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新增2例感染者 相关风险点位已管控落位
7月18日，北京市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380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7月18日

0时至15时，北京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者和1例本土关联感染者，分别为在健康监测期

间的国际入境航班机组人员及其同住人员，涉多家

餐厅、影院等，上述2人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境外输

入感染者为国际航班机组人员，居住地为顺义区李

桥镇邦舍公寓，工作地为朝阳区机场北路2号，7月

14日从京外入境，7月15日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在京

健康监测期间，未执行非必要不外出规定，于7月17

日到祥云小镇就餐、购物、乘坐公共交通。7月17日

出现嗓子痒等症状，7月18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本土关联感染者为境外输入感染者的妻子，现

住顺义区李桥镇城家（邦舍）公寓。7月18日作为密

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当日诊

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据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

言人张艳林介绍，目前顺义区已将确诊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居住公寓所在的丰荣大厦（李桥镇李天路

27号）划为高风险区域，空港街道祥云小镇弗萨塔

可墨西哥餐厅、橙天嘉禾影城、红筷子牛肉面、知嘛

健康店划为中风险区域，空港街道、李桥镇除中高

风险以外的其他区域为低风险区域。截至目前，已

判定密接人员140人、次密接人员61人，涉及顺义区

的人员均已落位管控，涉及区外的人员信息已全部

横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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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揭晓上半年成绩单：新经济功不可没

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反映，广州某小区业主在酒店隔

离期间，家门锁被社区拆掉强行破门，涉及一百多户。

该小区物业表示：“目的一个是为了消杀，另外是为

了防止有人躲在家中不出来。之后，会帮助业主们重新更

换新锁。”

7月18日，广州市荔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回应称，应急入

户排查做法简单粗暴，忽视了住户感受，伤害了群众感情。

简单粗暴的做法，在过去两年的抗疫过程中时有发

生。如今，不止一地又现出格之举，打着防疫的旗号，却无

视最起码的法律法规、安全常识，实在令人唏嘘。

无论目的是消杀，还是所谓防止有人躲在家里，在尚

未与小区业主进行沟通、取得同意的情况下，涉事基层防

疫人员以破门为手段进行排查，不仅背离精准防控的要

求，也偏离了法治的轨道。

刑法对“非法侵入住宅”有明确规定。民法典同样保

护居民的“生活安宁权”，无论从物权还是隐私权的角度，

破门而入都毫无合法性可言，已经涉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

践踏。

家是每个人最私密的生活场所。个人的住宅和财产

不容侵犯，防疫是以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为前提，不能以损

害安全感为代价。

公权力若不能被有效约束，便会突破安全边界，对私

权保护形成威胁。而这类问题屡禁不止，才是最令人担忧

的。舆论此起彼伏的声讨，不合法、不合理的“一刀切”一

再出现，值得反思。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非易事，考验着各

地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既要防止不作为，也要防止乱

作为、胡作为，防疫工作需要被理解和支持，就要警惕脱

离依法防控的一切不法之举。

随着时间的推进，防疫工作从“初来乍到”，到如今经

验不断累积。哪些以防疫之名的做法不可为、不得人心，

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晰。任何试图违背社会共识的做法，只

会引发民众反感，甚至滋生对立情绪。

破门而入的荒唐举动背后，不仅是工作方法简单粗

暴的问题，也是防疫背离了以人为本的问题。对政府部门

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常识。疫情防

控工作当然十分重要，但基层执行工作必须建立在合法

的基础上，并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违背常识、法律的荒谬做法，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严肃追责，并妥善解决，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有些滥用的

权力必须被关进笼子，才能让更广泛的权利得到保护。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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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小时通勤圈频“上新”
高铁、大巴齐上阵，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频频“上

新”。7月18日，北京西至涿州东的通勤高铁首班车

G6702次列车由涿州东站始发后直达北京西站，全

程仅需24分钟。7月25日，北三县到北京中心城区的

通勤定制快巴也将驶出，全程仅需1小时。

专家表示，京津冀一小时通勤圈不仅切实解决

环京通勤人员通勤难问题，而且为后续产业协同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实现不用跨市通勤，在家附近就

可实现安居乐业。虽然成绩斐然，但京津冀通勤圈

的建设仍在路上，地铁跨市通勤仍需进一步提速。

北京到涿州仅需24分钟

7月18日6：23，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
西至涿州东的通勤高铁首班车G6702次列车由涿

州东站始发，6：47到达北京西站，全程仅需24分钟，
票价26元。G6702次列车的开通，标志着北京至涿

州间通勤高铁进入试运营阶段。

京广高铁时速达350公里/小时，涿州市是河北

省县级市里第一个开通通勤高铁列车的城市。涿州

市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地处北京西南部，是京畿

南大门。东临固安，西接涞水，北通北京，南到高碑

店。涿州距北京市中心60公里左右，是京津冀一小

时通勤圈中的重要部分。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客运管理科科长张树旺介

绍，在原本的高铁线路上，涿州东站是一个中间的

经停站，如果前段旅客过多，涿州站就买不到票了。

本次加开的G6702次列车涿州是始发站，涿州乘客

买票会更容易，服务的人群也更多。

北京商报记者在12306官网检索发现，目前，包

含G6702次列车在内，涿州前往北京的列车一共20

趟，其中上午8点之前发车的列车共6趟，高铁均价

在23-28元/趟，单程时长平均25分钟左右。

“硬件”“软件”两手抓

在轨道资源不丰富的地方，京津冀正加速打造

一小时通勤圈。以至北京中心城尚未开通轨道交通

的三河、大厂、香河北三县为例，进出京通勤主要依

靠公交和小汽车，小汽车平均通勤时间超100分钟。

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解决环京地

区通勤人员进出京交通不便、出行时间长等问题，

经过京廊两地推进，预计7月25日起，将陆续试点开

通北三县至北京中心城的通勤定制快巴。据初步估

算，首批开通的通勤定制快巴单程运行时长约一小

时，比小客车通勤节省约50分钟。

与此同时，京津冀一小时通勤圈内公路网的建

设马不停蹄。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运输部在印发的

《国家公路网规划》中明确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等区域，将逐步实现支撑城市群内部2小时

交通圈构建和高效服务都市圈1小时通勤需求。

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而言，京张高铁、京雄城际、

京哈高铁京承段等已建成通车，京唐、京滨城际建

设正在加快实施，京西第一条高速公路———109新

线高速（西六环至市界段）将于2023年底完工。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此前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北京市域

内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已全部消除，相邻城市间

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在公路网、铁路网等硬

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软件”也更人性化———

目前线上交通一体化也正在有序推进中。

据赵阳介绍，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与全国288

个城市实现了互联互通，目前正向雄安新区延伸覆

盖，轨道交通与天津、上海等5个城市实现“二维码”

一码通行。“此外，在乘坐前述通勤定制快巴时要求

本人‘北京健康宝’标注有‘通勤’字样，也是交通线

上一体化的体现。”

车轮上的经济路线图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先行。“打造1小

时通勤圈，一方面是切实解决环境通勤人员通勤难问

题，另一方面主要也是为后续的产业协同发展打下基

础。”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叶堂林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

让人和物能流动起来，在三地之间形成互动。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提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北京是‘白菜心’，周边地区是‘白菜帮子’。”叶堂林

进一步解释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要用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而交通一体化

的发展不是鼓励大家在北京上班、睡在周边地区，

而是逐步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起来，大家不用

跨市通勤，在家附近就可以实现安居乐业。”

虽成绩斐然，但京津冀通勤圈的建设仍在路

上。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

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

前京津冀各地之间经济发展还存在一定差异，地铁

跨市通勤还不太完善，但在未来各地产业逐步发展、

经济提升之后，相信跨市地铁通勤也将逐步实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连通北京和河北

的北京地铁22号线（地铁平谷线）正在建设中，建

成后将实现京津冀地区跨市地铁通勤。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陆珊珊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0.7%

7月1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上半年北京市

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19352.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0.7%。其中，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9413.4亿元，增长4.8%；二季度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9938.8亿元，下降2.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3.7亿

元，增长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933.5亿

元，下降11.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375

亿元，增长3.3%。

具体而言，上半年经济可以分为“平稳开

局-行至低点-恢复回升”三个阶段。根据不同

的经济运行表现，上半年可以分成三个时间

段去理解，分别是一季度、四五月份、六月份。

其中，一季度实现平稳开局，GDP同比增长

4.8%。进入到四五月份，全市经济下行压力开

始显现，并有所加大。到6月份，经济运行进入

第三个阶段，呈现出恢复回升态势。

就北京二季度GDP负增长，朱燕南表示，

北京经济具有服务型经济、消费主导的特点，

疫情对接触性服务行业和消费领域的冲击最

大，所以对北京的影响也就相对更明显一些。

但疫情是一个短期的外在的影响因素，内部

的支撑力量以及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都不会改变。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

闻发言人卞晶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二

季度内外部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叠加本市

新冠疫苗生产高基数影响，北京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面对困难和挑战，北京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经济呈现恢复回

升势头。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

院长叶堂林看来，北京许多产业与长三角、珠

三角形成配套，经济联系紧密，例如汽车制造

业对上海的芯片需求很大。二季度全国疫情

零星散发，外地疫情叠加北京本地疫情多点

散发，影响北京多个产业，导致了北京二季度

GDP负增长。

经济增长点在哪

上半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8个百分

点，比1-5月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

投资增长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0.6%，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3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

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对此分

析，上半年投资增速较快，一方面是由于大量

投资项目提前确定，和上半年经济走向关系

不大，另一方面，上半年北京举办了冬奥会等

大型活动，对于新基建、新工程、服务保障工

作的需求很大，推动投资增加。

叶堂林则表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中，出口和消费在上半年都有所下降，投

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显得格外重要，稳经济、

稳消费、稳就业都需要扩大投资力度。

而在投资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数据

亮眼。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项目

带动下增长78.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在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带动

下增长61.7%。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研发等新兴动能的

发展也为北京上半年经济提供了支撑。上半

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8381.3亿元，

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4.1%，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43.3%，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6.9%，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3%。

王鹏表示，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不仅

处于全国前列，在全球范围之内也处于领先

位置。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数字经济畅通

供应链，实现全国范围内调货，在小范围内

实现无接触的安全配送，服务保障民生，保

证供需平衡。北京市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的方案后，对数字经济投入很

大，数字经济也对上半年经济起到了拉动

作用。

CPI温和上涨

除了稳经济外，数字经济还有利于平衡

供需，稳住物价。王鹏认为，数字经济平台为北

京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供需平衡发挥了重要

作用。“得益于平台经济和物流保供，疫情期间

没有出现大规模供需失衡，物价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温和上涨，同比涨幅为1.8%。其中，消

费品价格上涨2.5%，服务价格上涨1.1%。八大

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中：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

6.7%，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2%，教育文化娱

乐类价格上涨1.5%，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上涨1.2%，衣着类价格上涨0.9%，居住类价格

上涨0.8%，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8%，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0.6%。

6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0.1%。

叶堂林表示，CPI上涨主要是受上游影

响，原材料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势必传

导到物价上，导致CPI上升。俄乌冲突后，原油

价格和国际粮价的上升也导致了CPI的走高。

对于下半年的走势，朱燕南表示，经济恢

复的基础还不牢固，疫苗生产高基数的影响

也还会持续存在，但是大国经济的韧性、政策

措施的持续显效以及新兴动能的支撑等，都

有助于下半年北京经济继续企稳回升，确保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袁泽睿

7月18日，北京亮出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

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9352.2亿元，同

比增长0.7%。北京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

燕南表示，上半年北京在国内国外多重压力影

响下，经济情况虽然也曾“行至低点”，但可以总

结为“行有波动，始终向好”。专家分析认为，数

字经济、科技创新研发等新兴动能的发展为北

京上半年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19352.2亿元

上半年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0.7%

按不变价格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