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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节”的举办地上海，围绕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正在打造国内大循

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

略链接。上海市市长龚正指出，上海将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进一步打造引领消费潮流的

风向标、推动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以及优

化消费环境的新优势。

大循环 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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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白菜心” 突破“硬技术”

开 启 首 都 现 代 化 建 设 新 航 程
首都北京的变迁，正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伟大历程的历史见证

北京亦庄崛起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 朱竞若 贺 勇 王昊男

北京，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100年间，她从一个辉煌壮丽又满目

疮痍的历史古城，变为繁花似锦、气

象万千的大国首都，综合实力跃居世

界大都市前列。首都北京的变迁，正

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伟大历程的历史见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9次视察北京，14次对北京发表

重要讲话，明确北京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的战略定位，提出建设国际一流

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为首都建

设谋篇布局、指路领航。

北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深情关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首都这张中国的金名片正焕发更

加夺目的光彩。

转型发展
挥洒绿色最美底色

2021年初，首都北京交出了一

份被称为“绿色成绩单”的最新数据：

PM2.5年均浓度降至38微克/立方

米；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地表水全

部还清；森林覆盖率达44.4%；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约2.4万美元，达到发

达经济体中等水平；人均期望寿命

82.43岁……治理“大城市病”，建设

和谐宜居之都，北京新时代的奋斗，

一步一个脚印！

城市发展深刻转型，“动批”的变

化很有代表性。

今年2月下旬，位于北京西北二

环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核心区

正式亮相。这里曾经是喧嚣了30年

的动物园批发市场，一度有3万从业

人员，日客流10万人。逼仄、拥堵、

脏乱，正是北京“大城市病”的一个缩

影。如今，市场疏解，“动批”的市场

大楼还在，入驻其中的却是一家家金

融科技行业的翘楚。

根据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北京不

予办理工商登记业务累计 2.34 万

件。一般制造业企业集中退出、区域

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务已基本

完成，在人口、建设用地、建筑规模

“三个减量”的同时，全员劳动生产率

从2015年的人均21.2 万元提高到

28万元以上，超大城市减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北京以钉钉子精神治理“大城市

病”，整治背街小巷、清理违法建设、

缓解交通拥堵，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

例达到73.1%，城市环境秩序得到明

显改善。从“吹哨报到”“接诉即办”

努力解决好“家门口的烦恼”，到紧扣

“七有”“五性”把民生实事落实，再到

抓好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两件

“关键小事”，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环境就是民生”，北京以“咬定

蓝天不放松、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

神，持续治理大气污染；以“誓向污水

要清水、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创

新治理水污染；以“誓与沙尘比高低”

的精神，持续植树造林，创造了生态

环境快速改善的奇迹。

当前，北京正落子发力，探索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为首都发

展营造新的优势！

保护老城
守好历史文化遗产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

年建都史，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北京

魅力所在。进入新时期，北京以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更

开阔的视野挖掘古都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城市保护理念发生

了深刻变化。

告别昔日的“旧城改造”，推进新

时代的“老城整体保护”。2017年

9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通

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先后规划

建设，首都的空间结构调整为“一核

两翼”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北京

推进老城整体保护规划，开展核心

区历史文化资源普查，推进传统平

房区地下文物保护，扩大历史文化

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范围，最大限

度留住老城历史记忆。与此同时，

城市更新稳步展开，百年商圈焕发

青春，老旧小区再现生机，百年隆福

寺成为时尚打卡地。

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历史文化实

施全域保护。在老城之外，颐和园、

西山等“三山五园地区”保护建设精

细推进；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

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建设消息频传。

壮丽恢宏的城市中轴线，挺起大

国首都的脊梁。北京推出申遗工程，

对全长7.8公里的古都中轴线进行全

面保护。登高远眺，钟鼓楼向北，城

市新的轴线豁然展开，延伸至奥林匹

克公园的仰山之巅，奥运元素闪耀，

北中轴线成为璀璨的“时代轴线”。

在最新规划中，北京的南中轴线也已

悄然成形。它由永定门向南，在郁郁

葱葱的森林中笔直向前，展览与艺

术、科学与生态、居住与商业，多种要

素交替呈现，它的正前方是凤凰展翅

的大兴国际机场，南中轴线被称为首

都的“未来轴线”。

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成就交相

辉映，融合成大国首都独特的风采。

科创中心
创新发展再攀高峰

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到“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首都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使命

与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一词之变，

力承千钧。

雁栖湖畔，承载基础研究新前景

的怀柔科学城，正脱颖而出。

谷雨时节，北京东北部百余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各式建筑伴着周围吐

绿的枝条拔节生长，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群正加速形成，支撑原始创

新的力量正在这里集聚。地球系统

数值模拟装置，预计今年6月试运

行；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午

工程二期）预计今年6月土建工程

竣工……

以“三城一区”融合发展为抓手，

北京全力打造科创中心主平台：中关

村科学城，向北扩容，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480件，中关村实验室启

动区空间已完成配置；怀柔科学城，

29个科技设施全部开工，以科研院

所、高校、科创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

新生态初步形成；未来科学城，昌平

国家实验室挂牌，23个央地、央校协

同创新平台相继建立；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机器人

和智能制造产业等四大主导产业产

值超过4000亿元。

向创新要活力。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研究布局，中关村的金字招牌越

擦越亮。量子科学研究院、国际领先

深度学习智能芯片、国际领先柔性

显示技术、国内第一代石墨烯生物芯

片……一批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数

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关村示范

区企业总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2020年达7.2万亿元；93家独角兽企

业约占全国一半，成为全球风投和

“独角兽”企业最集聚的区域之一。

“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基本形成；到2035年，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

力全球领先。”2020年召开的北京市

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为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定下目标。新的征

程，北京再次起航。

本报讯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与河北廊坊市日前签订政务服务“区域

通办”框架协议，523项事项将在两地实

现“区域通办”。

据介绍，这批事项重点服务两地通

勤人员、项目疏解和承接，包含453项高

频便民事项和70项政务服务事项。北

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和廊坊市将采取

在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区域通办”专

窗、互设自助服务终端、在移动端指导办

理等方式方便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同

时，两地将通过建立政务服务联席会议

制度、明确审批标准、健全业务交流等措

施确保“区域通办”顺利实施。

据悉，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全

面深化，廊坊市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等方面作用日益

突出。此次两地建立政务服务“区域通

办”联通机制，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与廊坊市“北三县”、廊坊临空

经济区在政务服务领域实现全面对接迈

出坚实的第一步，将为两地政务服务一

体化发展提供遵循和支撑。

下一步，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和廊坊市还将通过推行“政银合作”模

式、加快系统平台对接、探索建立审批交

叉授权、审批互信机制等方式加强两地

政务服务一体化联动发展，全面提升跨

区域通办协同能力，为两地企业、群众提

供更为快捷、便利的政务服务体验。

（张 骁）

北京市46项民生政策
将首次集中“体检”
本报讯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制

定的《关于开展民生政策绩效评价的工

作方案》，北京市拟于今年8月前，对医

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46项市级民

生政策开展绩效评价。

据悉，这46项民生政策中，医保领

域相关政策7项，如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农村地区社区卫生

人员岗位补助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领域相关政策7项，如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职业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社会保险

补贴、岗位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退役

军人领域相关政策3项，如优抚对象抚

恤经费、义务兵优待金、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等。

此外，民政领域相关政策有14项，

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社会办养

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价格补贴等；助残领域相关政策

有15项，如重度残疾人居家助残服务补

贴、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补助、残疾

人辅助器具服务补贴、温馨家园基本运

行经费和项目经费等。

“为保证民生政策的可持续性，加强

民生政策支出成本控制，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确保北京市民生支出与经济

发展相协调、财力状况相匹配尤为重要。”

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高

绩效评价有效性，此次绩效评价将从政

策“目标相关性、执行效率性、实施有效

性、公平性、效果可持续性”五个维度，重

点评价分析“十三五”期间医疗卫生和社

会保障领域民生政策资金投入情况、绩

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落实“六稳”“六

保”任务的实际效果。 （孙 杰）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
政务服务“区域通办”

□ 曹 政

“为了增强我市工业发展后

劲，特别是促进高新技术和外资企

业发展，必须向郊区扩展，建设工业

小区……”30年前的一份北京市政

府常务会议纪要，“揭秘”了亦庄工业

小区如何从无到有。

如今，京城东南五环外的这片

土地上，重量级企业越来越多，总产

值越来越高。2020年，经开区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已形

成高端汽车、产业互联网2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按照计划，经开区力争

到“十四五”末再建成4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

“白菜心”：创新攻关破解
关键技术难题

把小米粒大小的鼠脑切成1000

片，用一台设备观察每片上的脑神

经，如果使用国外扫描电子显微镜

需要数年时间，但依靠聚束科技研

发的电子显微镜则只需几个月。

亦庄永昌工业园，厂房外墙上密

密麻麻挂着入驻企业的招牌。“藏”在

其中的聚束科技公司，研发出了全球

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高通量扫描电

子显微镜。

“我们实现了全球最高通量成

像，成像速度可达到传统电镜的数十

倍以上，颠覆性地将扫描电镜从传

统意义上的纳米‘照相机’提升为纳

米‘摄像机’。”聚束科技公司总经理

何伟说。如此神奇的“摄像机”被广

泛应用在材料、生物、医学和半导体

等多个研究领域来观测材料微观结

构。但由于国内高质量电子光学系

统研制生产困难等原因，此前不得不

花费巨额资金从海外采购。

亦庄从早年的工业小区开始，就

瞄准“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目标。

“为了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2019年

经开区围绕‘白菜心’，聚焦‘硬技术’，

持续打造技术创新示范区。聚束科

技是最早被纳入经开区‘白菜心’工

程的企业之一。”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梁胜说，目前经开区已经发布10项

关键核心技术清单，推动形成一批

具有引领性、突破性的重大技术创

新成果。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北京

经开区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5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45项，全国

首个民营商业航天火箭发射等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相继诞生，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462件领跑全市，科技创

新水平实现量质齐升。

“引力场”：吸纳全球资源
推动科技创新

一次性同时照射十几个病灶，治

疗师手上犹如有一把无创“隐形手术

刀”，通过“一键式”操作，为患者提供

时间更短、无需开颅的治疗。这种名

为“HyperArc”的先进治疗方法，其

所必需的直线加速器 TrueBeam

来自经开区内企业瓦里安医疗系统

公司。

瓦里安1948年创立于硅谷，占

有超过50%的全球肿瘤放射市场。

去年疫情之下，瓦里安再次加大投资

提高产能，高端旗舰产品TrueBeam

生产线如期在北京落成。

“目前，瓦里安医疗北京研发和

生产基地已经成为瓦里安医疗全球

最全产品线的研发和生产基地。”瓦

里安医疗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1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

比，产值已增长了67%。

经过近30年的积累，亦庄已经

吸引了15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聚

集，其中就有拜耳等世界百强企业，

GE、瓦里安等国际医疗影像诊疗行

业知名企业。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主平台‘三城一区’中的‘一区’，做

优高精尖产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是经开区的职责

使命。”梁胜说。亦庄正通过多重政

策叠加优势，打造“强大引力场”，吸

纳全球资源推动科技创新。

“大管家”：营商优化打通
“最后一公里”

“太感谢您了，帮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4月21日，北京ABB低压电

器有限公司负责人把锦旗送到了亦

企服务港永康港。去年10月，亦企

服务港永康港在走访片区企业时了

解到ABB公司正在筹建屋顶光伏

项目，却因公司厂房问题而迟迟无

法办理手续。很快，工作人员就帮

助联系协调了经开区相关部门及供

电公司，陪着跑手续。在他们穿针

引线的帮助下，相关审批手续最终

顺利办理。

从去年开始，亦庄新城被划分为

11个区块，每个区块建设“亦企服务

港”，确保“企业在哪里，服务就覆盖

到哪里”，打通企业办事“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经开区已完成8个亦

企服务港建设，服务涉及11,077家

企业，累计为企业解决了1317项实

际难题。

“经开区已经建立常态化的企

业服务机制，构建包括工委、管委

会领导、各部门各单位在内的全方

位、全覆盖的企业服务团队，确保

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平稳、重点项目

顺利推进。”经开区工委书记王少峰

说，这一机制已经为企业提供人才

引进、应届毕业生落户、子女入学、

工作居住证、保障性住房等实打实

的服务，化解企业难题，累计支持

资金2500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北京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色”精心“着墨”，以首善标准推进高质量发展，绘

就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精彩篇章。图为北京密云水库（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