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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同时，新增供热
项目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供暖，
推进“浅层地源热泵暖民工程”等
六大暖民工程，到 2025 年，可再
生能源供热的比重力争达到 10%
左右；加快推动氢能创新应用，推
动氢能成为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
规模的新路径。

2025年新建公共建筑
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50%

方案针对各重点区域发展定
位及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系统谋划。

实施中心城区可再生能源精
细化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国家
绿色发展示范区、推动平原新城
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加快生
态涵养区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发
展、打造可再生能源特色应用示
范区等发展策略。

坚持可再生能源优先、智慧
融合应用，强化区域能源系统协
同管控，实现分布式能源友好消
纳，率先推进重点区域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到 2025 年，新建重点
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原则上
不低于20%。

针对工业、建筑、交通、供暖

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行业，
方案提出加强行业统筹的措施。
高精尖产业，加快规划建设以可
再生能源为主的综合能源基础设
施；制修订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标准、图集，在城市更新、公共建
筑节能绿色化改造中同步实施可
再生能源替代工程；加快实施交
通行业绿色低碳提升工程和交通
运输工具脱碳更新工程；加强新
建和改（扩）建供暖项目可再生能
源应用审查，推动可再生能源调
峰热源建设，强化农业农村可再
生能源推广，率先实施公共机构
和市管企业可再生能源替代。到
2025年，实现新建产业设施可再
生能源利用率不低于 20%，新建
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
到50%。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各区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和
应用潜力，已经测算了到 2025年
各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比重和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
标，作为近期引导性发展目标，推
动各区结合区域发展情况，加快
组织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更高质量、更严要求落实目标
任务。

（上接1版）中国铁路北京局
京南工程项目管理部安全质量部
部长崔兆峰介绍，此次胜芳站插
入的 42 号道岔全长 157.2 米、总
重量 232 吨，允许列车侧向通过
时速达 160 公里，能缩减列车转
线时间，提高运输效率。“这是中
国铁路北京局管内首次将 42 号
道岔并入高速铁路，同时 160 公
里时速的侧向通过速度也是目前
国内最快的。不过本次施工也是
胜芳站改造中的重难点工程之
一，具有安全风险大、作业内容
多、工艺工法难等诸多难点。”崔
兆峰说。

为确保施工顺利推进，铁路
部门优化施工方案，确定利用“6
月 26日 22时 30分至 27日 7时 30
分”和“6 月 28 日 22 时 30 分至 29
日 7时 30分”两个 9小时 I级施工
点完成道岔插入作业。中铁六局
北京铁建公司津兴三标指挥长边
军生介绍，本次施工累计投入上
千名施工人员，尽最大努力提高
施工效率，降低施工对运输的影
响。同时，组织中铁六局相关作
业人员利用三维动漫视频进行模
拟演练，推演插入道岔施工的各
流程环节，并按步骤进行现场实
战演练，以分钟为单位精细卡控
各流程环节，为施工任务顺利完
成打牢基础。

一年前，京唐城际铁路上下
行线路并入既有京哈铁路时也经
历过类似施工，两次施工有何技
术差别？边军生说，本次津兴铁
路胜芳站 42 号道岔并入津保铁
路时，道岔滑轨每两米处都安装
了感应点，确保每一次平移整个
道岔都在一条直线上。此外，本
次道岔平移使用的动力设备比上
次要多。这些改变都是为了确保
道岔可以精准并入既有线路，提
高施工效率。

津 兴 铁 路 全 长 100.79 公
里。其中天津西站至胜芳站利
用津保铁路，胜芳站至固安东
站为新建线路，固安东站至大
兴机场站利用京雄城际铁路。
今年 4 月，随着津兴铁路铺轨工
程完成，新建线路已和京雄城
际铁路并轨互通。此次在津保
铁路和新建线路的连接站胜芳
站插入 42 号道岔，进一步将新
建线路引入津保铁路，实现天
津西至北京大兴机场间正线全
部贯通。

接下来，中国铁路北京局将
继续紧盯节点目标，在确保质量
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津兴铁路“四
电”工程建设，推进验收和联调联
试尽快实施，确保津兴铁路在年
内开通运营，助推“轨道上的京津
冀”越跑越快。

（上接 1版）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
米，让老厂区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以华威博奥等引入的京企为
代表，香河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
园已成为香河县的经济“发动
机”。其中，由香河县与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的香
河机器人小镇，又成为香河发展
的领头羊之一。

香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香河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香河机器人小镇
由德国FTA设计公司高标准规划
设计，总体规划面积 3.7 平方公
里，目前已成为河北省 42个创建
类特色小镇之一。

香河机器人小镇为入驻企业
提供了保姆式贴心服务，在政务、
金融、人才、供应链、市场推广、科
技创新等层面全方位给予平台支

持，积极为入驻企业提供代办服
务 ，解 决 企 业 的 用 工 、融 资 等
问题。

“2022 年香河机器人小镇已
实现产值 30亿元，纳税 1.2亿元，
吸纳就业人口4500余人，有150家
企业来这里安家落户。”该负责人
表示，目前香河机器人小镇已形
成了涵盖机器人零部件制造、机
器人系统集成上下游产业集群。

今后，香河机器人小镇将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着眼于
协作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医疗机
器人等产业方向，大力支持减速
器、控制器、传感器及驱动器等关
键零部件的产业化，向机器人本
体和生产线集成拓展，打造龙头
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发展格局，
引领香河成为廊坊发展中的排
头兵。

北京发布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方案

津兴铁路正线贯通 冲刺年内开通运营

廊坊携手京津打造创新协作平台

南北集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针对产业空间布局，方案提出加快打造机器人产研结合示范区、
产用结合集聚区，全面提升机器人产业对内吸引集聚和对外辐射带动
的作用。

其中，北部是机器人产研结合示范区：支持海淀区以机器人原创
和前沿技术创新为导向，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孵化和创新创业生态；
支持昌平区以承接中关村机器人创新成果转化为导向，引入机器人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优化机器人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生态。

南部是机器人产用结合集聚区：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机
器人全产业链布局为导向，引入国际一流的机器人优质企业，重点承
载全市重大产业化项目，打造机器人产业综合集聚区；发挥特色产业
集聚优势，支持丰台等区聚焦特种机器人等领域，建设细分行业机器
人产用结合特色园区。

放眼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也将协同发展。根据方案，本市将支持
机器人头部企业发挥产业链优势，引导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津冀布局；
鼓励总部在京、生产在津冀地区的企业通过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母子工厂”等方式，实现生产资源对接、生产过程协同，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整合能力。

方案敲定的目标显示：到 2025年，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大
幅提升，培育 100种高技术高附加值机器人产品、100种具有全国推
广价值的应用场景，万人机器人拥有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创新
要素集聚、创新创业活跃的发展生态。

北京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2025年万人机器人拥有量世界领先
本报记者 曹政

本报讯（通讯员 董文辉 记者 朱松
梅）记者从朝阳区获悉，长安街东延长线
景观照明建设工程已于近日完工，形成

“一轴连金线、一河载历史”的夜景轴线，
为夜京城增添了活力和色彩。

夜幕低垂，驾车从东四环由北向南方
向过匝道，汇入京通快速路主路，只见一
条金色的灯带如皎月飞光。一路往东经
四惠桥、运河壹号高架桥至八里桥段，两
侧桥梁、楼宇、树木、草地都被灯光点亮，
色彩交相辉映。

在京通路北侧沿线，荧光的流体线条
点亮了楼宇、建筑的天际线，装饰着城市
夜色，华润时代中心、中国紫檀博物馆等
建筑被五彩流光装扮得如梦如幻。南侧
通惠河一带运用交互式光影秀以及AR技
术，打造出“京城高碑店 御水映千年”的
景观，同心桥、七彩菩提古树、平津古闸、
腾龙阁以及岸边的仿古建筑，都在夜晚绽
放华彩。

“长安街东延长线景观照明工程进一
步提升了城市环境，激发了夜间活力。”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工程西起东四环，东至八里桥，结合长安
街东延长线区域整体的空间形态、区域
风貌、绿化景观、道路载体、建筑特点进
行亮化建设。

工程围绕东延长线景观风貌、通惠河
文化历史等，以“最有温度的行政通廊”
为设计主题，以“金顶引领、主次收放、精
致刻画”的手法打造。即住宅建筑使用线
型灯，打造出“金顶引领”的天际线；公共空
间综合运用线型灯、点光源、投光灯，选择
性构建景观，形成节奏变化“主次收放”的

道路氛围；高架桥等视线重点载体则进行
“精致刻画”，打造标志形象，形成视觉焦
点。此次景观照明提升全部采用低耗能的
LED灯具，具有节能、耐用、低碳等优点。

“从高碑店桥到连心桥，东长安街延

长线的夜景是历史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
美融合。”前来打卡的一位市民说：“远看
非常惊艳，近看被独具匠心的设计震撼
到，既有韵味又很温暖。”

一座座桥体也被赋予了朝阳的文化

内涵。四惠桥装饰着中国结纹样，寓意
“惠及四方”；运河壹号高架桥的水纹元
素，蕴含了浓厚的运河文化；四惠东过街
天桥采用了太阳与凤凰元素，寓意广纳贤
才，朝气蓬勃。

长安街东延长线景观照明工程点亮城市夜色长安街东延长线景观照明工程点亮城市夜色。。记者记者 王嘉樾王嘉樾//摄摄

长安街东延长线景观照明工程完工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昨天介绍，今年 5 月，全市细颗粒物
（PM2.5）月均浓度为 31微克/立方米；1月
至5月，平均浓度为40微克/立方米。总体
来说，二季度空气质量较一季度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本市加快清洁能源替代，
制定鼓励政策推进电动优先，整治扬尘
开展百日行动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稳
步推进。

冬病夏治。本市加快农村剩余散煤
清洁能源替代，完成3.79万户确村落户工
作，协调推进19台燃油锅炉清洁化改造工
程，组织推进 360蒸吨燃气锅炉深度低氮
改造。

电动优先。研究制定车辆（机械）电
动化政策。经开区拟通过绿色发展资金
对燃油、燃气商用车置换为电动或氢能源
车给予30%-50%资金奖励，大兴区启动氢
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工作，丰台区协调企业
新增新能源建筑垃圾运输车及新能源混
凝土搅拌罐车、协调北方车辆集团实现叉

车基本电动化。市商务局等7部门联合制
定《北京市关于鼓励汽车更新换代消费的
方案》。

整治扬尘。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
部门，推进扬尘专项整治，全力遏制扬尘
污染问题。全市开展扬尘治理百日行动，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对扬尘管控不到
位的 10家工程责任单位进行约谈。市城
市管理委组织开展建筑垃圾消纳场专项治
理行动，制定实施《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设置
运行规范》。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开展工地

“净尘”专项执法行动。市交通委对问题
项目计入信用评价档案。市水务局约谈
存在突出问题的施工企业。市政府督查
室牵头对东城区等 10个区开展扬尘专项
督查，督促相关问题整改，并予以曝光。

目前来看，本市二季度空气质量较
一季度有所改善，但改善成效尚不稳
固。接下来，本市仍将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深化“一微克”行动，持续推动
空气质量改善。

城市副中心天高云阔城市副中心天高云阔，，水清岸绿水清岸绿。。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二季度空气质量较一季度改善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两天的短暂“退
烧”后，华北地区昨天又迎来新一轮高温天
气。在高温黄色预警下，代表“北京温度”的
南郊观象台，昨天午后最高气温定格在
36.5℃，北京今年的高温日数已经累计增加
到13天。今天至本周末，高温天气持续，其
中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为 38℃，周六的最高
气温预计将达到 39℃，大家出行注意防暑
防晒。

今年 6 月以来，高温热浪一波接一波
席卷北方，京津冀等多地气温超 40℃。截
至6月29日，北京今年的高温日数已经达到
了13天，超过常年（1991年至2020年平均）

全年高温日数（大于等于35℃）的10.6天。
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此次华北地区

的高温再次发展，前后将持续四天，局地气
温依旧会突破 40℃，高温强度具有一定的
极端性，预计高温在今明两天可能达到巅
峰。从市气象台的具体预报来看，今天最
高 气 温 预 计 为 38℃ ，明 天 最 高 将 达 到
39℃，后天预计为37℃。

气象部门提醒，持续高温天气可能
增加中暑或热射病风险，公众外出需做
好 防 暑 降 温 措 施 ，及 时 补 充 水 分 ，老
人、小孩及体质较弱人群应避免高温时
段出行。

高温将持续至周末 明天最高气温预计39℃
为何今年 6月，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

的高温来得如此猛烈？
记者了解到，每次高温增强或者推进

时，总有个关键词——高压脊，它就是导
致北方持续高温的最直接因素。

在大陆暖高压脊控制地区，气流下沉
增温，天空晴朗辐射强，空气干燥，而且垂
直和水平的风速都比较小，散热慢，就像盖
了个“大锅盖”，天气以晴热为主。高压脊
和低压槽都是叠加在中纬度西风带里的波
动，往往交替出现。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有，

前者是北方夏季晴热天气的直接
影响因素，后者则是冬季带来冷
空气雨雪降温的助推因素。

北方持续高温，就是因为近期
有多个高压脊过境，中间虽也有低压槽发
展出低涡，能短暂“退烧”，但对前期高温持
续时间久、热量积蓄多的京津冀一带来说，
虽有降温，但最高气温仍在高温线上“挣
扎”。而且，气温还没降几度，新的大陆暖
高压系统就又东移过来了，导致气温又升
上去了。

释疑：

京台两岸一家亲

高雄基层里长参访团走进城市副中心

导丝操控、球囊传递、支架送入……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竟是由北京研发的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来完成。
北京正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披

露，到 2025年，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将大幅提升，培育 100种高技术高附加值机器人产品、100种具有全国推广价值的应用场
景，万人机器人拥有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百种应用场景示范工程将实施

机器人也将走进千行百业和百姓的
生活。方案提出，面向医疗、制造、建筑、
商贸物流、养老、应急、农业等领域重点
需求，实施百种应用场景示范工程，开展
一批“机器人+”应用示范。

其中，面向智慧医院、健康社区等建
设需求，拓展影像全自动诊疗、远程手术
治疗、医疗物资配送等应用场景，带动手
术机器人等创新产品的示范应用；围绕
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面向
智慧工地、智慧城市等应用需求，拓展外
墙或室内喷涂等应用场景，带动建筑机
器人等创新产品的应用推广；商贸物流
领域，也将带动移动操作、物流机器人等
创新产品的示范应用；养老领域，带动养
老康复机器人等创新产品的应用推广。

记者获悉，本市将面向医疗健康、智
慧养老、安全应急等场景需求，支持用户
联合企业建设“机器人+”应用体验中心，
打造机器人创新应用“样板间”，扩大产
品消费和应用。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6 月
28日，台湾高雄基层里长参访团
落地北京，开启为期五天的交流
参访，昨天首站便走进北京城市
副中心。

昨天上午，参访团成员来到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经历了一次
古今穿越。“一枝塔影认通州”，
在景区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
筑群由儒教的文庙、佛教的佑胜
教寺、道教的紫清宫及燃灯佛舍
利塔共同形成“三庙一塔”古建
筑群，是体现运河历史文化的核
心组成部分。在这里，千年古塔
与周边运河商务区交相呼应，参
访团成员感受到京杭大运河北
首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随
后，参访团在奥体公园码头坐上
游船，欣赏北运河两岸风光，感受
城市副中心的生机勃发，在大运
河畔体验古今交融。

下午，参访团成员走进宋庄

艺术小镇。一栋徽派建筑老宅
古韵十足，这里是辰园传统文化
生态园，是集合琴棋书画、诗香
花茶、国学经典、中医养生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沉浸式
体验中心。参访团成员兴致勃
勃地感受国乐、香道、武术等传
统文化。

参访团团长说，副中心的文
化与现代兼容，这里不仅历史文
化 底 蕴 深 厚 ，而 且 发 展 很 快 ，

“平时我也会研究历史和传统文
化，两岸文化同源，血脉相连，
后代子孙要将这些宝贵的遗产传
承下去。”

在一天的交流活动中，里长
们每到一处，都与居民热情互
动、深度交流。参访团成员表
示，希望两岸基层交流越来越
多，越走越近，越处越亲，共同获
取有益经验、传承优秀中华文
化，推进融合发展。

建设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

两年前，安贞医院完成中国国产手术机器
人首台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成功
完成临床冠脉支架植入和球囊扩张。这款机器
人诞生在亦庄。

“它相当于为介入医生打造了更精准的
‘手’和更智能的‘外脑’。”研发企业唯迈医疗相
关负责人说，有了它，医生无需再穿着20斤左右
的铅衣在X射线环境下做手术，控制精度和标
准化也进一步提升，减少手术并发症。

最近几年，这样的机器人产品加速涌现。
方案提出，本市将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
略需求，加紧布局人形机器人，带动医疗健康、
协作、特种、物流四类优势机器人产品跃升发
展，实施百项机器人新品工程，打造智能驱动、
产研一体、开放领先的创新产品体系。

据悉，本市将对标国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
产品，支持企业和高校院所开展人形机器人整
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攻关和工程化，加快建设北
京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同时，发挥本市
机器人产业基础优势，提升医疗健康、协作、特
种、物流四类机器人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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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今年6月北方高温如此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