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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奋进路 蓝图成现实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乡村公路，一端连着城市，
一端连着村庄，一条条环境优美、通行安全的乡村公
路，不仅改善了沿线村民的出行条件、带动农民增收、
促进文旅产业发展，也为首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记者了解到，北京又有 16 条
道路获评“最美乡村路”，通州区的周坡路、潞城中路、
马大路成功上榜，这三条“最美乡村路”到底美在何
处？从今天起，本报陆续刊发介绍通州最美乡村路的
文章，向读者一一介绍成为首都又一张新名片的最美
乡村路。

自 2020 年市交通委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美丽乡村路”创建工作方案以来，四年间北京共
创建“美丽乡村路”264 条、总计 1066 公里。2023 年，全
市 7 个远郊区的 16 条道路获评年度“最美乡村路”。

通州公路分局乡村公路管理科闵爽介绍，2023 年到
2025年通州区将按照副中心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推进美
丽乡村路建设，拟对全区 400公里重要乡道进行全面梳理
排查，同步推进步行和自行车系统建设，优化慢行出行
环境。

目前，通州区已全面开展“路长制”乡村公路管养模

式，覆盖全域 1100条农村公路，解决困扰乡村公路的“谁
来管、管哪里、如何管”的问题，实现农路管养能力、资金
投入、路产路权维护、路域生态环境等“六个提升”。

为确保“路长制”有效运行，通州公路分局在全市率
先建立乡村公路路长制微信小程序管理平台，在全区乡
村公路上安装带有二维码的“路长制”公示牌，通过信息
公示、巡视打卡、频率统计等功能，实现线上管理监督。
同时，运用农村公路管理巡检系统，养护问题线上提交、
跟踪维护进度，实现养护问题闭环处理。

2023 年，通州区成功创建美丽乡村路 51 公里，完成
台湖镇周坡路、张家湾镇里二泗中路、于家务乡东神路等
示范路建设，全面打造符合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定位的美
丽乡村路。

“截至目前，全区已成功创建美丽乡村路 85条、200公
里，将双向公路改造、人居环境整治、安全设施提升等理念
相互融合，聚焦精品民宿、特色乡村旅游和重点产业，实施
窄路加宽、慢行系统建设、安防设施完善等项目。计划到
2025年，全区 400公里的重要乡道全部达到美丽乡村路的
标准，其中含有慢行功能的道路达到100公里。”闵爽说。

副中心最美乡村公路系列观察之一副中心最美乡村公路系列观察之一

美在心里的通州周坡路美在心里的通州周坡路

本报记者 李如意
“通武廊”地相连、文同脉、人相亲，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记者
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系列新闻发
布会获悉，武清区教育局与北京通州、
河北廊坊教育行政部门凝心聚力、务实
笃行，共创资源融合，共育各类人才，共
建文化精品，取得了积极成效。

近年来，“通武廊”三区市着力推动
教育协同发展扩容提质，签署新一轮

《“通武廊”三区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合作
协议》，共同组建 12个基础教育协同发
展共同体及 1 个职教联盟、1 个特教联
盟、1个幼教联盟，涵盖三地 63所学校，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先行示范效应逐
步形成。三地互派干部教师交流学访，
共建教育实习基地，联合开展“高级研
修班”，选派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跟岗
研修，打造引带式交流培养模式，推进
区域教育协同持续纵深发展。

“通武廊”三区市线上线下融合开展
网络研修班培训、中小学同课异构等活动
45次，共计6000余名教师、1.5万名学生
参与。做好教学到科研的齐头并进，建立
通武廊教育科研合作联盟，教育科研互动
交流活动90余次；武清区教育局与廊坊
市教育局联合开展教育部心理健康课题
合作研究。做好活动到文化的交流交融，
联合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学生艺体竞赛、
文化经典诵读等活动100余次，参与学生
2万余人，多领域、多形式、多举措促进三
地教育文化共融。

下一步，武清区教育局将继续携手
北京通州、河北廊坊教育行政部门，持
续推进区域合作增项拓面、教育协同提
质增效。

在学生成长方面，“促交流”高频对
接，共拓教育协同发展新思路。持续拓
宽学生五育并举协同培养渠道，宽领
域、多层次、高质量提升学生科学、美
育、体质等综合素养。今年以来，三地
已轮流举办京津冀中小学生新年合唱音乐会、青少年百米长卷
绘制活动、武术交流、科技交流等6场交流活动，参与学生1万
余人。接下来计划建立通武廊三地学生交流互访机制，搭建学
生互动平台，构建“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访新模式。三地
轮流举办学生“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等主题邀请赛，共同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携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师资培养方面，“深推进”多方汇智，打造高层次教育共
同体汇集地。三地通力合作，广泛吸纳通武廊教育名师名家、
大中小幼名校（园）长等优质智力资源，建立多维人才库矩阵，
为资源共建共享、人才交流互派、教育教学研究、师资培养培训
提供强大智力支持。持续开展京津冀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校
（园）长论坛、跟岗研修、高级研修班等活动，打造三区市教育联
盟框架内的名师队伍。

在校际合作方面，“强联动”合作共赢，赋能三地教育高质
量发展。持续深化通武廊教育共同体及教育联盟合作交流，建
立健全轮值主席制度，统筹协调推进校际教育合作。着力推进
学校管理、师资培养、资源共享、精品教研、“双师课堂”建设、艺
体活动竞赛等方面开展交流协作，促进校际间共建、共享、共
学、共研，为三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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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都市与装备产业成制造业领跑者

近五年来，通州区规上工业产值规模维持在600亿
元上下，整体发展稳中提质。2023年，全区规上工业完
成总产值628.9亿元，同比增长2.1%，高质量发展动能强
劲，现代制造基础更加坚实。其中，医药健康产业实现
产值123.6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近20%，近五年年均增
速高达14%，较2017年实现产值占比翻了一番。智能装
备、绿色都市等支柱产业产值也成功破百亿元。

在这五年中，副中心工业六大细分产业整体呈现
“二升四降”态势，都市、基础材料等传统产业规模有所
降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逐渐
提升。

目前，副中心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341家，都市产业
产值总量最大，2023年完成产值 166.6亿元，龙头企业
包括二商肉食、蒙牛等；装备产业 2023 年完成产值
146.8亿元，龙头企业包括北元电器、维通利等；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势头一枝独秀，2023 年完成产值 123.6 亿
元，产值占比 20%（2015年不到 6%），近五年年均增速
约 14%，龙头企业包括甘李药业、福元医药等；基础材
料产业 2023年完成产值 82.3亿元，重点企业包括北京
奥达、诚栋营地等；汽车交通设备产业 2023年预计完
成产值82亿元，重点企业包括博格华纳、坦迪斯等；电
子信息产业 2023年完成产值 14.4亿元，重点企业包括
中芯京城、通美晶体等。

副中心梯度培育企业成效显现，目前已培育出甘
李药业、罗克佳华、博格华纳等 80余家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春立正达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实现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零的突破；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02
家，其中“小巨人”企业 33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 3家（中际联合、通美晶体、春立正达），培育数量持
续较快增长。

2023 年，副中心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92 家、“小巨
人”企业 7 家，2024 年已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54 家。当
前，副中心近八成专精特新企业主导产品服务于关键
产业链的重点龙头企业，超六成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取得
实际成效。

聚集产业发展新格局 勇当先进制造业领跑者

擘画蓝图未来已来的科幻副中心
本报记者 赵鹏

产业腾飞产业腾飞，，活力迸发活力迸发，，城市副中心即将迎来八周岁生日城市副中心即将迎来八周岁生日。。八年来八年来，，城市副中心砥砺前行城市副中心砥砺前行，，既见证了沧海桑田既见证了沧海桑田，，又收获着崭新的发展又收获着崭新的发展
机遇机遇。。记者昨天从区经信局获悉记者昨天从区经信局获悉，，近年来围绕行政办公近年来围绕行政办公、、商务服务商务服务、、文化旅游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科技创新““33++11””主导功能主导功能，，聚焦先进制造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现现
代金融代金融、、商务服务商务服务、、文化旅游文化旅游、、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城市副中心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城市副中心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五河交汇处五河交汇处，，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领域以医药健康为战略引擎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领域以医药健康为战略引擎，，以智能装备以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汽车新能源智能汽车、、绿色都市为支柱绿色都市为支柱，，面向绿面向绿
色低碳色低碳、、数字科技和交叉融合领域数字科技和交叉融合领域，，““11++44++33””的先进制造业新体系正擘画出重点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的先进制造业新体系正擘画出重点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20232023年年，，装备产业装备产业、、生物与医生物与医
药药、、绿色都市等三大工业细分产业成为副中心先进制造业的领跑者绿色都市等三大工业细分产业成为副中心先进制造业的领跑者。。

周坡路西北周坡路西北
侧侧，，台湖演艺车台湖演艺车
间的雕塑令人驻间的雕塑令人驻
足遐想足遐想。。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低碳升级交出亮眼绿色化成绩单

投资未来能源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新型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
备，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应对
气候变化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投资未来支撑先进制
造业体系建设，副中心已布局并大力支持发展储能产业。

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在绿色低碳
方向，聚焦低碳零碳能源开发、输送与消费全链条和生态
环境改善要求，重点布局储能产业，面向电化学储能、空气
储能、飞轮储能等技术领域，布局发展储能电池、储能变流
器、能源路由器、能量控制系统等关键核心设备，培育发展
储能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和能源互联网等产业。这是在未
来产业规划层面将储能产业列为城市副中心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

围绕储能产业链扩链补链，副中心先后引进思凌科（光
伏能源半导体）、京清数电（储能变流器）、中瓴星能（光伏）、
宋都储能（风光储能）、仟亿达（能源碳中和）、中航工业新能
源（光伏发电）等多家储能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当下，京清数电全球首创第三代集中式储能变流器

产品及模块化储能变流器产品，在高压储能技术领域居
于行业领先地位。新源劲吾核心产品能源小屋系统采用
光伏发电+智慧储能+柔性负载调节供电，无需电网供
电，实现完全离网运行，小屋装机容量约 5至 10千瓦，平
均每天可产生 10至 20度电并可多场景应用。华商三优
核心产品则已覆盖电动汽车交直流充电设备、电池更换
设备、充电站监控系统和充电云服务平台等。

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与副中心成长同步前行，一系
列高精尖产业平台在大运河畔争先崛起。目前，副中心已
拥有京湾实验室和国家新型电力实验基地。其中京湾实
验室是世界第三代储能技术先进的实验室之一，具备完成
绝大部分UL1741及 IEEE1547认证实验能力。国家新型
电力实验基地致力于支撑副中心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建设
的科研攻关与实验验证，实验基地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各类
关键设施，包括光伏、风机、地源热泵及交直流储能装置
等，通过立足清洁能源供应、推进多能耦合应用，研究提供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八年来副中心交出的绿
色发展成绩单分外亮眼。为落实国家“十四五”工业
绿色发展规划，区经信局立足副中心工业企业绿色转
型需求，用好绿色化政策支持，加大对企业绿色技改、
分布式光伏建设和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支持力度，针
对重点企业做好绿色工厂申报辅导，帮扶辖区内工业
企业实施绿色低碳升级改造。

大运河畔蓝绿交织，绿色低碳产业蓬勃发展。截至
目前，副中心已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 10家，国家
级“绿色供应链”2家。在分布式光伏建设方面，区经信
局累计支持 8家企业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实现总
装机容量 8578 千瓦。在工业减排方面，副中心共有北
京潞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博格华纳汽车传动器有
限公司等 5家工业企业获得“碳中和”证书。

发展分布式光伏是助力副中心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
举措之一，北京潞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正在持续建设分
布式光伏电站，同步研发并推广制造氢能源发电设备，利
用分布式光伏电站搭配氢能源发电技术，建设高比例清
洁电力供给的电源体系。

博格华纳通州工厂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如今，博格华纳已获得“碳中
和”证书，突出其在采购绿电新能源、电力智能管理系统、
雨水回收利用、太阳能利用、汽车零件再制造管理体系等
方面亮点。

“经信系统将持续当好服务管家，围绕未来健康、未
来能源等重点产业方向，吸引更多增量企业落地副中心，
加速形成梯度发展格局，推动先进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化、
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详细报道见今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