

长足发展，在全国路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22年底，全省

铁路营业里程8253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路网密度约为全国路网密

度的3倍。其中，高铁1805公里，“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初步形

成，11个设区市以及辛集、定州、雄安新区全部融入国家高铁网，城

市轨道交通、市域郊铁路从无到有，迅速起步。

本报讯（记者段美嘉）11月16日，河北省公安厅召开的全省高

速交警“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美丽河北”实践活动推进会提出，深入

落实“交通警察执法执勤八项注意”，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交通安全

治理现代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今年以来，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在全省高速公路交警系统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美丽河北”实践活动，围绕服务全省经

济社会建设大局，以营造群众出行“更加舒心、更加便捷、更加安

全”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为己任，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

期待。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惠民

生、暖民心、顺民意的便民利企措施有序实施，群众交通出行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高速交警实地核对限速标志标牌

181处，更新导航信息43处，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本着“助企发展、为

民解忧”的理念，主动深入重点运输企业考察调研，征求企业意见建

议，有针对性出台服务措施；依法严厉打击超载货车结队闯卡违法

行为，全力维护高速公路正常经营秩序；警保联动开展简易事故快

处快赔工作，减少等待时间；实行路况信息精准提示，共发送各类提

示信息552万余条。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四

项指数分别下降27.8%、33%、20.8%、39.7%。

河北高速交警便民利企措施有序实施

本报讯（记者王璇）11月18日晚，“点亮北方戏窝子——河北省

戏曲全剧种会演”汇报演出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在高校里掀起了

戏曲热潮。

河北作为戏曲大省，有36个地方剧种，数量居全国第二位。除

了河北梆子、评剧、丝弦，还有好多剧种非常有魅力。比如罗罗腔，

一人饰三角，演得活灵活现；还有隆尧秧歌，已经有400多年历史，

依然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一场演出，看遍全省36个剧种，大学生们开了眼界，饱了耳

福。来自40多个院团的400多位演员登台献艺，其中有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16位，还有不少年轻的后起之秀。老、中、青、少四代

戏曲人同台，年龄最大的近80岁，最小的才10岁。

这场汇报演出只是序幕，接下来还有折子戏专场演出、戏

曲研学、名家讲座、“遇见艺术”戏曲快闪等活动走进石家庄的

校园。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刘凤岭表示，希望戏曲

走进校园感染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多了解中国传统艺术。

河北省戏曲全剧种会演日前举行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齐雷杰 刘
桃熊 邹尚伯）设立6年多的河北雄安

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推

进，目之所及，很多事物都是崭新的。

在规划建设“未来之城”时，这座新城

悉心守护历史文脉，传承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让新城市有老场所，群众能

“记得住乡愁”。

作为新建片区，容东片区上千栋

崭新建筑物拔地而起。绕过外形如魔

方、充满现代气息的雄才大厦后，又仿

佛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古风古韵的

戏台、庭院、连廊呈现眼前，周围绿竹

环绕，古树葱郁。

这处民俗文化公园的建筑物由村

民旧宅院拆下的旧砖旧瓦砌成。两棵

长得亭亭如盖的古槐树，树龄超过百

年，由村民家中移植而来。中铁置业

集团河北雄安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杜思明介绍，容东片区E组团

施工时，多棵上百年古树列入“乡愁

树”目录，专业团队一树一策，将一些

古树原址保留，一些则移植到民俗文

化公园里。

古树不挪、古建筑不拆、古牌坊不

搬，确实需要迁移的寻找合适地方安

置起来。对新区居民而言，老村庄在

拆迁中不在了，但看到这些老树老宅，

还能找到儿时的记忆。

雄安新区郊野公园中青砖灰瓦的

“金玉璞家老宅”，明朝义士、“容城三

贤”之一杨继盛的祠堂，都被妥善保护

起来，并与新区新风貌和谐地融为一

体。在规划建设中，雄安将承载着新

区群众记忆的乡愁遗存登记造册，其

中物质类乡愁保护点2600多项。

当地专业团队还用视频、照片、

VR等方式，记录雄安的老树、老房、百

姓生活等，构建“数字乡愁”文化平

台。未来，百姓通过网络可直观感受

家乡的前世今生。海岳大街、雁翎大

街、渥城路、九河大街……一条条主干

道路的命名，也彰显着雄安新区的历

史文化特质。

走进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

工作站，一排排出土文物向观众展示

着雄安新区的千年文脉。工作站不

远处，就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容城南

阳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遗址

考古项目负责人雷建红介绍，新区成

立不久，这里就迎来高规格联合考古

队。通过40多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

考古队发现了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

址为核心的“大南阳”遗址聚落群。其

中，晾马台遗址考古勘查发现龙山、晚

商、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填补了雄安西

周时期考古空白。

雄安新区是河北古文化遗存密集

的区域之一。雷建红说，近年来，文物

工作者对雄安新区1770平方公里区

域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相继开展了

南阳遗址、鄚州城遗址、古州城遗址、

白洋淀及燕南长城调查等多项考古工

作，清理古墓葬300多座，出土文物

2000多件，涉及年代上迄新石器时

代，下至宋元明清，有效服务了新区规

划建设。

有形的文物古迹、古树古宅被

保护起来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得到传承弘扬。如今，西河大

鼓、雄县古乐、鹰爪翻子拳等非遗项

目，在雄安新区得到保护传承。这些

年，容城县西河大鼓传承人王凤仙不

仅积极参加非遗展演过大年、惠民演

出等文艺活动，每年为基层群众表

演数十场，还走进小学校园为文艺

社团开设课程、传授技艺，让这项非

遗传承下去。

雄安新区：在建设中守护历史文脉

大风、寒潮预警齐发 中国气象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1月17日，唐山市路北区橡树湾小学学生利用课间时间

做“跳袋鼠”游戏。

为丰富校园生活，唐山市路北区鼓励各中小学利用课间时

间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帮助孩子在体育锻炼和

趣味游戏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度过轻松快乐的课间时光。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省轨道交通发展协会成立

新一批“河北省森林城市”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