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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潞城集体林场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潞城药艺公园）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堡东路

开放时间：24小时开放

慢时光境休闲农场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吴营村村委会北行300米处

开放时间：早9点至晚6点

花仙子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国际种业园区花仙子万花园

开放时间：早9点至晚4点30分

杏林药业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工业区聚和四街9号

需集体提前预约

盛世龙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柳营村

需集体提前预约

中草药在副中心安“新家”

说起中草药，您最先会想到它生长在什么样
的场景，是高山峭壁上迎风生长的雪莲，还是大
山深处肩背竹篓的采药人？中草药种类繁多，对
土质、地形、气候等生长环境的要求更是多种多
样，想要在副中心规模种植中草药，要克服的困
难不少。

“在这个药园里我们种植了上百种中草药，
今年还新增了半枝莲、漏芦、旋覆花等 20多种药
材。药园占地面积超12000平方米。”北京杏林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王正山介绍。作为通
州区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之一，“杏林神农百草
园基地”内设9个区域，根据中草药用途分为中药
鲜制外用区、经典名方区、中药四季花卉观赏区
等，既有黄芩、艾草、藿香等常用药材，也有连翘、
赤芍、玫瑰等具有药用价值的花卉植物，园内中
草药种类数量在副中心稳居前列。

要将种类如此繁多的中草药种植在同一个
药园内，难度不小，有些中草药不适应北京的气
候条件，不能强行种植，要根据药植具体情况进
行初步筛选，再各自解决种植难点。以北山柴胡
为例，它的难点在于如何顺利发芽。柴胡种子外
壳太硬，完全依靠自身发芽力气不够不容易顶开
硬壳，栽培时就要想办法让种子外壳更容易打
开，同时又不能影响正常发芽。经过一番摸索，
种药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郊地区种植旱烟
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借鉴其层积催芽技术，将柴
胡种子装进纱布袋，浸水后放在湿润的环境下，
再配合适宜的温度，有效增加种子的发芽率。

不少中草药还会以种苗形式来到副中心，如
何让它们适应“新家”，种药人也有妙招。比如北
沙参喜欢坡地沙壤，在副中心的平坦粘土地里不
易成活。种药人从苗木种植中找到办法，种苗直
接栽种成活率低，多数是因为植物的根系不适应
新土壤，那就先将种苗集中培育，在土壤中掺入
一定比例的细沙土，让种苗生根。北沙参的根须
有了适应土壤的过程，再进行栽种，存活率就上
来了。

副中心生长的草药药效如何？

将南北东西的中草药在副中心种活已非易事，种
好更难。副中心种出来的中草药药效怎么样，直接关
系到本地产品能否被制药企业接受，真正入药。

“目前，于家务集体林场种植的鸡头黄精经过检
测，其含有的有效成分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版）的 2倍多，不仅可以入药，更是优质健康食
材。”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任建武教授以黄精为例，
介绍副中心林药种植的成效。

于家务集体林场今年的黄精种植规模达到了近
130亩。选择这里就是看中了天时、地利、人和，副中
心在集体林场开展的林药模式为中药推广种植提供
了“天时”；林场的地理优势带来了“地利”；人员方面，
林场的工作团队积极性高，又具备相关业务知识，对
专业指导接受度强。

在众多中草药中，为什么会特别选择黄精呢？“两
个原因，首先黄精是北京地区的道地药材。北京周边
的气候和土壤能够满足黄精的生长需求。于家务集
体林场从2021年开始整地进行中草药种植，也通过实
践证明了林场的环境适宜黄精生长。”任建武说。黄
精具有多年生、营养价值高、易管理的特点，适应林场
环境后，既可以作为药材，还符合“森林食物”的标准，
可以随时采掘用于应急。

另一个原因同属“地利”。黄精具有耐阴性，在生
长过程中要避免强光照射，因此通常生长在半山区或
丘陵地带。副中心虽以平地为主，但林下环境刚好满
足黄精的生长条件。利好因素叠加，让山坡上的黄精
在平原地区开了花。

这还没完，林场的黄精既要长得好，还要药效好，
其中的“秘密”可不少。一方面得益于北京市对农药
用量的严格管理，林场黄精农药残留低。同时，林场
采用精细化人工种植，每天有专人负责检查中草药生
长情况。林场负责人赵丽芳说，这里拥有近70人的精
细化管理团队，共种植中草药约170亩，除了最主要的
黄精，还种植了苍术、射干等 50余种中草药。为保护
药效，林场团队会采取手工除草等传统方式保护药
植。此外，林场的环境和种植模式也提供了一种近自
然状态，收获周期长，生长时间充足。

任建武表示，副中心集体林场交通便利，种植成
规模，是北方地区绝佳的林下中药材生态培育展示窗
口。未来，可与业内广泛开展中草药种植合作，形成中
草药种植示范区，促成健康产品加工等上下游产业链
的深度融合，让副中心“林药共生”的品牌越叫越响。

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吸引游客

“这是什么菜啊？看着像油菜花，又有点不一样。”很多
人对眼前一株大叶黄花很好奇。朋友都说不认识，用手机
一查，才发现这竟然是常用中药材——板蓝根。“这就是板
蓝根？”大家很惊讶。

板蓝根、紫苏叶、白果、薄荷等许多人能一眼认出，可放
到自然环境下就“生分”起来。

城市副中心推出 5家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让市民有
更多机会和中草药近距离接触，在田园和林间接触生长在
土地里的中草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完成制作，不
仅收获快乐，还能扩展眼界，延续中医药文化。

在 5家中医药文化基地中，潞城集体林场的药艺公园
种植芍药200亩，集科普教育、生态观光、社会研学、文化旅
游、农业生产五大功能于一体。在集体林场里种植中草药，
兼具文化旅游和林下经济的双重作用。

不止这里，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区的多
个集体林场通过“林药”模式发展林下经济，依托林地及其
生态环境，在林内开展药用植物种植或半野生药用植物驯
化，为中药特色种植带来更多利好。去年，永乐店集体林场
与草药种植企业合作，种植中药材苍术和赤芍2300亩，漷县
集体林场和马驹桥集体林场也分别种植有中草药 100亩和
80亩。全区林下经济规模达5680亩，生成包括林药模式在
内的林菌、林苗、林花、林游等多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带动
林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发展，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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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州的历史文
献和古籍中，能找到许多关于

中医药的种植记载和研究成果，古
通州在中医药领域有着它的重要地

位和贡献。如今，中草药正在重新走进
副中心。据统计，通州区 2023 年在林下
经济发展中种植中草药面积超 2000 亩，
涉及于家务、潞城、漷县、马驹桥、永乐
店多个乡镇。其中既有以产出药材用
于药物加工的大规模种植模式，也

有结合中医药文化发展药艺
公园用于观光、科普的

中药苗圃。

来来药药
？？

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城市副中心城市副中心 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轨道交通22号线
（平谷线）是首条开进河北的北京地铁线路，
在城市副中心设 6站，在河北境内设站 3座，
建成后北三县到城市副中心将实现最快9分
钟通达。近日，京投公司官网公示了这条线
路的一体化规划方案，公开征集公众意见至
2024年6月10日止。其中显示，22号线将新
增一站，位于平谷区的农业创新港站。

北京轨道交通 22号线（平谷线）作为京
津冀跨界区域快线，是首条开进河北的北京
地铁线路，是区域快线系统中服务北京东

部、东北部及与河北燕郊地区联系的重要交
通走廊。

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至平谷区平
谷站，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
平谷区等地区，串联北京商务中心区、国家
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城市副中心的运河商
务区、行政办公区，平谷区的平谷绿色智慧
物流功能区、平谷农业科技创新功能区、平
谷新城，以及河北燕郊等重点功能区。

新公示的 22号线一体化规划方案比之
前的 21座车站增加了 1座，主要沿朝阳门外

大街、朝阳路、建国路、永顺南街、永顺东街、
北运河东滨河路、兆善大街、迎宾路、密三
路、吉卧村南侧、北环路敷设。全长约 82公
里。其中地下线约 55 公里，高架线约 27 公
里；北京段线路长约 50公里，河北段线路长
约32公里。新增的车站位于平谷区，为农业
创新港站，位于全线首站平谷站西侧。

根据线网规划，22号线设有6座换乘站，
在东大桥站与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28号
线换乘，在金台夕照站与北京地铁 10号线、
28号线换乘，在红庙站与北京地铁14号线换

乘，在管庄站与北京地铁八通线换乘，在北
关站与北京地铁 6号线换乘，在城市副中心
站与区域快线新城联络线、京唐城际铁路、
北京地铁6号线及101号线换乘。

线路在城市副中心设永顺站、北关站、
运河商务区站、城市副中心站、政务中心
站、政务中心东站共 6 站。建成通车后，北
三县到城市副中心将实现最快 9 分钟通
达，北三县到 CBD 地区（东大桥站）最短时
间约为 32 分钟，平谷区到 CBD 地区最短时
间约为55分钟。

地铁22号线一体化规划方案征集公众意见

北三县到副中心最快9分钟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昨天获悉，通
州区科委已印发了《通州区创新伙伴计划
实施方案》。今后，区科委将支持副中心领
军企业、头部企业、创新平台等牵头面向重
点产业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带
动核心技术迭代创新，提升创新主体的核
心竞争力和创新能级。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
创新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集群，区科委
制定了本方案，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用
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推动副中心产业发展
及城市建设。

据介绍，有关部门将优先在 6 大产业
领域和未来健康、未来信息、未来能源3大
未来产业领域，引领一批具有行业核心竞
争力的创新主体，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和基础前沿技术，培育一批业内一流的创
新型企业，完善产业链、创新链，形成具有
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优可靠性的产
业协同创新生态。

打造科技创新政企紧耦合机制，以创
新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头部企业或高水平创
新平台为核心，以解决产业发展核心技术
需求为目标，有关部门将合力为创新伙伴
计划合作主体（创新伙伴）开展定制化
服务。

匹配创新供应链资源，有关部门将围
绕创新伙伴在重点产业领域技术需求点，
通过专业成果转化机构、科技创新平台、行
业协会组织，以技术需求发布、大赛路演、
揭榜挂帅等形式，征集技术攻关方案，定向
组织前沿技术对接；支持创新伙伴加强与
相关领域核心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和上下
游企业对接合作，增强创新伙伴供应链资
源供给能力；对研发过程中吸纳、培育的青
年人才、优秀团队择优支持，在科学技术奖
提名推荐、人才落户等方面优先考虑。

定制化科技政策扶持，有关部门将推
荐引导创新伙伴申报国家和市级相关专
项资金支持，参与国家、市级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区科委
将面向创新伙伴定向征集科技创新项目
并择优支持。

丰富应用场景需求供给，有关部门将
支持创新伙伴优先参与行业主管部门、重
点工程建设主体场景需求的挖掘谋划；利
用场景派单机制，将企业技术能力和应用
场景需求派发行业主管部门，优先在副中
心为创新主体找市场；结合行业领域特点
和创新伙伴特色，挖掘策划技术性、示范性
强的应用场景，为创新伙伴提供技术应用
展示空间，促进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在
副中心验证、应用。

落实定制化属地保障服务，通过属地
部门牵头，区科委和行业主管部门配合，帮助创新伙伴及时获
取和掌握惠企政策，常态化推送“政策速报”；服务创新主体发
展诉求，通过吹哨报到、部门会商等机制，优先研究解决创新伙
伴的诉求；在实施副中心现有普惠性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人才
政策等基础上，与创新伙伴探索定制化、突破性合作支持方式。

据介绍，创新伙伴须在通州区行政区域内注册或设有分支
机构；核心技术或关键产品具备行业影响力，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发展或
科技创新有显著带动作用；近 3年信用记录良好，且未发生重
大环保、安全事故。

未来，由区科委牵头，会同属地部门将与入选的创新伙伴
签署创新伙伴合作协议，明确合作方向和具体内容。据了解，
创新伙伴合作周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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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从今年一月开
始，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就很忙，张学
友、薛之谦等明星演唱会陆续开场，绝美
的声音效果给不少歌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4 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首站也是在这
里拉开序幕。要知道，厦门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白鹭体育场在声科环境改造方面创
造了四个世界第一，参与改造的，就是来
自北京市通州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阿贝龙。

据了解，阿贝龙（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9年 4月，位于永乐店镇联东U
谷内，是国内首批从事声科行业的智能科技
公司。经过 15年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通州区
工商联会员，实现了声科监测、声科设计、声
科产品的研发及制造、声环境改良、声科交付
的全业务运营模式，拥有14项国家专利证书、
22个商标注册证、16个计算机软著证书、6个
著作权证书，申请中的专利达80多项，abeloo
阿贝龙、LongSing龙之吟成为国内著名品牌。

走进公司大楼，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梵
高《星空》背景图。“这可不是普通的背景装
饰墙，它有强大的吸声功能。”阿贝龙（北京）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升锋介绍道，这
是公司研发的GPC吸声壁画，不止这个，还
有很多声科产品采用零甲醛的GPC吸音板
为原材，配以定制研发的龙骨，设计师会根

据客户的要求任意变形，最终塑造出千变万
化的优质声学空间，成为LongSing龙之吟吸
音体家族里最具艺术的环保声科产品。
2013年APEC会议会场，使用了LongSing龙
之吟牌的专利产品GPC吸音装置，使中国声
科领域第一次追上了世界。

在各个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不
同内容的测量。“在这里可以进行混响室吸
声、隔声、房间声学参数等声科检测。”张升
锋说，通过运用声科检测、声科设计、声科产
品的研发及制造、声环境监测及治理、声科
产品交付及售后，为城市提供更安静的办
公、舒适的声环境。

2023年完工的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实现了四个世界第一，创新地将人工智能和
AI技术应用到该领域，带领声科行业进入了
智能时代，这也是阿贝龙参与的重点项目之
一。张升锋进一步介绍道：“这个项目是世
界上第一次在体育场内大规模使用全天候
吸声降噪方案、第一次在海边采用抗风压吸
声降噪系统，接受最大 15级风力的检验、第
一次在80米高空采用模块化安装、第一次进
行半室外环境的声音改造，最终取得良好效
果，同时为室外声环境的改造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截至目前，公司已成功完成了 386个
国内重点项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噪声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智能
声科行业的引领者，为打造宁静和谐的城市
环境不断努力，为我国的噪声防治工作贡献
科创力量。”张升锋表示。

当今，城市副中心大力发展与其功能定
位相匹配的重点行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引擎。截至2023年底，城市副中心高新技
术企业超过1100家。2023年1月至11月，规
模以上大中型重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为 24
亿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 26.9%。创新技术
已经形成产出，2023 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494亿元，较2013年增长65.2倍。

昨日傍晚，随着太阳西沉，北京城市副中心天空出现大片火烧云，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霞光璀璨。 记者 白继开/摄

火一般的晚霞尽染大美通州

发现·副中心之美

阿贝龙公司的优质声学空间。记者 常鸣/摄

美妙的声音“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高新技术企业为厦门创造四个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