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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再添国家级种业企业
主要从事新品种研发展示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国家“育繁推
一体化”种业企业，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
关成员单位，以小麦、玉米、棉花新品种选
育、种子生产加工及市场营销服务为一体
的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正式扎
根副中心。目前，公司正在实验地块内进
行新组合、新品种的综合性测试，以筛选
到更多高产、优质、抗病等性状优异的种
质资源。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北京实
验地块位于于家务乡，共 142亩。“这里目
前有1400多个组合品种，都来自生物育种
领域顶尖科研机构、院校的多名权威专
家。”公司生产技术服务主管王亚卿介

绍。走在一块块试验田内，头戴草帽的
王亚卿皮肤被晒得黝黑，他时不时蹲下
身子查看组合的生长状况，并详细记录
在册。

作为“种业之都”的北京，吸引了一批
顶尖育种企业。在位于副中心内的于家
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农科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12家国内
农业顶尖研究机构与园区开展合作，建立
了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 15个农业科技重点实验室和
研究中心，培育孵化了神舟绿鹏、供给互
联等 10余家科技型企业。相继成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青年英才创新基地，引进硕

士以上人才近 200 人，博士以上人才 80
人。一批专家、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在园
区创新创业，开展种业科研、中试示范、成
果转化、检验检测、电子商务、供应链金
融、创客空间、交易结算等业务。

正是看中了种业创新要素汇聚，远在
新疆昌吉市的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也将业务拓展到了北京，在于家务国际种
业科技园区落户。“我们抱了很大决心，要
在北京开拓市场，进行一系列育种科研工
作，与北京地区的科研机构、人才对接，吸
引更多更好优秀资源，把种业做大做强。”
王亚卿表示，在于家务实验地块内展示了
公司近两年培育的50余个新品种，包括甜

糯玉米等。展示的140余份玉米亲本都是
公司研发人员从千千万万份材料里筛选
出来的。

据了解，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3年，位于新疆昌吉市，以小麦、棉
花、玉米和瓜菜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
工及市场营销服务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
具有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全国育繁推一体
化经营许可证”。近年来，企业在南北疆及
河南省新乡市、辽宁省铁岭市等多地建设了
种子加工生产线并配套仓储物流服务体系，
玉米、小麦、棉花种子年加工能力达15万吨
以上。目前，已拥有独家生产经营权品种
210多个，良种覆盖全国17个省份。

(上接1版)据了解，从规划设
计初期开始，声学设计的考量就
被包括其中。目前，比利时卡尔
声学设计事务所和上海华东建筑
设计院声学所两支国内外顶尖团
队共同参与剧院的声学设计，根
据各厅堂的不同使用需求，对空
间形状、吸声、反声材料，以及面
积等进行全面考量。“例如剧院的
钢屋盖，就设计成大跨度单脊双
曲面造型，呈现网状反拱姿态，最
大单脊梁空间尺度约 155 米，在
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付雅娣介

绍，剧院内外部空间均呈现出大
跨度、高凌空的特点，且为复杂的

“楼中楼”结构，如此设计也是为
了能够起到良好的隔声和隔振功
能，使得剧院建成后，满足国际顶
级剧目的演出要求。

按照计划，城市副中心图书
馆、博物馆、剧院三大建筑将在
2023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建成
后，三大建筑将成为城市副中心
的文化中心、活力中心、市民文化
休闲娱乐中心，打造北京市又一
代表性的新地标。

感受未来之城的生机勃发

(上接1版)它立于密林深处，
虽然功能强大，但是其貌不扬：一
根白色杆子上，装着太阳能电池
板、声音影像传感器，还有一根天
线。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鸟类生
活的干扰，技术团队将设备体积
尽可能做小。比如，摄像头就和
声纹识别传感器集成在一起，整
套设备通过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可以做到全天候、长续航。

这处小岛虽然比公园里安静
不少，但是周遭的风声、水声会不
会干扰系统工作呢？林聪田说，
这个问题在设备设计之初就考虑
到了，通过优化算法，能实现降噪
功能。他向记者展示着声纹频
谱图——环境音在图上是色泽较
暗的底色，鸟鸣声则是亮眼的橙
黄色。识别出来的每种鸟，都拥
有各自的声音频谱图，棕头鸦雀
的叫声短促而明亮，形状像一个
个小小的纺锤；中华攀雀有着独
特的尾音，拖成一道长线……

“顺风耳”还一直处于学习状
态。对于那些数据库中没有收录
的鸟鸣声，系统接收到之后，会储
存在一个单独的电子文件夹里，
相关部门会请专家对声音进行人
工识别，确认鸟鸣的具体类别后，
输入到系统当中，让“顺风耳”越
用越灵。

全市已布设近50套

大运河森林公园每天什么时
候鸟叫声最丰富？点开监测记录

一望即知。“就拿6月15日这天来
说吧，清晨4点到8点记录到的声
音最多，其次是下午4点到7点。”
林聪田介绍，过去 3个多月，这套
智能监测设备已经积累了13.7万
条鸟类声音数据，其中 3 月 29 日
记录的最多，总共有7400多条。

“24 小时不间断记录得到的
数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
动物活动规律。”胡严说，比如早
晨和下午傍晚时分监测记录到的
鸟鸣声较多，那么在公园或林场
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时，就
可以根据监测结果在特定时段对
特定区域的人类活动进行控制，减
少对鸟类活动的干扰；另外，以监
测结果作为数据支撑，还可以在公
园内规划建设河心岛、湖心岛、保
育小区等留白地，让动植物自然生
长，更好地促进生物多样性修复。

放眼全市，与大运河森林公
园相似的“顺风耳”鸟类声纹智能
监测设备已经有将近 50套，全部
由林聪田所在的技术团队负责运
营维护。它们分布在温榆河公
园、不老屯、雾灵山、十三陵水库、
翠湖、永定河等地，目前已经积累
了超过300万条鸟类声音数据。

“我们还要对这套系统进行
持续升级，扩大识别类型，从监
测鸟类逐步扩展到蟋蟀等鸣虫、
青蛙等两栖类和兽类，以覆盖更多
物种。”林聪田相信，有科技设备助
力，会发现更多“神奇动物”。

（图片由宁雪梅、王木林、陈强
提供）

“鸟口普查”闻声识百鸟

古今共融的通州与北京城市
副中心，在大运河畔实现历史与
现代的交汇，让市民可以感受到
千年历史文化的根脉。眼下，通
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在抓
紧打造“一环线五片区”的亮点提
升工程，照亮古今同辉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其中，“一环线”指沿
北运河河道滨水两岸全长 25 公
里的环线，“五片区”是指大光楼
片区、1 号码头片区、2 号码头片
区、漕运码头片区、柳荫码头片
区。除了用现代艺术手法在不同
码头打造缤纷靓丽的特色景观之
外，长约 12公里的大运河灯光秀

点亮了运河上的 8座桥梁，“通州
八景”等光影演绎大运河的历史
风貌和滨河景观。

据介绍，大运河文化旅游
景区是构建首都东部生态大格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环首
都生态圈、大运河文化产业带
亮点工程，对全市乃至全国具
有 指 导 意 义 和 示 范 作 用 。 未
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开
发 多 层 次 、多 类 型 大 运 河 水
上 、岸 上 、船 上 文 化 旅 游 娱 乐
产品和产业链，谋划景区外围
产业与景区间联动，打造特色
街区，提升城市“颜值”。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打造“一环线五片区”亮点提升工程

婚姻登记档案市民查阅最多婚姻登记档案市民查阅最多

今年，市档案馆与16家区级档案馆在已有婚姻登记、知
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知青子女入户、招工、调动等门类基
础上，新增了复转军人、独生子女两类民生档案，可实现跨
馆查阅、异地出证。

以往哪类档案市民查阅最多？市档案馆利用处副处长
李嵋介绍，最近两年，到市档案馆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市民
占比最多，特别是小客车摇号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后，来查档
的市民就更多了，“每年 5月份配置新能源指标，6月、12月
配置普通指标，临近这几个时间节点，来馆查阅利用婚姻登
记档案是最多的。”

前不久，市民刘女士就因为要申请小客车摇号，到市档
案馆查阅婚姻登记档案。“我摇了好多年的普通小客车指
标，一直没摇上，今年和爱人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新能源小
客车指标，没想到就摇上了。”刘女士说，在审核申请信息时，
夫妻俩遇到一件“尴尬事”——因为两人是在2000年之前结
的婚，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还是15位的老号码，和现在18位
的身份证号不匹配。利用市档案馆的跨馆查阅功能，她成功
开具了结婚登记证明，“工作人员用电脑就能直接查到档案
信息，结婚证明、婚检证明全都有，5分钟就帮我复印好了。”

此外，市档案馆还收藏了1995年之前教育部门留存的毕
业生分配名册，记录了每年高校汇总的毕业生分配名单。李
嵋说，不少1995年之前毕业的“老毕业生”会来调取当年的档
案，解决退休认定工龄、补齐人事档案信息等问题。

市档案馆新开放2万余件档案
生动记录京城大事小情

本报记者 李祺瑶

本报讯（记者 赵鹏）6 月 27 日至 30
日，首届“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理论体系及
应用实践”高级研修班在副中心举办，70
余名来自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副中心、雄
安新区和“北三县”的政府管理人员与企
业高精尖人才集体“充电”，通过集中研修
培训，提升能力、互学共鉴，促进区域间政
策、经济、营商、产业技术互补互助，共同
推动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

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促进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高级研
修班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的
主要实施项目，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
方式。本届研修班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指导，通州区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首通
慧城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副

中心智慧城市产业联盟、中关村软件和信
息服务产业创新联盟承办。

在开班仪式上，通州区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王秀文介绍，伴随着全行业数字
化转型推进，人才需求缺口持续放大，对
专业化和复合型技术技能和管理人才需
求迫切。本次研修班通过专家学者的前
沿分享，挖掘提炼数字经济领域的最新政
策理论、新兴实用技术、典型应用实践、创
新解决方案，将增强学员们参与数字经济
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为京津冀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王秀文表示，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智
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员应及
时提高自身战略思维和素质能力，适应新
时代发展要求，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后工

作中去，以实际行动助力京津冀数字经济
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三大三强”活动
走深走实。

北京城市副中心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理事长张泽根认为，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
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
强大动力，但数字经济建设也面临着人才
短缺、供需不匹配，以及高端人才和复合
型人才“两头缺”的压力和挑战。他认为，
要将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与时俱进建设新
型智慧城市，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

张泽根提出，当前数字化人才储备量
和质量已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对数字化人才
赋能正逢其时，也是开展本次高级研修班
的核心要义。

据介绍，这次参与研修的 70 余名学
员来自京津冀多地，包括政府大数据局
等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主管，央
企、国企、民企的数字化主管和信息技
术负责人，以及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
人员等。

在为期四天的研修时间内，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资深学者和专家将
带领学员共同探索行业前沿领域，围绕智
慧城市规划、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底座与
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自主创新产业
发展等内容进行解读与分享，从政策理
论解读、新兴技术分享、典型实践剖析等
多角度与学员进行学术交流和思维碰撞，
共鉴共享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
和成果。

中午 12 时，户外温度已飙至 35 摄氏
度，闷热难耐。不少行人撑着遮阳伞步履
匆匆，身着各种制式工装的外卖员和配送
骑手正穿梭街头。在群芳中一路和荟萃
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叮咚买菜配送员贺鹏
趁着等候红绿灯的间隙，抹了抹已经流到
眉头的汗珠，拿起挂在电动车上的水，“咕
咚咕咚”大口喝了起来。

“天热就得勤补水，不然真受不了，尤
其是这种闷热的天儿！”贺鹏说。与其他
骑手相比，贺鹏的防晒装备还真齐全，
冰袖一直武装到手指尖，头盔下还有
一个“脸基尼”直接把脖子也挡住了，
挽起冰袖，两个手腕处各贴了一帖“物
理降温贴”。

即便如此，从上午11时开始进入配送
高峰期，来回两三趟就让他的衣服湿透
了，整个粘在身上。“高温天最难的两个时
段，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傍晚。”贺鹏说，他
们一旦开始接单，除了喝水消暑之外，也
就是在店内等候分拣时赶紧摘下头盔、吹
吹空调，以及在树荫下短暂乘会儿凉。

贺鹏是湖北人，三年来都在叮咚买菜
做配送员。最近天儿热了，尤其是周末，
居民开始线上采购。“最近每天的单量显
著增大，我们站点在岗的小哥有十几位，
每 人 每 天 平 均 送 90 单 ，周 末 能 到 110
单。”订单增多，单子也是大单。“以前每
单就几十块钱，现在多了不少上百元和

几百元的单，水和冷饮都成箱买，还有蔬
果、海鲜等。”

贺鹏的车被塞得满满当当：脚踏板上
放了三箱水，车把下方各挂了两兜，后备
箱盖敞开以便放更多货物。与其他电瓶
车不太一样，贺鹏的后备箱后面还有一
个宽约 15 厘米的小箱，里面放着客户订
购的鲜花。

“这我自己做的，鲜花单独插这里不
会压坏。”贺鹏说，这个小箱平时放一些他
个人的用品，比如雨衣、打气筒、急救箱、
胶带等，现在高温天，还放着公司给发的
藿香正气液。来到车前面，手机支架、靠
垫、消毒液都有自己的位置，一应俱全，井
井有条。“他这是跑单界的法拉利。”旁边
的另一位骑手笑着评价道。

高温天里，让贺鹏操心的并不是自
己，而是车上害怕高温的果蔬和冰淇淋。
尽管果蔬有保鲜包装，但配送时还要放
在专用冷链袋里，“不然太阳一晒就蔫
了！”叶菜、根茎类蔬菜、水果等往往被放
在后备箱的最里侧，那里相对凉快，香
蕉、火龙果等不怕热的热带水果和水产
类生鲜则挂在前面。雪糕、冰棍，还有双
重保险，放进专用抽拉绳保温袋前，要裹
上一层铝箔袋，细心的贺鹏还会在后备
箱底部铺满冰袋，必要时盖上个毯子，以
保证新鲜度。

送这一趟，大约 40分钟，遇到加冰海

鲜、水等格外重的货品，贺鹏一趟就要负
重200斤，从接货到配送，留给他的就只有
30分钟时间，既要质量也要速度。“为了保
证货品的鲜度，不管多热的天，我们都尽
力跑。”

贺鹏说，配送骑手挣的就是辛苦钱，
不过公司对自己的关照，不管是冬季保

暖、疫情防护还是夏季补贴，都很到位。
“我们有高温津贴，6、7、8三个月，每个月
300块钱。”贺鹏说。站点也会在全天最热
的两个高峰时段给配送员准备藿香正气
水、冰镇西瓜、老冰棍和矿泉水等物资，方
便骑手随时降温补水。“每天光绿豆汤就
要熬个四五壶。”站长唐巍说。

“不管多热的天，我们都尽力跑”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提升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京津冀专业技术人才副中心集体“充电”

选养老机构、订照护服务、找助餐点可“一网通查”

北京养老服务网正式上线
本报记者 王琪鹏

北京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织”起了下水道的网络；上世纪70年代，城市建设就开始为文物保护“让步”；为保
护和展示考古遗址，文物部门在遗址上建起了博物馆……今年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面向社会新开放9个全宗
共24398件档案。

这些档案大部分形成于1949年至1991年，揭秘了北京在市政建设、轨道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大事小情。

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同频同频””

一批文物修缮规划、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公开，
讲述了北京为保护文物所做的努力。

1979年11月，当时的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向
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对五塔寺、白塔寺、大钟寺
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整修及开放问题的报
告”，提出要回应市民呼吁，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要，分别在五塔寺、白塔寺、大钟寺、西黄
寺、大觉寺五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文物保管
所，对五处文物进行修缮并尽早开放。

档案中不仅详细列出了每一处文保单位计划展
出的内容，还提出了亟需解决的腾退问题。比如，
五塔寺由园林局所属西郊动物园的绿化班使用，还
搬进了几户住家，报告中写道：“均请责成园林局动
员迁出，并由该局和动物园负责安置”。大钟寺则
被3家单位占用，前院由“第二食品厂”占用，后院由
市文物商店占用殿堂，另外院内山门附近寺庙基址
上也建起了一家厂房，为了配合文物保护工作，相
关单位都要逐步迁出。

还有一件1979年的档案，记录了丰台区大葆台
西汉墓遗址博物馆的筹建细节，该遗址是新中国发
现的第一座“黄肠题凑”葬制的西汉诸侯王墓，“这
种形制的墓葬，过去只见过文献记载，未见过实
物。现存彩绘车马坑也是不多见的。”

由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打
造的北京养老服务网今天正式上
线。通过这一数字化平台，老年
人可以更便捷地找服务、找机构，
市场主体可以更加高效地找资
源、找人才，从而解决养老服务信
息不对称、供需匹配不精准的问
题，实现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的精
准对接。

据了解，北京养老服务网汇
集了全北京 574 家备案养老机
构、1469 家养老服务驿站，以及
1476 家养老助餐点的信息，实现
了养老服务的“一网通查”。网站
还上线了养老地图“一键查找”功
能，老年人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
找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通过该平台，居家养老的老
年人及家属可通过“居家养老”功
能模块，查询离自己最近的养老
服务驿站，也可以订购由居家养
老综合示范中心提供的居家照
护、助洁、助医等 13 类 98 项居家
养老服务。

有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
人，可通过“机构养老”功能模块

“找机构”，通过所属区域、机构性
质、床位规模、收费价格、服务星
级等多个条件，精准查询全市574
家养老机构的情况。在每家养老
机构的页面，还设有养老服务合
同网签入口，老人可以预览合同、
线上签约，方便老人签约入住。

为了方便老年人使用，北京
养老服务网还推出了老年“关怀
版”。“关怀版”根据老年人的特
点，从视觉色彩、功能需求、入口
位置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考虑和精
心设计，首页设计更加简洁，将老
年人最关心的居家养老、机构养

老、养老助餐、在线办事 4类服务
项目放在醒目位置，让老年人“不
迷路”。

考虑到老年人习惯于打电话
沟通，北京养老服务网在 24小时
智能在线客服的基础上，还特别
设置了电话座席客服，方便老年
人随时咨询政策、反映诉求。此
外，网站还设有“投诉建议”功能，
用户可针对养老服务质量、失能
评估、养老助残卡等 10类问题提
出投诉和建议。

通过这些功能，老年人及家
属可以便捷地了解各项养老服务
政策，购买各类养老服务与产品，
同时对各类养老服务主体的服务
质量“一目了然”。

作为智慧养老服务数字化平
台，北京养老服务网不仅为老年
人服务，同样也为各类市场主体
服务。网站的“我要合作”板块，
汇集了适老化改造、养老助餐、智
慧养老、医养结合 4 种类型的养
老服务资源，方便服务商寻找合
作伙伴。

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
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郭汉桥介
绍，在北京养老服务网上线的同
时，“北京养老服务网”小程序也
同步上线试运行。

郭汉桥表示，北京养老服务
网涵盖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政
策咨询、资源对接等多领域的服
务内容，是科技与温度相交融的
智慧养老平台。通过该平台，将
实现养老服务“一网通查”，服务
信息“一网展现”，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服务诉求“一网通答”，从
而推动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的精准
对接，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细解北京城细解北京城““水水””发展史发展史

新开放的档案折射出城市现代化的进
程，其中不少与“水”有关。一份北京市上
下水道工程局的档案，记载了 1956 年北
京市下水道的基本情况，不仅细解了当
时的管网现状，还提出了下水道建设中的
问题。

在这份泛黄的档案中，略微模糊的字
迹描绘了当时北京下水道的发展史：为适
应首都建设发展的需要，从 1949 到 1954
年，市政府在市民的热情协助下，除修复了
287公里的旧下水道外，还修建了 243公里
的新下水道，是民国时期修建下水道的 60
倍。“由于进行了巨大的下水道建设，北京
的排水系统已初具规模，因而改进了环
境，痢疾、霍乱、伤寒等流行病发病率已大
为降低，北京已成为一个可爱的城市了。”

细读档案，还能发现当时建设下水道
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截至 1954年底北
京地下水道总长度530公里，所承担的受水
面积约为全市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市郊
部分约为 20%，“下水道设施虽进行了大规
模的建设，但还不能满足市郊建设发展的
需要”。

户外闷热难耐户外闷热难耐，，配送骑手正在喝水配送骑手正在喝水。。记者记者 曲经纬曲经纬//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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