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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揭秘地铁11号线新技术

单列减重近7吨本市最轻
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获悉，天

津地铁6号线北宁公园站A出入口顺利
完成工程建设及各项验收、评估等工作，
于今日正式开通运营。

北宁公园站 A 出入口位于河北区
中山北路与养鱼池路交口西北侧，与宁
欣花园商业开发项目结合建设，开通后
将极大便利中山北路北侧居民出行，坐
地铁去往宁欣花园、建昌道、红光中学、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地也将更加方便。

本报记者李文博

“津农精品”
五款伴手礼发布

中国一冶天津分公司武清安置房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这些人可领
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

地铁6号线
北宁公园站A口开通

新技术运用一览
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在建

设阶段投入了 20 余项新技术、新产
品，主要包括11项新技术。

1.车辆走行部位监测
实时监测列车转向架关键部件

的冲击、振动、温度等数据，对隐患趋
势进行分析、挖掘，并根据数据信息，
实现预警并实时反馈远程专家技术
支持和远程诊断。

2.防疲劳系统
利用视频分析技术对司机在驾

驶过程中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包括
是否出现闭眼、抽烟、左顾右盼等，有
效预防和减少因司机驾驶行为不当
带来的安全隐患。

3.防碰撞预警
对同一轨道上前后运行的列车，

达到一定距离后系统自动提供预警
提示功能，防止列车追尾。

4.弓网监测
通过弓网监控系统车载检测装

置和地面数据终端设备实现列车受
电弓、接触网关系监控。

5.电能子站
实现全线各车站的全范围电能智

能管理统计和指标评估，实现电能质
量的动态管理，保障设备用电安全。

6.可视化接地
实现对安全挂(撤) 地线的远程

操作、本地电动或本地应急手动操
作；大幅度缩短验电、接地作业的时
间，提高了现场作业效率。

7.能馈系统
充分利用了列车再生制动能量，

提高了再生制动能量的利用率，节能
效果好。

8.安防集成平台
通过整合视频监控、门禁、安

检、入侵报警等系统图像、数据，提
高地铁工作人员及公安人员办公
效率，提升乘客服务水平。

9.智能票务终端、人脸识别
全线设置自助票务终端，全线增

加了人脸识别过闸功能。
10.一键开关站
通过综合监控系统以及环境与

设备监控系统与广播、站台门、AFC、
防盗卷帘、电扶梯等设备接口，在各
车站综合监控界面上实现一键开关
站功能。

11.智慧车站
文化中心站是天津地铁11号线

的智慧示范车站，通过可视化的智
慧车站管控平台，对车站各系统设
备运行情况、温湿度环境感知、智能
视觉监护、智能能源管控、一键开关
站等功能进行管理。

本报记者李文博
摄影本报记者张磊

12 月 23 日，中国一冶天津分公
司武清安置房项目顺利通过竣工
验收。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武清
区育智路与规划路交会处，总建筑面
积 20.13 万平方米，容积率 2.0，绿化
率 40%，由 24 栋多层住宅及相关配

套用房组成。作为武清区重点民生
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满足武清区小
东庄片区居民的还迁需求，极大地改
善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该公司项
目部严格按照建设工期要求，合理编

制施工计划，组织施工队伍快上大
干，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
节点要求完成施工任务。下一步，该
项目部将全力以赴完善后续各项工
作,力争早日交付业主使用。

本报记者 安元
通讯员 刘佳楠

近日，本市出台《关于困难职工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有关政策的通
知》，自2025年1月1日起，本市公积金贷
款的借款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请
贷款利息补贴：借款人申请补贴时在本市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或特困供养人员范围（以下简称“低保
等救助范围”）；借款人名下的公积金贷款
在上一自然年度低保等救助范围期间有
还款记录。补贴金额按照借款人上一自
然年度在低保等救助范围期间已偿还的
公积金贷款利息（含组合贷款中公积金贷
款利息，不含罚息）的50%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符合补贴条件的借
款人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上一自然年度的公积
金贷款利息补贴。 本报记者李文博

冬至已至，春归有期。为进一步展
示天津优质农产品，“津农精品”伴手礼
2.0版正式发布，此次共有五款伴手礼盒
亮相。大酱丰“饭”礼盒，将天津著名的
小站稻与岳川辣酱巧妙组合，同时尽享
香辣软糯的美味。包“萝”万象礼盒，搭
配传统口味沙窝萝卜和水果味道冰激凌
萝卜，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集“食”行
乐礼盒，汇集了“小猴摘摘”冻干桃干、狗
屁果仁和王口炒货 3 款天津特色小吃，
成为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必不可少的佐餐
小食。非你莫“薯”礼盒以岳龙红甘薯为
主打产品，可烤可蒸，每一口都香甜软
糯、细腻丝滑。“梨”尚往来礼盒以罗庄子
红香酥梨为代表。 本报记者徐燕

资讯

地铁地铁1111号线的人脸识别过闸设备号线的人脸识别过闸设备

家庭照护者培训
大咖线上来教学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照护者的
角色变得尤为重要，但他们往往缺乏专业
的照护知识和技能，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昨日，首届京津冀“家庭照护者培训日”活
动启动，本次活动为期三天。

本次活动的培训对象是京津冀三地
失能失智、高龄、残疾等常住老年人的家
庭照护人员、农村邻里互助员、有意愿学
习养老护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老年人亲
属、保姆、家政等。本市各区民政系统，
提前与各街道、社区安排好，组织相关人
员收看培训课程。

今明两天，培训将继续开展。市民
如果想观看课程，可搜索“天津民政”公
众号，点击进入相关界面后，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观看。 本报记者穆德旺

作为天津市首批重点中学、首批
示范高中校，天津市咸水沽第一中学
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为目
标，将国家课程、校本课程、科技社团、
校外科教平台以及校园科教文化五个
教育序列有机结合，在教育“双减”中
为科学教育做“加法”。

记者从副校长王冬燕老师处了解
到，在打造“科学教育+”校本课程蓝图
中，天津市咸水沽第一中学注重拓展学

科思维培养途径，不断丰富学生的校内
外实践活动。校内，开展实验探究、模
型建构、科技比赛、科学家精神宣讲、探
寻校园文化与科学融合实践等项目式
活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品质；积极邀
请知名高校博导走进校园开设多场“苗
圃课程”讲座，助力学生埋下科学的种
子；引进社会优质资源，开社8个科技
社团，提升学生动手能力。校外，组织
科学研学活动，走进天津大学、哈工大、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稻作馆、科技
馆、天津智谷·创新发展聚集区展示中
心共建研学课程，并在天津市强校工程
项目中进行课程展示。多名学生成为

“学森挑战计划”和首批“青少年科创计
划”培养学员。

未来，天津市咸水沽第一中学将
继续完善科学课程体系，构建学科融
合课程，实现全域、全员、全课、全程的
科学素养育人理念。 本报记者张旭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提升科学育人水平

天津地铁 11 号线一期工程
西段将在近日具备通车运营条
件，作为今年天津市 20 项民心
工程的重点项目，11 号线西段
的通车将中心城区与海河中游
地区有效连通。记者从中交（天
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获悉，目前 11 号线西段的列车
试运行已经结束，10 座车站正
在进行最后的清洁工作，运营员
工和设备设施正处于进一步提
高的阶段。

“目前正处于11号线西段的
开通前期，所有的运营人员都已
经接受过培训并通过了考核。为
了让员工能够更好地服务乘客，
我们正在提升培训、加强应急演
练。”中交天津地铁 11 号线项目
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付京涛表
示，现在11号线的列车已经开始
每天按照实际运营图进行跑车，
也就是说列车在到达东江道站
后，进行一次清客，然后继续发车
前行，跑完西段的10座车站再折
返掉头。根据这一段时间的列车
运行情况，目前设备设施和列车
功能都符合相关要求。

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智能
化新技术在本市地铁建设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其中地铁11号线一
期工程西段在建设过程中，就秉
承建设智慧地铁理念，采用了智
慧管片管理系统、车辆智能能源
管理平台等 22 项新技术。其
中，3 项是全国首创，8 项是天津
首创。为推动地铁低碳、智能化
转型发展，在前期阶段就对一体
化平台、车辆、供电和信号等专
业开展节能研究、应用。列车在
设计上采用了轻量化理念，每列
减重近 7 吨，是目前本市最轻的
列车，大幅降低了能耗，提高了
运力。车辆全部设置温湿度、客
流密度监控系统，为乘客提供舒
适的乘车环境。所研发的技术
成果《城市轨道交通低碳智能一
体化关键技术与应用》荣获2024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
一等奖，该技术在11号线东段运
营一年时间，与同类型列车相比
牵引节能提升 7.7%、电 网 能 耗
降低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