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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25分钟的进京路

工作日早上 7时，家住涿州的王莉已经在涿州东站等候上车了。14
分钟后，从涿州东开往北京西的G6706次列车正式发车，只用 25分钟就
能到北京西站。再坐20分钟地铁，王莉就到公司了。她直言：“坐高铁通
勤特别方便，好多住在北京的同事，都比我通勤时间长。”

今年34岁的王莉是从2019年才开始双城通勤的。之前她一直在北
京租房，直到孩子出生，休完产假的王莉将孩子送到老家父母家，自己则
与丈夫在北京上班。但一方面实在想孩子，同时也担心老人年龄越来越
大需要照顾，一直发愁怎么办。

2018年王莉带着老人去涿州看病，一切迎来转机。那是王莉第一次
乘坐北京到涿州的高铁，她发现原本公交车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竟然25
分钟就到了。“而且涿州东站距离市中心不远，生活很方便。我当时就觉
得两地通勤是可行的。”于是仅看了两次房，王莉和爱人就把家安在了涿
州东站旁，自此开启了双城通勤的生活。

几年下来，王莉感觉到的便利越来越多。从北京西站下车后，高铁
与地铁安检互认，无需再次安检就能直接进地铁站，八点一刻她就站在
公司楼下了。2022年7月，涿州东至北京西又再次加开“京涿通勤高铁”，
在以往票源紧张的“过路车”基础上，增加了始发车。“早晚车次选择更多
了，最晚一趟 22时才从北京西发车，偶尔加个班也能赶上。”王莉算了笔
账，自己一个月通勤费用1200元左右，除了单位的通勤补贴，免费注册铁
路会员后，每个月还能用积分兑换两三张票。自己的幸福小家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尽享红利。

中国铁路北京局天津机务段驾
驶员郭天宝和天津客运段京津城际
列车长王爽，都是京津城际在2008年
开通运营时的司机与乘务员。他们
是中国第一批高铁司机和乘务员，对
于京津冀的变化，感受深刻。

周一早上 5时 33分，开往北京南
站的京津城际 C2602 次列车缓缓驶
出天津站。列车长王爽再次仔细查
看车上情况，乘客们普遍轻装出行，
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这趟车基本都
是去北京上班的通勤客流，每周一
早上这几趟车尤其明显。”王爽用对
讲机告知车上工作人员将除报站广
播外的广播音量调小，不要打扰乘客
休息。

在京津城际线上跑了将近16年，
这是她总结的众多经验之一。16 年
来，王爽见证了京津双城如同城的便
利生活。单程仅需半小时，两地间通
勤、旅游的乘客往来如串门。

这不，春节期间，王爽在车上就
碰到了从北京去天津游玩的几位老
人。他们听出王爽的天津口音，便马
上问她：“姑娘，从天津站到五大道怎
么坐车？狗不理包子的总店怎么
走？”王爽立马变身一位临时导游，热
情地给他们介绍好玩的地方。元宵
节，还有从北京专程去天津桂顺斋买
元宵的乘客，平时到天津吃早点、看
演唱会的乘客更是屡见不鲜。

细心的王爽还注意到，京津城际
上不仅有年轻的上班族，银发旅客也
越来越多。“现在车次加密，高峰时段
更是‘公交化’运营，这让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老人也愿意出来走动走动，感
受高铁便利。”

同一时间，驾驶室内，司机郭天宝目不转睛地看向前方。从北京南到
天津站，这段线路他从开通走到现在，两侧的变化太大了。

郭天宝觉得变化最大的当属武清站周边。他说，2008 年京津城际
刚刚运营时，武清站周边还有农田，一趟交路跑下来在武清站停不了
几次。但到了 2011 年，武清站对面的佛罗伦萨小镇正式开业，周边一
座座小区拔地而起。“也是从那时开始，武清站站台上等车的人越来
越多，停靠武清站的车次也越来越多。如今武清站每天发送旅客近
万人次。”

说起来，1999 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郭天宝就跑过天津到北京这段
路。他回忆说：“当时我驾驶过双层车厢的快速列车，从北京到天津要用
一个半小时；2008年京津城际开始运营，我们用上了CRH3C型和谐号电
力动车组，京津之间一下子缩短到只需半小时；到了 2018 年，国产的
CR400BF复兴号电力动车组上线，时间虽然仍是 30分钟，但这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列车，操控性大幅提升，操作起来更加方便。”

龙年春节，中国铁路北京局调度所应急值班主任刘仁伟一
天没休，大部分时间里他需要待在中国铁路北京局的调度室
内，一双眼睛盯着面前好几块屏幕，查看管内每一趟列车是否
能够平稳进站。如果碰上突发情况，他要及时联系车站以及后
续列车。“不过春节期间，管内一切平稳，没发生突发情况，是个
好消息。”刘仁伟说。

今年是刘仁伟从事高铁调度工作的第 12年。12年里，刘
仁伟眼看着高铁调度台增加到 13个，高铁调度员增长到了近
200人，调度系统全面换成国产系统。“最直观的就是京津冀区
域内的铁路，眼见着从几条线变成一张网。”

刘仁伟是从京津城际调度员开始高铁调度生涯的。他记
得，当时京津城际一天只有几十对列车，他和同事搭班，两个人
一个班，每个班12小时。在这个时间里，他们就是京津城际运
营的指挥官，指挥着每一辆城际列车进出站。刘仁伟说：“现在
伴随着京津城际客流显著上涨，单日开行列车最多增加到 125
对，而且一周之内京津城际有五张运行图，这些变化对调度员
的考验越来越大。不过京津城际一个班的调度员还是两个人，
始终没变。这背后是调度系统的升级。”

2018年，国产“复兴号”动车组正式上线，同时国产的调度系统也投入使用。刘仁伟说，此前高
铁的调度系统参照了德国经验。一趟列车的运行图提前输入进系统内部，如果碰上列车停运等突
发情况，系统内的图无法做出相应修改，指挥起来比较麻烦。而新换的国产系统只需要调度员动动
鼠标，就能完成列车运营线的调整，还能看到列车时速、正晚点等信息，非常直观。“调度系统的更新
跟上了列车的速度与密度，这就是乘客看不到的轨道变化。”

近几年，京津冀区域内开行的线路不断增多，在每条线路的试验列车正式发出后，调度所内就
将多出一个调度台。所内的调度台和调度人员越来越多。其实，调度工作不是在铁路线路启用后
才开始，在一条线路的规划阶段就有调度员的身影了。刘仁伟告诉记者，这两年京唐城际、京滨城
际宝坻至北辰段、津兴城际等陆续开通运营，每条线路从规划阶段开始，到联调联试大纲出炉，都需
要调度员提供意见。

铁路越来越快的同时，对于调度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仅是懂得调度就行。刘仁伟说，高
铁调度员不仅需要应变能力强，还要掌握运行系统、供电量等方面的知识。“出现突发情况，调度员
要第一时间通过司机描述，了解车况，并采取相应对策。所以高铁调度员的规章制度与相应知识在
一年年变厚，我也在不断学习。”

铁路网越发密集的前提是规划。十年来，中国铁设
运规院经规所副所长高伟（见图）参与了不少京津冀区
域的铁路线规划，他与团队就像编织者，将三地的城市
用铁路联系在一起，让人员、产业得以快速流动。

去年年底津兴城际铁路正式运营。在永清东站从
事半导体生意的李先生购买了首班车的车票，他平时去
大兴机场坐飞机可是件麻烦事儿，基本以乘坐公交车为
主，单程需要近 2个小时，而津兴城际开通后时间直接
省一半。此外，津兴城际的旅客中还有不少从天津前往
大兴机场坐飞机的乘客，他们觉得津兴城际铁路的开
行，让出行更加多样化。“原来需要先到北京南站，再换
乘轨道交通。现在乘坐津兴城际，再不用去拐大弯了，
而且出站就是行李托运，方便太多。”

津兴城际铁路的沿线各站，犹如打通城市空铁联运
的一座座联络岛，一举多得的铁路设计背后是规划者的
巧思。高伟介绍，设计之初，考虑的首先是要打通天津
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在便捷天津与大兴国际机场交通联系的同
时，扩大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范围，支撑带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其次
考虑的是改善沿线廊坊安次区、永清县等地的交通条件，带动沿线地区发展。

津兴城际铁路的永清东站和安次站都是新建车站。其中永清东站的使用结束了永清
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将永清县接入了中国高铁网；而安次站的设立位置可以辐射到廊坊高
新区，进一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高伟介绍，永清东站作为永清县的第一个高铁站，位于县城人流量较高的地点，所以
站在永清东站站台向两侧望去，居民区就密布在铁路线周围。“我们在这段长约一公里的
线路上加装了全封闭式声屏障，降低了列车运行对两侧居民的影响。”

中国铁路北京局计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实施10年
来，京津冀区域路网规模质量不断提升。国家干线铁路网持续完善，石济客专、京张高铁、
京哈高铁建成通车，雄商高铁、雄忻高铁、津潍高铁加快建设，京津冀与东北、中原、山东半
岛城市群间良性互动局面初步形成。

城际铁路网建设加快推进，京津城际延伸线、京唐城际、京雄城际、津兴城际、津保铁
路、崇礼铁路等建成通车，京滨城际（北辰至滨海段）、石衡沧港城际和怀兴城际（廊坊至大
兴机场段）等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区域内地级以上城市实现高速铁路
全覆盖。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加紧密，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 1.5小时通达，京雄
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客运综合枢纽加快构建，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等投产运营，规划的北京市
8个铁路客运枢纽已开通7个，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建成后将迎来“八站两场”枢纽
格局。未来五年内，怀兴城际廊兴段、雄商高铁、雄忻高铁、津潍高铁将陆续开通，“轨道上
的京津冀”将越织越密，更好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

说起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得不提“轨道上的京津冀”。经过十年发展，京津冀区域内的高铁总里
程已由2013年底的1284公里，增长至2023年底的2624公里，实现了京津冀区域内地级以上城市

高铁全覆盖，“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密集便利的路网方便了三地往来，巨大
变化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付出，三地乘客也共享红利。今天，我们就听他

们讲讲“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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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背景下首家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跨
省托管的医院，每天都有不少患儿家长
慕名前来求医问诊。以前，孩子有疑难
杂症，家长们首选是去北京大医院看看，
十年来，在保定家门口挂北京专家号已
成为常态。而随着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
院新建院区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未来，区
域内享受北京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将 更 加
方便。

将“童趣”融入医院每个角落

从保定东站出发，驾车不到 10 分
钟，便可抵达河北保定国际医疗基地。
基地内，以“风吹荷动，涟漪下堰”为设
计理念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保定医院新建院区雏形初显。新
建院区总建筑面积 23.7 万平方米，设计
床位 1000张，同步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
疗中心。

新建院区主要包括门诊部、内科、外
科住院部、妇产科、行政部及学术交流
中心六个单体，主体建筑形式为钢结
构。据建设单位中铁建设项目负责人
于琦介绍，工程整体用钢量达 8500 吨，
是名副其实的“钢铁森林”。“考虑到儿
童就医可能产生的恐惧与焦虑，我们利
用各标高层的屋顶搭建立体绿化体系，
变‘钢铁森林’为‘屋顶花园’，供小患者
休息和游玩。”

在施工过程中，新建院区从功能结
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入手，将“童趣”融
入医院的每个角落，打造“花园式”“乐
园式”儿童友好型医院。他们以形似

“荷叶”的门诊部为视觉中心，外部设计
建造绿色庭院，大厅增加“巨型天空树”
的魔幻元素。同时将传统铝板扶梯，改
为玻璃透明扶梯，为患儿在沉闷的就诊
中增加趣味性。

“此外，为打造新时代国际医疗中
心，我们在新建院区的设计中增加了智
能物流。”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院长
田剑介绍，未来，自动化智能物流小车会代替人工，穿梭于
各个科室之间。药品、被服等都可通过轨道运输，实现从

“人找物”到“物找人”，节约就诊时间成本。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下扎根”

保定国际医疗基地位于保定高铁片区，规划用地 30平
方公里，起步区 7840亩。基地依托保定东站、京港澳高速、
七一路等交通骨干路网，以空间优势融入京津冀“一小时交
通圈”和“半小时生活圈”。

“未来，该基地可有效承担起京外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保障基地的职责。”保定国际医疗基地管委会招商合
作中心负责人刘庆介绍，基地将通过建设大型公立医院，开
展特色专科诊疗，打造国际健康服务集聚区，实现特色专科
引领，医产研教数养融合发展。以后，不仅保定本地患者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周边地区患者同样可借
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到这里求医问诊。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广安门医院保定医院已在基
地落户，建成后将新增2100多张床位，预计2025年投入使用。

早在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就以托管形式，组
织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常态化到保定出诊会诊、查房讲座、科研
带教、开展手术，帮助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提高医疗质量和
管理水平。2022年，该院入选第三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名单，京保两院协同发展模式进入区域医疗中心合作阶段。

田剑表示，获批区域医疗中心，对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向下扎根”，提升区域诊疗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
步，医院将继续拓展与北京儿童医院的全方位深化合作，辐
射带动区域儿童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百姓能够实实
在在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丰厚成果。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落地副中心

第一时间送通州进行诊治
本报记者 赵鹏

风 动 暗 香 浓 ，始 于 玉 兰
开。又是一年三月到，今天记者
突然发现，城市副中心街头的玉
兰花已经悄然开放，玉瓣银花缀
满枝头，随着春风摇曳，透出丝丝
怡人的清香。大街小巷、公园广
场之间，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打卡留念，感受着春天的气息。
正值春回大地、草长莺飞之际，本
报记者邀您共赏副中心“芝兰
玉树，繁花似锦”，乍然春风起，
寻芳赏景正当时。

记者 黄漠/文 唐建/摄

通州已把“乡村”变成“香村”
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村静候嘉宾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以“工匠”般巧手服务京津冀“车祸伤”
和“坠落伤”等创伤患者，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通州院区国家创伤医学中心正助力一位
位患者重启崭新人生。记者从该中心了解
到，这得益于该中心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
的严重创伤救治体系，将严重创伤患者院
内死亡率降至 5%左右，院内救治能力已领
先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当前，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战略引擎
强力运转，正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
医产协同示范区。通州区经信局方面表
示，2023年，副中心“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区”
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面貌日新月异。
一年来，区内医产资源进一步丰富、融合，
协同生态已初具雏形。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落地副中心

如今的漷县，已经成为医学创伤界大咖

们巅峰“论剑”之地。作为国内“车祸伤”和
“坠落伤”等多发伤救治的权威科室，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创伤救治中心的科室
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姜保国担任，科室书
记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天兵担任，
正在为严重创伤患者救治争抢每一秒。

“现在对于一些骨盆、髋关节等骨折，
同时合并肾、脾等内脏破裂的复杂多发伤
患者，已不是北京市内很多三甲医院重点
救治领域。基于国家创伤救治联盟平台，相
关医疗机构均会对患者进行应急救治，生命
体征稳定后，第一时间送往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通州院区进行后续诊治，并以患者为中心
制定更适合的救治方案，大幅降低患者致
死和致残风险。”金宗学医生表示。

不仅如此，姜保国院士团队还研制了
一套智能创伤预警系统，该系统通过院前
实时监测患者的生理数据，结合人工智能
算法，能及时发现潜在创伤风险，为院内医
生提供准确诊断依据，进行多学科会诊，并
提前制定出个性化治疗方案，在患者到达
医院之前，提前准备好相关救治材料，为严
重创伤患者争取最宝贵的生命救治时间。
至此，该系统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由“患者等
待医生”到“医生等待患者”模式的转化。

“挽救患者生命且能高质量地生活才
是回报患者信任的最好答案。”姜保国院士
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交通伤致
死率为 17.2%，严重创伤患者院内死亡率高
达 33.8%。目前，该院创伤救治中心已建立
起适合中国国情严重创伤救治体系，将严

重创伤患者院内死亡率降至 5%左右，院内
救治能力已领先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伴随着“临床、科研和教学”三驾马车
齐头并进，该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科室成
员更是已经在Lancet等国际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百余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
华医学科技一等奖、何梁何利奖等多项学
术奖励，获得授权国家专利百余项，承担科
研项目百余项，形成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及
专家共识等30余项。

副中心健康产业已注册378家

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目前的副
中心已成为首都未来健康产业的重要承载
区之一。对此，通州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供给侧，副中心已累计注册产业主
体378家，去年新增注册138家，并新增国家
级绿色工厂 1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家、上市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9家。

在需求侧，当前副中心已拥有医疗机
构 621家。除了早已开业的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通州院区外，去年，友谊医院二期正式
开诊，首儿所项目建议书正式获批，安贞医
院也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即可完工交付。

在金融资本方面，副中心已成功设立
夏尔巴、中金诺思格等医药基金，规模达20
亿元。去年，相关基金已成功带动健海安
禾、复动医疗、熙源安健等医药企业投资落
地副中心。

在专项政策方面，副中心已重磅出台
“医药十条”政策，对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
各类产业要素主体都有丰富的支持方向。

2023年，相关政策首次兑现，已成功支持
56个申报项目，重点包括16家医药健康企业
的一类药品临床5项、三类器械注册证26项、
国际产品注册证30项和5家市属医院的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11项、创新平台建设3项。

今年，副中心将通过“广发声、拓资本、
强平台”三维发力，进一步加快产业集聚、
提升生态能级。一是举办大运河医学论坛
等 6场全国性活动，聚焦行业前沿，释放医
产活力；二是强化资本助力，补充设立更多
产业基金，专注早期初创项目投资，并联动
CXO等专业资源开展平台招商，带动项目
转化落地；三是搭建产业生态平台，整合医
疗、科研、产业、金融、服务、园区等资源，提
升产业运营服务的系统性与专业度，实现
产业上下游之间有序、高效协同，形成“以
医育产、以产哺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村中产业助乡村振兴

在北京市民的印象中，从前选择的民
宿大多位于怀柔、密云，而今，通州的不少
民宿也入了市民的眼。

西集镇沙古堆村地处大运河畔，历史
悠久，充满独特的古村落风情，拥有千亩大
樱桃种植区和多家精品乡村民宿。近年
来，该村利用区位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业，对 1000平方米的闲置墙体进行
3D彩绘，美化墙体，达到“一墙一故事，一
街一景观”的观赏效果，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打卡。目前该村正打造集乡村旅游服务中
心、运河文化图书馆、文创产品售卖、乡村
咖啡厅等功能于一体的“大运河乡村会客
厅”，初步建成文化特色鲜明的美丽休闲
乡村。

台湖镇唐大庄村直线距离环球影城仅
2公里，村里抓住“环球外溢效应”的机遇，

瞄准环球度假区这座“金山”，借助美丽乡
村建设的契机，通过打造特色民宿，提升村
容村貌，盘活集体经济。如今，村集体、乡
镇热火朝天地打造出“民宿+”乡村体验特
色民宿村。

永乐店镇西槐庄村是全区首批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截至目前，路灯安装、旱厕
改造、道路绿化等项目已全部竣工，村民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2020年，西槐庄村科技
小院挂牌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和科研
人员驻扎小院、走进田间地头，送技术、抓
培训，组建了一支“带不走”的帮扶工作队，

“小院儿专家”在这里先后开发试种了袖珍
西瓜、水果萝卜、草莓番茄、牛奶珍珠玉米
等新一代口感型农产品，专业水准的科学
种植，让这些农产品初入市场就赢得好
评。这个以前的经济薄弱村，如今走上了
品质农业的转型之路，其自主打造的“西槐
庄园”精品蔬菜，已初步打开销售渠道并赢
得好评，村集体收入实现330%的增长。

村中传统成“文化招牌”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乡村要振兴，文化
必振兴。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各村充
分发掘自身文化特色，让美丽乡村建设有
血更有肉。

于家务回族乡仇庄村注重孝道文化，
村里从家庭建设入手，构建家风文化，促进
村风、乡风文明建设。仇庄村最为人乐道
的就是这里浓厚的孝老敬亲优良传统。从
1999年起，仇庄村将每年的腊月二十定为

“老人节”，为60岁以上老人送去慰问金、慰
问品和祝福，奠定了“孝文化”的发展根
基。2014年，村里启动“追寻家训家规，呼
唤良好家风”主题教育活动，首创了仇庄

《家道》三字经，为全村家庭提炼制作了家
风 、家 训 、家 规 ，并 编 纂 了《家 风 故 事
集》。美丽乡村工程启动后，村史馆也在
原有基础上建成 500 平方米的孝道馆，全

面展示传承仇庄村的“孝文化”。
作为北京市级非遗，漷县镇张庄村“运

河龙灯”在春节期间的演出为前来“寻龙”
的市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更好保护

“运河龙灯”，张庄村已在村里建成了“张
庄·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由旧
仓库打造而成，面积不大，小而精致。博物
馆的上方，还盘踞着两个威风凛凛的实体
龙灯，更好地突出了村里的龙灯文化。

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务评剧团，同样在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掘和传
承。据《志正永乐》记载，大务评剧团成立
于清朝末年，粗粗一算，评剧在村里已经唱
响百年。每次演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几
岁孩童，观众从十里八村赶来，剧场座无虚
席，精彩的演出不时博得掌声和叫好。现
在，剧团里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演员唱
念做打样样在行，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角
儿”，评剧团也成了大务村响当当的“文化
招牌”。

副中心玉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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