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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已至，西集镇沙古堆村的
民宿迎来暑假消费旺季。在曹女阳
光农场——田里花间民宿里，曹艳红已经将
民宿内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迎接当天第一批
客人。

来到西集镇沙古堆村，如果你问当地人谁是曹艳红，大家或
许不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但如果换种问法：“请问您知道曹女家怎么走吗？”那当地人不
仅能给你指路，遇到热心老乡直接就把您带到她家门口。在被誉为“樱桃第一村”的沙古
堆村，曹艳红和她的阳光农场、田里花间民宿的知名度，绝不亚于当地的樱桃。

曹艳红是土生土长的沙古堆村人，几年前，她毅然辞去了在CBD一家广告公司的工
作，回到熟悉的家乡，经营起阳光农场。

西集镇毗邻大运河，农业历史悠久，远近驰名的“西集大樱桃”被农业部授予“国家地
理标志”称号。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理念的落地生根带来巨大优势，当地涵盖采
摘、餐饮、休闲等多元化服务的农场民宿产业越来越红火。

从最初组织村民对接中粮、盒马鲜生卖樱桃，到办起贯彻“农业+”理念的阳光农
场……曹艳红和她的农场逐渐发展成当地的知名 IP，成为了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
的一个生动缩影。

但这只是她实现乡村田园梦的第一步。环球主题公园的开园，为曹艳红和她的农场
带来了新机遇、新发展。

2021年9月，通州区公布第一批民宿名单，曹女阳光农场位列其中。紧接着，曹艳红
果断抓住时机，在开园前拿到了环球主题公园的票务代理权，农场在提供原价代理售票
服务的同时，还为民宿的客人免费提供往返环球主题公园的接送服务。

自那时起，曹艳红的农场几乎每天爆满。而且，除了北京游客，天津、河北的游客也
纷纷慕名而来。最火爆时，线上预订的页面都要排队等待。

“我们把村里厨艺好的大妈大婶、能说会道的大媳妇小媳妇、手脚麻利的大爷大伯都
请过来帮忙，还请来希尔顿酒店的客服经理做培训。现在，村民不仅有活儿干，收入也比
从前多了一倍。”曹艳红的民宿链接起了村里“上下游”，形成了红红火火的乡村经济产业
链，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增收。

近年来，沙古堆村涌现出多家类似曹女阳光农场的民宿，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优
化当地营商环境，同时还以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创业和就业，助力建设美丽乡村。

“我们村最近的变化非常大，新建了乡村会客厅，做了墙体画，村里在做整体规划，要
将一产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旅游村。”说起家乡变化，曹艳红满是骄
傲和期许，她相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中，“大家都会越来越好。”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结合自身的工作实他们结合自身的工作实
践和亲身感受践和亲身感受，，生动讲述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生动讲述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他们是奋斗在副中心各领域的建设者他们是奋斗在副中心各领域的建设者，，也是一位位副中心宣讲也是一位位副中心宣讲
团成员团成员，，讲述着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副中心故事讲述着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副中心故事。。近日近日，，副中心副中心
宣讲团首次走进雄安新区宣讲团首次走进雄安新区，，共话共话““新两翼新两翼””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副中心故事副中心故事

在张家湾集体林场附近，一处村头片林正在施工，步道、水系、遮荫自然树、松鼠林相映成
趣。一大早，张红丰就在施工现场忙了起来，这处占地十余亩的村头片林正是他今年打造的
农林水微型景观。

今年42岁的张红丰是张家湾镇党建督导组组长、张家湾集体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
近两年，张红丰在林场精细化管理上不断下功夫，利用平原森林的优势，先后打造了党建

公园、村头片林公园。经过改造后的小公园，多了步道以及休憩、游玩的设施，也成了附近村
民遛弯儿消暑的好去处。位于张家湾集体林场附近的这处微景观，也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届
时，附近的村民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绿色发展是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生态环境
建设。2018年、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连续两年到通州参加义务植树，张红丰作为群众代
表两次和总书记一起挥锹培土，添绿大运河两岸。“一定要把林子养护好，要成为老百姓的后
花园。”总书记的这句叮嘱，自那时起就牢牢刻在张红丰心底。

2020年春，张家湾镇组建集体林场，张红丰被任命为集体林场的场长。这是北京第一次
成立平原区集体林场，新型乡镇集体企业，该怎么干，谁也不知道。“说白了，就是摸着石头过
河。”张红丰心里也没底，可还是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命。

“我们的第一个活儿是养护一块2800亩的林地，有活儿干了，美！可到地里一看，心都凉
透了……林地里的草半人高，树上是密密麻麻的虫子。”张红丰回忆当时的情景，笑称，“打完
草出来一个个跟‘绿青蛙’似的。可就算那么苦，没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没有组建新型集体林场的经验，张红丰自学森林法和集体林业经营的政策文件，实地走
访考察、分析研究，探索办理林场的经营手续和发展方向。他不满足于传统的运营模式，“什
么是新型集体林场，就要体现在智慧化、精细化管理上。”

在张红丰带领下，这里建起“智慧林场”：“智慧眼”系统，不仅能对树木实时监控，还能分
析病虫害，防止盗伐、火灾等情况；“智慧树”系统，给每种树和每片林子都装上二维码，谁在养
护、如何养护，扫码后一目了然；“智慧脑”系统，让林场所有固定资产的购置、入库、验收、到货
以及后续报废流程，都实现电子信息化管理……有了这套系统，林场的工作任务分配更加精
细，护林员每天一上班，就会收到一张工单，清晰列明每一个护林小组、每一位组员当天需要
完成的任务，任务完成之后，专人检查并生成验收单和改进单。

现在，张家湾集体林场责任区突破两万亩，拥有正式员工 400余人，外加每年临时用工
600余人次，实打实地帮助镇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同时，林场通过开林窗、搞林分、种果树、少打药，给野生动物创造良好的栖息环境。如今
的林地里，刺猬、野兔、松鼠蹦来蹦去，雏鸡拖着尾巴乱飞、白鹭成群、野鸭戏水……到处鸟语
花香、绿意盎然。“林场的鸟类达到了一百多种，今年小动物又回来了十多种，我们用林木废弃
物做了本杰士堆、保育小区，最大限度恢复和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如今，副中心成功摘取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的金字招牌，蓝
天白云日渐成为常态，水清岸绿触手可及。张红丰更加
坚定信念，守牢生态一片绿。

没有网络也能电子支付；把“钱”嵌入手
表、手套等各类可穿戴设备中……在张家湾设计
小镇的区块链应用创新实验室里，有许多这样科技感
十足的应用场景。这里设计了大量“数字货币+自贸区智
慧园区”应用场景，是全国数字货币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首个深
度融合央行数字货币应用的区域性平台。项目背后，凝聚着天成
通链科技公司总经理吕雯和团队的不懈努力。

近日，天成通链联合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开展了
河北 IPTV数币红包活动，为河北省 IPTV用户（移动）发放数币红包。这是数字人民币在实际生活中的
又一新应用。“活动第一期已完成，用户参与度高，口碑很好，现在已经开启第二期活动。”毕业于厦门大
学的吕雯在2020年和她的团队一起落户张家湾设计小镇。对区块链技术她始终保持高度热忱。

“区块链”是现在的热门话题，什么是区块链呢？“它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加密存储的技术。比如很
快就到吃螃蟹的时候了，端上餐桌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是不是还在琢磨它正不正宗？今后用上区块
链技术，人人都可以扫码查看它的‘绿色履历’，包括原产地信息、工厂加工数据、物流运送过程等。”
吕雯形象解释道。

区块链技术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但攻克技术难关却非易事。
“有一次，宋庄的画家王女士找到我了解，对图片溯源有什么好办法。”要怎么给一张图片发“身

份证”呢？带着这个问题，吕雯和核心团队对国内外158家数字资产平台持续跟踪了1个多月，发现
没有一家机构在数字资产身份标识上进行体现。“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提议，要开发
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数字资产标识。”

吕雯和团队创造性地沿着图片边框加了一个紫色的“L”形标识，“说起来简单，可光这3个定位符号
的精准度就让我们折腾了近1个月。我们前前后后改了36稿才成功。这个标识上有3个定位符号，扫码
时，3个定位符都被精准识别，就能知道这幅画的信息，包括作者是谁，都谁购买过，现在归谁所有。”

就这样，吕雯和团队突破了国内外的一项技术难关，从此，一张图片有了身份证！这项技术一经
推出，就被广泛应用到 IP保护与传播、文旅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

强大的区块链技术也在副中心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副中心首个试点的区块链可信平台和首个区块链应用创新实验室、全国首个“数字货币+自贸

区智慧园区”应用场景建设……自从2020年来到城市副中心，吕雯和她的团队参与了多个重量级项
目建设。

今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专门提到，要强化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勉励科技工作者再
接再厉、勇攀科技高峰，不断攻克前沿技术，打造更多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重器。

吕雯深有感触，“我希望能让我们的‘区块链’成为输送科技人才的‘供应链’，成为激发科技动能
的‘产业链’，成为释放科技活力的‘创新链’，成为助力‘两翼’齐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的重要力量。这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企业的应有之义。”

“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目前，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2标段主基坑区域主体结
构已顺利完成封顶，将全面进入屋盖、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工序施工。明年就
能具备通车条件，到时候从这里到雄安只需要1个小时。”早上九点，邱雅楠在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智慧展厅内开始一场讲解，把这项“超级工程”的最新进度分享给大家。
就在她的前方十几米处，塔吊林立，一座四网融合、引领未来的现代化交通枢纽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着。

邱雅楠是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的财务兼讲解员。2020年刚
入职时，她怎么也没想到，项目建设如此之快。

“第一次来项目部，我一下就傻眼了！这哪是工地啊，就是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土坑
嘛！真的没法把它跟‘超级工程’沾上边！没过多久，集团召开了誓师大会，准备项目大
干。”邱雅楠对记者说，“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大干’是什么，可随着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大
型塔吊挥舞巨臂，浇筑车、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轰隆作响，2600多名基建工人夜以继日、
停人不停机地紧张施工……我终于明白‘副中心速度’到底是什么。”

蓝图变实景，更体现出“副中心质量”的硬实力。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承载着疏解非首都

功能和京津冀互联互通的重要使命。从2019年11月破土动工，三年半时间，工程已全面进
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
通枢纽。市民由此出发，15分钟可到达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到达大兴国际机场，40分钟到
达唐山、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到达雄安新区，形成 1小时京津冀都市圈交通，快速衔接“中
心城”，高效辐射“京津冀”，让“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畅通快捷。到那时候，京津冀三地居
民工作、生活、娱乐都将通过交通枢纽被连接起来。

“咱们的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T型地连墙和局部止水帷幕相结合的设计，保证施工期
间的基坑安全。最终，188幅地连墙顺利闭合，铸就起了施工基坑的钢铁长城。”为在讲解中
把一项项工程技术难点说明白，邱雅楠没少下功夫。在了解盖挖逆作法时，她专程找高人
请教，“技术人员指着施工的基坑跟我说，咱们这个项目是要在运河边上软烂的沙土里挖出
一个大坑，出土量相当于7个昆明湖。为了保证施工中不发生坍塌、沉降，也不影响周边的
京哈铁路、居民楼、市政路、高压燃气燃油管道，我们用了盖挖逆作的工艺。打个比方，好比
是先做一个巨大的盆儿，把周边和地下水隔离开，把沙土固定住，然后再先盖房顶、后盖墙
壁，也就是从上到下反着建。”

这仅仅是工程中的一个难点，东六环改造、超大燃气燃油管道改移、超厚地下连续
墙……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者们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

建设者建设者讲讲述述

张红丰：
守牢生态一片绿 邱雅楠：

见证“副中心速度”

吕雯：
勇攀区块链应用
创新“高峰”

曹艳红：
新时代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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