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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杨浚）
记者从区统计局获悉，2023年，城市副中
心全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主要指标回升
向好，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建安投资（建
筑安装工程投资）总量保持全市第一，全
年经济实现稳健收官。

初步核算，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03.6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5%。三次产业“两升一降”，其中第一产
业实现增加值 13.1亿元，同比下降 2.7%，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468.3亿元，同比增
长 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822.2 亿元，
同比增长7%。

工业生产增势平稳。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总产值 628.9 亿元，同比增长
2.1%，增速高于 1-11 月 0.6 个百分点，12
月单月产值增速达到 9.8%。高技术制造
业有所恢复，实现产值156.8亿元，同比下
降 0.1%，降幅较 1-11 月收窄 1.5 个百分
点，12月单月产值增速“由负转正”，同比
增 长 14.6% ，高 于 11 月 单 月 19.5 个 百
分点。

消费市场不断升温。全年实现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56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增速高于 1-11 月 0.6 个百分点。
从消费形态看，实现商品零售 515.4 亿
元，同比增长 2.2%，餐饮收入 48.1亿元，
同比增长36.5%。

2023年，城市副中心投资实现千亿目
标，建安总量保持全市第一。从产业看，
2023年全区三次产业投资“二升一降”，其
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2%；第二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2.6%；第三产业投资同
比下降3.6%。

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皓市“两会”上推介副中心——

以“高颜值”“深内涵”圆梦未来
本报记者 赵鹏

产业推进：六大产业聚能成势

纵观来路，副中心的产业发展成就前所
未有。当前，副中心产业结构加快转型，经济
发展稳中有进，产业组织效能提升，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郑皓称，以政策支持增强发展活
力，2023年副中心密集出台高精尖产业发展
支持细则、国有工业用地先租后让管理办法、

“医药十条”等一系列意见措施，兑现“通八条”
“金七条”“种十条”等产业扶持资金9.2亿元。

去年 1至 11月，副中心新设市场主体
2.1万户，同比大涨37.3%。副中心首个国际
招商联络站（香港站）揭牌成立。

围绕着“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
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现代种业”，今天副中心
六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增势赋能。

2023年，国投云网、中建新科等17家央
企二三级公司实现落户，累计达到 93 家。
首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北投大厦基本建成，
首旅集团、华夏银行总部大厦建设全面推
进。新引入市属国企及下属企业6家，累计
达到61家。盈科律师事务所等43家高端商
务服务企业实现入驻，中关村科金等 51个
金融及关联项目相继落地，全区金融及关联
机构达到430余家。

与此同时，城市运动中心、海昌海洋公
园项目签约落地文化旅游区，顶点公园项目
实现供地。博格华纳扩产项目竣工投产，奥
托博克部分产线实现试运行。北京数据基
础制度先行区启动建设。中关村通州园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张家湾设计小镇新增元宇
宙企业24家，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通州
园）新引入重点企业89家，西北工业大学北
京研究院项目开工建设。副中心去年全年
新增创新型中小企业129家、市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9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6家，科创功能不断强化。
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副中心文旅商融合

也迈出新步伐，构筑起消费新高地。去年环
球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千万人次，环球主题
公园单日最高入园人数突破5万人，环球流
量溢出持续带动周边民宿消费升级。

郑皓表示，2024年副中心将以增强内
生动力为重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档
加速。紧紧围绕“3+1”主导功能，以培育壮
大六大产业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一批龙
头企业、领军企业、链主企业，促进上下游、
左右链企业加快集聚。加快打造全球财富
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
心，吸引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集聚发
展，推动绿色金融制度、产品、服务创新，形
成更多示范。聚焦未来信息产业，引进、培
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力的元宇宙、人工智能
等新兴数字企业。加快建设电投工业互联
网数据安全信息港，力争信通院等项目开工
建设。聚焦未来健康产业，推动华融生物、
汇恩兰德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聚焦未来
能源产业，加快建设新源彩能、天海氢能等
重点项目。持续深化通亦协同，保障中芯京
城二期建成达产、小米汽车智能制造产业
基地实现量产。

聚焦“购物车”打造消费新增长极，今
年副中心还会精准实施“一圈一策”，优化
提升九棵树等商圈及周边消费环境。不断
拓展万象汇、城市绿心及三大文化建筑等
消费功能承载空间。高标准建设“环球影
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打造一批“文
化+”“体育+”“演艺+”等特色消费品牌，促
进文旅商体消费融合发展，实现副中心“既
有名又有趣”。

特色小镇：“众星拱月”功能布局现雏形

以重点项目引领，副中心特色小镇多
点开花，“众星拱月、串珠成链、各美其美”
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已现雏形。

“去年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国际设计
周永久会址正式启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
美艺术博物馆开馆运行，北投台湖演艺酒
店建成投用，第13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
节成功举办。”郑皓表示，不仅如此，潞城、
马驹桥、西集、漷县、于家务等小镇和永乐
店新市镇也持续积累优势。

步入 2024 年，副中心将稳步有序加
强特色小镇建设，统筹开展张家湾古镇建
设，加快推进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建院、
北咨公司新总部、坚朗设计中心等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加速实施台湖演艺小镇图书
城和京城重工升级改造，力促北京交响乐

团入驻、橙天嘉禾音宇宙实现运营；启动
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青年艺术家工坊建设，
加快推进首开印象街及周边区域改造提
升，将副中心打造为特色旅游目的地。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今年副中心还
会大力推动潞城镇筑牢高端制造业发展
基础，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作出示
范；马驹桥镇发挥通亦协同优势，在新能
源汽车、集成电路、智慧物流产业上形成
高地；西集镇做优做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通州园），在休闲文旅功能上培育特
色；漷县镇在大健康产业发展上激发动
能；于家务乡在种业示范上树立标杆；永
乐店新市镇在功能优化和建设品质提升
上夯实基础，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的发展
格局。

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

郑皓介绍，2023年副中心民生保障普
惠发展，人民福祉持续增进。北京市十一
学校通州实验学校挂牌成立，景山学校通
州分校高中部等实现招生，北京第一实验
学校等投入使用，全区新增中小学学位1.3
万个。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全面开诊，
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建设完工，北京胸科医
院医疗综合楼主体结构封顶。AED（半自
动体外除颤器）公共场所覆盖率已处于全
市领先水平。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提升
改造工作全面完成，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加快推进。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已
具备运营条件。同时，为群众创造更加丰
富的文体娱乐生活，“运河有戏”、大运河音
乐节、“通通来运动”、副中心“双马”、运河

赛艇大师赛等文体盛宴精彩纷呈。
今年副中心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导向，推动“有学上”向“上好学”转
变，实现玉桥小学改扩建工程主体完工，力
促文旅区中小学、潞苑中学等项目开工建
设，加快物资学院中小学新建项目前期工
作；推进新开公办幼儿园6所，增加学前学
位1080个；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新增普
惠托位1180个；构建“南部学校发展群”，推
动全区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超过65%。

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作用，今
年副中心将促进医联体建设扩面提质，加
快北大人民医院、东直门医院两个国家医
学中心、区疾控中心建设，力争实现区妇
幼保健院新院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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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卢思秀）2023年，通
州区经济社会运行持续恢复，民生状况不断改善，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达到 55715元，比上
年名义增长 7.9%，增速在 16个区中排名第 2，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从结构看，2023 年通州区居民四项收入“三升一
降”，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比上年
增长11.3%、9.7%、6.7%，财产净收入比上年下降10.3%。

2023年，通州区全力稳增长促就业，加强对创业人
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多渠道
促进居民增收，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提供了重要支
撑。去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1694元，比上年增
长 11.3%，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为 74.8%，比上年占比增加
1.8个百分点，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 8.1个百分点，是带
动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最大动力。

过去一年，促消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以娱乐、旅
游、餐饮、居民服务业为代表的各行业逐步恢复活力，经
营形势稳步向好，相关行业收入逐步提升。去年通州区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712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第
三产业经营净收入592元，增长28.7%，拉动经营净收入
增长20.3个百分点。

此外，退休金和养老金整体上调，退林还耕补贴
和煤改清洁能源等政策相继实施，促进转移净收入稳
步增长。2023 年，通州区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7536
元，比上年增长 6.7%，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11098
元，增长 7.1%。

2023 年，通州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7.7%，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增速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为
1.86，比前三季度的 1.96以及上年同期的 1.88均有所下
降。其中，工资性收入拉动农村可支配收入增长 8.7个
百分点，成为促进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16个区中排名第二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通州区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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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副中心文化软实力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关一文 曲经纬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加大“演艺之
都”建设力度、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繁荣兴盛首都文化。市“两会”期
间，许多代表委员聚焦文化建设，为副中心文
化软实力提升带来真知灼见。

文旅融合促进大运河文化
带非遗可持续发展

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在今年“两会”
上提出了“关于创建长效保护机制，强化
文旅融合，推动北京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
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提案。

其中提到，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拥有十
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流域内
共有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等国家级非遗项
目 89 项，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等市级非遗
项目 220项。近年来，北京市及沿河各区
已成功积极举办系列活动，有意识地将非
遗融入旅游。但沿线各区对运河遗产认
识不一，协作交流不够深入。与运河相关
的一些非遗，例如“大运河的传说”面临传

承危机。现有的各类线路规划和文化活
动中，非遗融入旅游的程度明显不足。

提案建议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创建长
效保护机制，促进非遗以多样化方式重新
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建议创设“北京大运
河非遗之路”主题旅游线路。在非遗旅游
线路的开发方面国际上已有成功范例，北
京可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将大运河文化带
所涉及的、特别是沿线具有较浓郁运河特
色的非遗项目与周边场馆景区结合，将非
遗活态展示有机融入当代公共文化空间，
用非遗讲好北京运河故事。例如，通州燃
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北运河非遗传
习所可作为线路上的重要站点，运河船工
号子、燃灯塔的传说、通草花制作技艺等
非遗项目，可按照一定主题和顺序，由传
承人和非遗社区在此展演。

推动优质演艺资源向城市
副中心集聚

北京市建设“演艺之都”三年行动方
案中，明确提出要重点打造城市副中心演

艺区，为副中心演艺事业带来了全新发展
机遇。市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副中心社会
治理研究院院长、通州区文联兼职副主席
汪碧刚建议，推动优质演艺资源向副中心
集聚。充分利用北京艺术中心、台湖演艺
小镇、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演艺空间、
平台作用，聚集优质演艺品牌项目和活
动，吸纳国内外优秀演艺团体入驻，打造
多元开放、充满活力的艺术生态，营造精
品迭出、市场活跃、氛围浓厚的副中心演
艺环境，助力首都“演艺之都”建设。

汪碧刚还建议，将“大戏看北京”主体活
动落地副中心，推进副中心城市功能的进一
步完善优化。建议在副中心定期交流研讨，
推进“演艺之都”建设，总结“大戏看北京”三
年工作成效，落地“大戏看北京”主体活动。

宋庄发力四大艺术产业
三家类博物馆今年挂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到“推进博物馆之城
建设”。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正开出活力之

花。市人大代表、宋庄镇党委书记任存高
介绍，宋庄将重点发力四大艺术产业，推进
巴林石博物馆等三家类博物馆挂牌。

“当前，宋庄艺术创意产业已初具规
模。”任存高介绍，艺术教育产业是宋庄

“老品牌”，今后要向多门类、全年龄的艺
术教育发展，构建以美术为核心，音乐、雕
塑、影视等多门类集合的艺术教育产业。

“宋庄正规划建设艺培产业园，加快落地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积极对接中国艺术研
究院，探索建设艺术职业高中，让宋庄成
为艺术人才的重要孵化地。”任存高说。

瞄准环球主题公园外溢资源，宋庄正
做强艺术文旅。“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盘
活艺术特色空间，以优质的艺术体验吸引
人来，带动餐饮、书店、咖啡店、民宿等持
续发展。”任存高表示，将加快实施印象街
改造提升，陆续引进有品质的艺术酒店，
优化文旅配套服务。今年宋庄还将推进
巴林石博物馆、黄花梨博物馆等类博物馆
挂牌，为宋庄文化艺术氛围增彩。

宋庄还在构建数字艺术全产业链，将原
创艺术创意融入设计、制造、影视等领域。

围绕深入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代表建言

让“演艺之都”融入年轻力量

北京两会

外在“颜值”焕然一新，内在
“气质”明显提升。城市副中心以
包容开放的政策和海纳百川的气
概，成为优质资源“强磁场”，六大
产业硬实力快速提升，加速锻造
未来之城。“今年是推动首都北京
新‘一翼’建设取得新进展、再出
新成果的重要一年，副中心将以

‘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良好态
势加速跃升。”列席市十六届人大
二次会议的通州区委副书记、区
长郑皓表示，副中心将一往无前
书写新时代奋斗华章，推动副中
心建设积厚成势。

回眸巨变，飞逝的时光里，正
是生机勃发的副中心。可期的未
来里，“高颜值”与“深内涵”的副
中心不仅更具韵味，还将成为有
志之士心向往之的圆梦之地。

参加市“两会”的代表委员为绿色发展出谋划策

副 中 心 人 要 秉 持
绿色发展低碳节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