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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十大专项行动”之一，体育领域促进消
费工作将充分发挥北京“双奥城市”特
色优势，计划到 2025年，打造形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体育消费城市。

如何更好让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带
动体育消费提升？白宇飞认为，从体育
服务业来看，足球、篮球、马拉松等职业
体育赛事活动的举办，本身就会带来门
票、住宿、餐饮、衍生品等消费。滑冰、
滑雪等热门项目的培训，对青少年的吸
引力很强，尤其是在“双减”背景之下，
已经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有机组
成”。随着近年来体育旅游的兴起，特
别是国家和省级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的
推出，既丰富了人们的闲暇生活，提升
了居民的幸福感，也成为拉动消费的重
要抓手。

另一方面，就体育制造业而言，在
全民健身和科学健身的大趋势下，参与
体育运动往往需要有相对专业的服装、
鞋帽，带动了专业设备的销量。进入数
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
火如荼，智能制造类体育企业得到大发
展，科技含量十足的可穿戴智能装备也
正成为不少体育运动爱好者的“标
配”。“这些产品、器具无疑都是体育制
造类企业拉动消费的天然载体。”白宇
飞说。

在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中，城市副中心在体育消费领域可以进
行哪些尝试？

白宇飞认为，城市副中心可加强与
相关项目的国家级协会、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重量级精品
赛事，并继续扩大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
松的影响力。

同时，通过科学论证和全球招商，
高起点选址建设汇聚运动健身、餐饮娱
乐、休闲购物、健康医疗等功能，且能够
满足全市体育消费需求、引领全国体育
消费潮流、吸引全球体育消费关注的新
一代世界级体育综合体。

主动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
备中心等机构进行接洽联系，创造条件
承办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和代表
性论坛，推动副中心逐渐成为体育领域
国际化盛会的知名举办地。以北京打
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为契机，做好
创新型数字体育企业的引育和智能体
育制造国际项目合作对接工作，全面提
速运动装备技术研发进程，努力建设数
字体育产业的全球高地。

本版摄影 常鸣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身意识越来越高，运动健身融入日常，体育赛事得到高
度关注、参与。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体育活动、赛事不断在副中心落地。近日，北京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开幕式走进
城市副中心。体育节开幕式当天，小轮车、飞盘、徒步、轮滑等单项赛事活动同时进行，让喜爱运动的2000余名
大众参与其中，乐享城市副中心体育运动从赛事到节日的盛宴。本月底，运河骑游季暨京津冀骑游大运河活动
也将在副中心精彩上演。

城市副中心大量承接国内、国际高水平比赛的同时，持续布局体育产业，深耕“赛事经济”，除马拉松、游泳、
公路自行车等多个单项赛事外，融合多个单项赛事的体育节也走到百姓身边。

从比赛到节日，城市副中心百姓不仅能在家门口参与、欣赏到高水平赛事，运动也成为不少百姓的日常标
配，全民健身参与率大大提高，“体育之城”“赛事之城”已然叫响。

体育赛事作为城市形象的有效载体，能够
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牌和影响力。承办
一项比赛，推介一次城市，登上一个台阶，收获
一堆硕果——城市副中心通过一场场精品赛事
不断为城市发展“充电”。

今年4月9日8时，2023北京银行北京城市
副中心马拉松在司空分署街鸣枪起跑，来自海
内外近万名选手用热情奔跑感受古今同辉的城
市副中心魅力。每年的这场马拉松盛会，对于
城市副中心的居民来说也十分期待，在家门口
免费观看一场高规格的精彩体育竞赛，成了大
家每年的体育节日。

一场马拉松，认识一座城。以马拉松为代
表的大型体育赛事，让运动健儿们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点燃了城市的活力与激情。2017年开
始，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连续三届成功举办，相
继获得了中国田径协会颁发的“金牌赛事”“最
美赛道”等称号。此后，通过引入专业竞技赛
事，城市副中心实现了“半马”到“全马”的华丽
变身，吸引4万余人参赛，向大众展示了活力之
城的魅力。

专业体育赛事总会自带“流量”，成功引流
全国各地选手。今年4月举办的2023年通州区
青少年轮滑邀请赛，是北京市今年首次面向全
国开展的青少年轮滑赛事，来自京冀及内蒙古
等地区的26支代表队共465名运动员参赛。赛
事邀请了 2022 年参与冬奥会相关赛事的执行
裁判，赛事裁判几乎都是国际级、国家级。“这次

比赛我们结合了国家级相关赛事标准，赛事水
准足够专业。”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戴杨杨介绍。

今年以来，包括马拉松在内，多个专业级单
项体育赛事在城市副中心先后举办，包括城市
副中心2023年陆地冰壶体验赛、2023中国田径
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北京田径公开赛、城市副中
心系列活动暨2023北京击剑联赛、首届北京传
统风筝交流赛等，其中不乏国家级赛事。北京市
第十四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开幕式的举办，成为城
市副中心体育盛宴中的一道“重量级佳肴”。

从单一到多元，从“单人独唱”到“集体联
欢”，从体育赛事到体育节日，城市副中心正以
朝气蓬勃的年轻姿态，向全世界展示“体育之
城”“赛事之城”的活力形象。

城市副中心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拥有丰富水系，沿河而建
的绿道与自然巧妙融合，成为人们徒步、骑行、跑步的生态健身场地，不少
体育赛事也巧妙地将线路设计融入其中，为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路线设置在北运河边的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被跑友亲切地称为“走大
运”。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赛道贯穿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
中、南三区，途经燃灯佛舍利塔、通惠河、运潮减河、京杭大运河等景点，全
程绿树河流相伴，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高级教练员、奥运会田径
竞走冠军王丽萍在试跑过部分赛道后表示，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赛道亮点
纷呈，一步一景。“这条赛道很好地将城市美景、历史底蕴和运河文化融入
其中，跑友在奔跑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处处有景色、处处有文化、处处有
内涵。”

在区体育局发布的三大马拉松线路、十大骑行线路、十大跑步线路
中，涵盖大运河、潮白河、减河、温榆河、凉水河等多条境内主要河道，方便
健身爱好者在运动中饱览美景。家住东城区崇文门附近的邱峥最喜欢到
大运河边骑游，平均每个月都要来一次，领略大运河的四季美景。他还把
骑游拍到的美景发到朋友圈里，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在大家的强烈要求
下，他还组队带朋友来城市副中心打卡。

被誉为“北方水城”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近两年治水兴水建绿城，温榆
河、北运河、潮白河、运潮减河、通惠河、小中河、凉水河、萧太后河、镜河等
19条河流汇聚于此。正在建设中的运河商务区两侧高楼林立，运河碧波
荡漾，北运河航道宽阔，近10公里的直行航道，为赛艇航行提供了绝佳地
理条件。“我们曾先后在城市副中心举办赛艇、桨板等体育赛事，让更多水
上运动爱好者领略古今同辉的副中心美景。”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还将开展相关水上运动的展示和赛事。

在充分利用先天自然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副中心近年来不断加大专
业体育场馆建设。通州区体育场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新场馆将在
保留室外体育场功能的基础上，加入体育馆、游泳馆、冰上运动馆和全民
健身中心，形成“三馆一场一中心”的城市体育综合体，成为全新区级体育
中心。北京市体育局还将继续推进城市副中心绿心体育设施、水上运动
中心等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建成潞城全民健身中心。

打造“体育之城”,场馆设施和办赛能力缺一不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
商学院教授白宇飞认为，体育场馆建设有助于打造城市名片，有助于促进城
市更新，有助于增加城市活力，有助于拉动城市消费。“例如随着2008年夏
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相继举办，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中
心）、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等早已成为首都北京的靓丽城市名片。”他认为，
从老少皆宜的体育公园到广受年轻人青睐的足篮球场、游泳中心，再到举办
大型赛事的专业场馆，每新建一座场馆，就会为城市发展增添一分活力。

围绕百姓“去哪儿健身”，区体育局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为百姓家门口健身提供更多选择。通过引导社会资本，盘活改造闲置的
老旧厂房，形成了绿心“活力汇”等一批城市运动新地标。今后，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长廊、网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棋苑为
重点，副中心每年还将建设不少于15处专项场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健
身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体育消费日渐呈现多元化、
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在传统运动之外，飞盘、小轮车、水下
曲棍球等潮流运动受到更多年轻人喜爱。

去年，通州区极限运动协会正式成立，为喜爱飞盘、陆
地冲浪板、小轮车、滑板的年轻人搭建了社交平台。“95后”
美女周莹，就是通过这个平台重新拾起了运动的乐趣。现
在，周莹经常会和朋友们约飞盘比赛，赛场上奔跑的她，欢
乐而纯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被甩得远远的。“飞盘运动太
减压了，每次我跑得衣服都湿透了，虽然累但特过瘾。”

“00后”的陆畅则喜欢露营。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先后
建成了 51 处公园，这些天然氧吧方便了市民就近露营。
在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森林公园，柳荫码头、漕运码头和
儿童乐园是最热闹的区域。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
小长假期间，每天都能迎来约 3万名游客，既有来郊区露
营的北京市民，也有不少来自河北北三县等地的京外游
客。游园的人虽多，但由于公园面积大，所以并不显拥挤，
大家玩得都很尽兴。

首届北京露营大会去年在城市副中心举办，让更多人
认识了解露营运动。“周末有时间我们就会带孩子到公园
里露营。”大尺度绿地让露营爱好者刘世炎一家享受到了
生态发展成果，“以前都到北京周边去，现在我们经常到家
门口的公园。”

小轮车也是近几年在城市副中心新兴起的潮流运
动。奥体公园BMX小轮车场地内，陡峭的赛道上，爱好者
们骑着车子俯冲、腾空、翻转、旋转，炫酷的动作经常会吸
引路过市民的双眼，让人忍不住停下来欣赏。

“小轮车是一项极限运动，因其轮胎比较粗而且比赛
的赛道也和越野摩托车所用的赛道十分相似而得名，小轮
车独特的车把能够 360度旋转，赛道上，选手凭借高超的
技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种高难度的花样动作。”区极限
运动协会负责人刘鹏介绍，这两年，喜爱小众、极限运动的
年轻人、青少年越来越多，“我们的场地除了中青年人以
外，最多的就是小朋友。”

时尚潮流的体育运动也由专业精英向大众健身普及。
去年正式在副心落户的大手攀岩馆，为城市人挑战极

限运动提供了又一个选择。几层楼高的岩壁上，五颜六色
的岩点如同一幅炫丽的油画，在主绳的保护下，岩友们正
完成一次又一次极限挑战。

攀岩馆负责人王徽岗介绍，场馆是集难度和抱石为一
体的综合性攀岩馆，岩壁面积共600平方米，其中难度岩壁
10米高，抱石岩壁4米高，适合青少年、亲子、成人攀爬。家
住台湖镇的“岩友”郑清专程来打卡感觉还不错：“这个场馆
高度舒适，不会给人压抑的感觉，攀爬动作设计很有趣，大
仰角很好玩。家附近能有这种专业的体育场馆，对我们住
在东边的爱好者来说方便多了。”

城市发展有活力赛事

设施建设有力度氛围

新潮运动挺时尚潮流

新业态擦亮“新名片”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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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上友谊”“去人民”成了求医问药口头语

副中心优质医疗“变奏曲”
本报记者 张程伟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王莹
裴海江）“风速正常，附近无障碍物，可以起
飞！”在京唐城际铁路潮白河新桥，玉田南
桥梁检修工区桥梁工刘帆帆和张成栋缓缓
将无人机升起，他们正在对防洪重点地段
进行航拍，以便观察河道水流情况和高路
基边坡、路桥过渡地段变化等情况。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为我们设备
检查巡视提供了方便，以前那些上不去、看
不清的地段现在都瞧得一清二楚，不但省
力了，更提高了检查效率和准确性。我们
工区现在好多人都能自如应用无人机呢。”
张成栋兴奋地说。

为实现对防汛重点区域的全时段监
控，减少作业人员到高难险等处所检查的
风险，铁路部门设立了视频监控系统，京唐
城际视频采集点设置于通信、信号机房、牵
引供电及电力机房内外，运转室、桥梁救援
疏散通道、车站咽喉区、区间路基段、路基
桥梁结合部等处。目前京唐城际视频补强
工程134路已全部安装完成。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自去年12月开通运
营以来首次度汛，必须保证安全。负责该段
线路维护的唐山工务段在入汛前已经组织
了三次防洪演练。车间主任张金生说：“我
们车间是去年新成立的，全车间109人，青年
职工占了90%以上，近两年入路的新职工占
了一半以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兵连’。这
群小伙子们干起活儿来个个不服输。”

除了高科技，现场排查隐患也是重要
环节。在玉田南站外路桥过渡地段，玉田
南桥梁养修工区工长赵永正在组织职工清
理排水沟里的枯枝杂草。汛期到来之前，
他们已经对全线防洪隐患进行了全面排
查，对发现的隐患建立了问题库，按时逐一
整改销号。赵永说：“上汛以来，我们已经
对前期排查的所有隐患问题进行了处理，
对沿线排水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疏通，沿
线排水设施全部清理完成，相当于为京唐、
京滨城际铁路沿线所有的排水设施做了一
次血管‘溶栓’，绝不能发生排水设施堵塞
浸泡路基的问题。”

现场清理完毕，赵永还是不放心那段
路基地势低洼的防洪重点地段。前几天降
雨发了黄色预警，他们在那里看守巡视了
两天两夜。“新路基最怕沉降和边坡塌陷，
雨中和雨后检查最为关键，我们平时检查
也把这里作为重点，密切关注路基护坡状
态，哪怕有一丝细小的变化都要进行检查，
做好风险研判。”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将近 200公里的线
路中有桥梁38座，占总长的80%以上，且地
形复杂，河流纵横，坑、塘、洼、淀星罗棋布，
有潮白河、蓟运河、北运河、还乡河等主要河
流水系流经辖区，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宛如
一条“水上高铁”，年轻的高铁“新兵”们已经
做好了准备，合力筑起了一道无形且坚固的
防洪“堤坝”，时刻保障着旅客列车的安全。

京唐京滨铁路迎来首个汛期

高铁防汛用上高科技

本报记者 陈施君
最近去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市民

会发现，福泽湖多了一道温馨的景观：七
只萌萌的小鸳鸯跟在妈妈后面，在水中欢
快地游弋。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七只小
鸳鸯的妈妈，是 2021 年北京动物园野化
放归的鸳鸯一代。四处游历两年后，它再
次回归绿心，在原始栖息地产下了“鸳鸯
二代”。北京动物园的专家也首次在绿心
抓拍到了小鸳鸯“跳巢”的珍贵影像画面。

2021年7月，北京动物园鸳鸯保护项
目组将 24只人工繁育的小鸳鸯在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的福泽湖野化放归，它们年龄
均在 45 天左右，具备飞行和野外生存能
力。24只都佩戴了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提
供的金属环志和彩色旗标，其中8只佩戴
GPS全球卫星定位追踪器。

两年间，这些鸳鸯们可没闲着。“根据定
位数据，它们在副中心的活动地点主要在绿
心、大运河森林公园一带，喜欢周边游的有
去河北雄安的，飞得远的沿着太行山一路到
晋中了，还有一只飞到了湖北。”项目组负责
人、北京动物园研究员崔多英博士介绍。

虽然天南海北游荡着，但连续两年春
暖花开之时，崔多英都观察到，一些佩戴
环志的鸳鸯不远千里飞了回来。“这个季
节是鸳鸯的繁殖季，它们依然记得自己的
原始栖息地，回来繁育后代。”由于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树木树龄较小，目前还没有形
成鸳鸯的筑巢场所——天然树洞，2022年
起，崔多英将北京动物园的人工巢箱技术
引入了城市绿心，今年还在洞口加装了视
频监控设备，可以在线观测记录鸳鸯的繁殖进程。

今年4月，崔多英发现，有好几只鸳鸯雌鸟多次进出21号巢
箱，总共在巢内产下了14枚蛋。“一般一只雌鸟会产大约11枚蛋，
这些蛋应该是来自两只雌鸟，但有一只中途被赶走了。这是鸳鸯
竞争巢穴的行为，位置好、朝向好的房子，谁都喜欢。”崔多英说。

接下来是约29天的孵化期。研究人员发现，鸳鸯每天的生
活很有规律，雌鸟大约在早上 5点半和晚上 7点出巢觅食，约半
小时后飞回巢箱继续孵化“大业”。雄鸟在做什么呢？“雄鸟们在
这个季节会组成一个‘雄性俱乐部’，组团在附近吃吃喝喝，打打
闹闹，也起到警戒警卫的作用。到了饭点儿会去寻找自己的伴
侣一起出去觅食，吃完后送到家也不着急走，在枝头嗤嗤呀呀聊
一会儿，仿佛在说，你开始孵化了，那我就玩去了啊。”除此之外，
崔多英还意外地观察到，这只雌鸟佩戴环志，是两年前人工繁
育、野化放归的鸳鸯，这让项目组非常振奋。

5月25日下午4点多，崔多英在线查看监控时惊喜地发现，
有 3只小鸳鸯破壳而出！它们有的跳到母亲的背上，有的很安
静地趴在窝里，随后，越来越多的鸳鸯争先恐后地啄开了壳。“我
判断，当天晚上它们会一直待在巢里，因为夜间鸟儿都很安静，
雏鸟的卵黄囊仍可以供给足够的营养，不需要吃喝。第二天早
上，等羽毛干透后，它们会特别活跃，随时可能会跳出巢，开始在
水面上活动。”（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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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级随着市级、、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陆续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陆续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上友谊上友谊”“”“去人民去人民””不但成了副中心居民求医问药的口头语不但成了副中心居民求医问药的口头语，，更是津更是津
冀与副中心交界地区人民的看病首选冀与副中心交界地区人民的看病首选。。在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在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牛鼻子””过程中过程中，，城市副中心医疗资源城市副中心医疗资源，，通过通过““输血—输血—
造血—再输出造血—再输出””的的““三变三变””，，提升提升““内功内功””的同时的同时，，全力推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全力推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增进人民福祉。。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霍
旺 陆爽 钟行利）日前，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浇筑完成，京唐城际铁路接入
北京城市副中心隧道始发段封顶完
成。该段工程的顺利封顶，不仅为后
续盾构机进入隧道开工创造必要条
件，更为打通京唐城际铁路“最后一公
里”奠定基础。

据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所属京唐项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段线路起自北
京城市副中心站地下车站东侧，沿既
有京哈铁路线南侧，以隧道型式下穿
运潮减河、通胡路及路县故城遗址，上
跨城际联络线，线路全长 2.4 公里，其
中盾构段长度 1.3公里，是京唐城际铁
路唯一的地下隧道。

中铁十四局京唐铁路项目负责人
孙立军介绍，本次为临近既有线施工，
施工线路与京哈铁路既有线最短水平
距离仅有 13.7米。如何保证施工过程
不影响运营线路是该项目的重大课

题。孙立军说：“项目所有施工工序均
处于一级风险源范围内，项目团队邀请
内外部专家详细论证、科学制定施工方
案，采取远离既有线一侧施工，优化桩
基、吊车设备选型，分段吊装、焊接钢筋
笼等手段，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面与既有
线距离；并在工程实体工艺和质量上严
格把关，通过坚持旁站监督，执行首基
样板，使用超高压旋喷桩对基底进行加
固，在围护结构施工过程中，强化振捣
工艺，采取一次性精确注浆方式处理拼
缝，相当于为整个始发段加装了一层非
常坚硬的‘保护壳’。”

京唐城际铁路燕郊至唐山段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开通运营。作为京
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公
里”，未来，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将
集成京唐城际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
地铁6号线、22号线、M101线3条地铁
和15条公交线路，成为“轨道上的京津
冀”重要枢纽之一，进一步完善京津冀
1小时交通圈。

京唐城际铁路隧道始发段工程顺利封顶

相关新闻

疏解带来“输血”

北京市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过程
中，城市副中心的医疗发展获益匪浅，由原
来的向外需求合作，变为直接输血式落地，
本地医疗资源实现了“拔节生长”。

“大家有序排队上车”，在人民医院西
直门院区和通州院区的患者班车点，每天
都能看到患者和家属在排队。患者班车一
天双向对开5趟，两小时一趟。50座的大巴
车每周一办理出入院手续时基本满员，其
他时间车辆也要坐三四十人。人民医院通
州院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郑建介绍，医院
的住院患者来自全国各地，2021 年底通州
院区开诊后，为减少城区内的医疗挤兑，更
好地将外地进京患者疏导到通州院区，医
院除了提供同质化医疗服务，还为患者们
开了班车。“通州院区门诊患者 80%来自通
武廊，十几公里路程，交通便利的同时，家
属的住宿和生活成本低很多。西直门院区
血液、胸外、创伤救治中心等科室两三个月
才能排上床位，通州院区可大大缩短住院
等候时间。所以在了解了通州院区与西直
门院区是同质化医疗后，很多患者选择前
往通州院区。”他说。

疏解过程中，优质医疗资源也为副中
心的医疗发展带来了高端技术落地，不断
刷新副中心医疗纪录。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超 2/3 床位和
骨髓移植仓位迁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
院区，亚洲最大的半相合骨髓移植中心在
北京城市副中心应运而生。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血液科是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以造血干细胞移植为核心，首创
国际公认的非体外去T单倍型相合造血干
细胞移植体系。2016年该体系被世界卫生
组织（WHO）下属的世界骨髓移植协会命
名为“北京方案”。

2021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
州院区正式开诊，2022年2月，血液科正式入
驻。一年多来，通州院区血液科收治数以千
计的血液病患者，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急

性白血病、再障等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北京友谊医院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缓解

核心区医疗压力，先后把肝移植中心、肾移
植专业等外埠患者最多的学科整体迁移到
通州院区。四年来，该院完成的肝移植、肾
移植手术量居北京市首位，手术成功率、术
后管理及专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科室均继续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
区也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具创新活力的器官
移植中心之一，世界首例“多米诺肝移植”手
术、北京市首例机器人获取供肝肝移植手术

等不断刷新副中心医疗纪录。
截至目前，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

放床位 787 张，门急诊总量 334 万人次，出
院 6.4万人次，完成手术 2.7万人次，其中外
埠户籍患者比例为42%，主要为北三县及通
州周边地区常住人口。

优质医疗资源生根“造血”

市级、国家级医院落地副中心后，在快
速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通过通州区

卫生健康委，积极对接本地医疗机构，以医
联体方式“造血”，为副中心整体医疗水平
提升、完善副中心医疗服务体系贡献力量。

北京友谊医院与通州区域内 7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2家二级医院及 1家优质社
会办医机构签订片区制医联体协议，共同
落实医联体分级诊疗主导作用。同时，还
与通州区两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妇幼及康复
专科医联体，构建起了以北京友谊医院通
州院区为核心，一、二、三级医疗机构共同
组成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下转2版）

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推动副中心医疗资源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推动副中心医疗资源““拔节生长拔节生长””，，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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