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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2版推出系列报道之五

多家大模型企业同台竞技多家大模型企业同台竞技

在大模型展区的面壁智能公司
展台上，工作人员正测试着公司自
研的多模态大模型。在无网络状态
下，工作人员向大模型发送一张模
糊图片，并询问图片左侧高楼的名
称，几秒钟后大模型就给出了精准
答案。

“这款大模型通过自主研发的
高清图像高效解码技术，能解读和
推理任意长宽比的长图难图。”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大模型已经和手机、
智能机器人等厂商合作，利用手机
等设备自带的算力运行，在没有网
络的情况下也能顺畅使用。

火山引擎、百度、知乎等十几家
企业也纷纷秀出最新的大模型应用，
展示着自家大模型的“一技之长”。

元宇宙世界该如何保障数据安

全？在万里红公司的展台上，最新的
虹膜VR设备带来了解决方案。“人
的单眼虹膜有266处特征点，并且在
出生8个月后终身不变。”工作人员介
绍，元宇宙世界里，用户只需要戴上
VR虹膜设备就能快速识别并核验
身份。

元宇宙里感受五千年文明元宇宙里感受五千年文明

五千年前的江南水乡是一幅怎
样的图景？观众在元宇宙展区就能
找到答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
字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展台上，穿越
千年亲身感受良渚文化。

屏幕里，郁郁葱葱的草地上整齐
排列着造型独特的草屋，稻田里良渚
先民正在劳作，各式各样的陶罐琳琅
满目。观众可通过数字分身进入展
示空间，和先民一起劳作、狩猎，沉浸
式体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粮仓的位置、草屋的形状等每
一个细节，我们都会和考古专家进
行考证确认，确保真实可靠。”展台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陆续还原
殷墟、二里头、三星堆等 10 处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遗址。

不远处，一台封闭的全方位拍摄
设备吸引不少观众体验，观众进入拍
摄区域，张开双臂，只需要1秒钟，就
能完成真人3D数字分身的信息采集。

“这台设备里共有 140 部摄像
机，5至8分钟就能生成一个数字人
形象。”工作人员介绍，数字人可以用
于科研教育、影视拍摄以及文化旅游
等场景。

首发首秀彰显首发首秀彰显““中国方案中国方案””

此次数字经济大会期间，本市
遴选一批优质企业合力打造北京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体验区，集中展示

优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品及解决
方案。

在体验区门口，阵阵咖啡香飘
来。占地2.35平方米的“迷你”咖啡
馆内，机器人忙碌不停，它的手臂能
复制咖啡大师手艺，不到一分钟就
为观众端上一杯现磨咖啡。

多家企业也将拳头产品带到了
现场。透明的水晶形状底座之上，
一枚芯片闪闪发光。这是中科驭数
研发设计的国内首颗量产全功能
DPU（数据处理器）芯片K2-Pro，可
适用于云计算、智能计算及高性能
计算等领域，助力数据中心应对日
益增长的规模和性能需求。

活动现场还特设新技术、新产
品发布区，汇聚众多首发首秀精品，
向全球展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卓越成就与创新实力，彰显全球数
字经济的“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潘福达 夏骅

2024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
近80家企业展现数字世界未来图景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2024 年京津冀档案事业协同发展
联席会近日举行。京津冀三地档案部门共同签署合作协
议，将在 2025 年合作编撰《档案为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系列书籍，联合建立
京津冀地区大运河专题档案数据库，深化档案资源互通共享。

京津冀三地档案馆将发挥优势，按照资源共享、共同开
发原则，建立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机制，定期研究档案信
息资源开发项目。2025 年，三地档案部门将合作编撰《档案
为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系列书籍；联合山西、内蒙古档案部门，合作推出《胜
利烽火——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京津冀晋蒙档案史料展》；合作建立大运河专题档案
数据库，联合出版历史文化系列丛书，筹办京津冀地区大运河
历史文化展、永定河文化展；结合重大纪念活动、重要时间节
点，合作开展相关文化活动。

京津冀三地档案部门将通过联席会机制，探索实现民生
档案资源共建共享。三地档案馆将开展民生档案“异地查档、
便民服务”，推进一到两类民生档案查询事项上线，实现京津
冀民生档案跨省跨馆查询并在线出证；同时，充分利用网站、
微信、手机APP等便捷渠道，建设民生档案异地查询、网上查
询、掌上查询系统，逐步实现京津冀地区档案查询利用一
体化。

三地档案部门还将联合开展档案科研课题和学术交流
活动，在每年国际档案日期间，围绕相关主题举办京津冀三
地档案学术讲座；筹划建立京津冀档案专家型人才库，利用
各自在档案工作不同领域的业务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培
训，提高档案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在档案资源互通共享、民生档案跨
馆查询利用、档案保护开发项目协作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今年，三地档案部门建立战略合作联席会议机制，特
邀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入，此后每年将向社会
主动公开合作成果，不断推进档案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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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起至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记者探营国家会议中心会场，参观位于四层大
会堂的数字经济沉浸式体验区。

记者看到，近80家企业生动展现数字世界未来图景，观众可一站式体验数字经济赋能金融、医疗、教育、交通、
制造等千行百业的前沿场景，领略数字技术独有魅力。

古都水城占鳌头

两大细则鼎力打造数
字经济政策高地

区经信局方面介绍，“数字经济
细则”将聚焦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
力，着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以
更大力度、更优措施落实落细相关支
持政策，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增
动能。

“先行区细则”针对双落地数据
要素相关企业，将围绕“聚数、兴业、
立市”制定稳固三角形支持措施。首
先构建“安之若素、训练有数”的高价
值数据集聚机制，推动税务征收、金
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互联网和政府网
站用户留资身份补齐等业务公共场
景的高价值数据合规使用。其次明
确“一数百获、独树一帜”的数据服务
支持政策，鼓励数据资产保护、监测、
确权、定价、跨境流动、安全评估等数
据全流程服务机构发展。最后发展

“如数家珍、炼数成金”的数据要素市
场，聚焦文旅、金融等重点领域，支持
企业开展数据资产首登记、首挂牌、
首交易、首入表、首开放等金融创新。

251家企业落地网安
产业获梯次发展

当前，副中心正以“一区一品”构
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以数
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网络安全、元宇
宙等为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热度攀
升，北投台湖图书城“8”字楼改造
工程计划年底完工，将打造成为数
据要素企业总部基地。

网络安全产业集群雁阵也在
副中心显现，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入
选北京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2024年至今，网络安全产业集
群新增北京幅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33 家企业，累计吸引神州绿
盟、软通动力、美亚柏科和360集团
等251家企业注册落地网安园。

网络安全产业梯次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园区内 3家企业入选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 家企业
入选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21
家企业获得北京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认定，14 家企业获北京市

“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35家企业
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副中心元宇宙品牌也在行业
内打响。1.8万平方米副中心元宇
宙应用创新中心正式投入使用，黑
油数字、德火科技等元宇宙企业正
式入驻，累计引进蓝色宇宙、山魈
映画等元宇宙企业114家。

年产30万台AI服务
器将“副中心造”

数字经济这一“强劲引擎”正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形成龙头
引领产业生态布局。

目前，信创产教融合项目加快
推进，年产 30 万台 AI 服务器的软
通动力信创总部暨制造基地预计
年底前开工建设，将实现AI服务器

“副中心造”，带动京津冀信创产业
链协同发展；信创智能技术学院项
目正在开展选址工作，预计未来办
学规模将达在校生5000人左右，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

副中心助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突围，今年3月小米汽车SU7亮相，
上市 27分钟大定订单突破 5万台，
为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壮大
注入动力。

副中心重大创新产业平台建
设也取得标志性进展。中国信通
院国家 ICT 技术产业创新基地项
目土护降工程开展入场招标，将建
设全球领先的“国家信息通信技术
产业创新发展基地”。西工大北研
院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在京重点
建设项目、北京市重大工程项目，
预计今年 8 月完成主体结构全面
封顶。

高级别自动驾驶服务
人口约为78万

“数算融合”不断推进副中心
网络通信、智算中心、高级别自
动驾驶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
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基础支撑。

“数智融合”高级别自动驾驶
场景已近在市民眼前。作为北京
市高级别自动驾驶 3.0扩区工程的
重点区域之一，通州区涵盖范围已
达 175平方公里，涉及属地街镇 16
个，服务人口约 78万，覆盖区域内
62.5%的出行需求。

眼下，副中心路侧智能化设备
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总进度超过
90%，下一步将进入测试验证、示范
运营阶段，大大加速副中心交通智
慧化进程。

“算网、算力”建设的一体化
推进，使得副中心网络通信基础
设施持续提升完善。北京市政务
外网副中心办公区到通州区政务
外网核心机房链路，目前带宽已
实现 100G，副中心政务办公区已
实现 1.4G 宽带集群网全覆盖。国
家（北京）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试
点项目已完成论证，超大规模智
算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汇天智算
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项目完成立
项备案，中仪亿安天下人工智能
算力中心项目加快落地选址。

数字医疗云影像上线
26家医院推广

“智改数转”则在赋能千行百业
再启航，副中心推进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落地一
批数字融合创新发展的典型场景。

在大运河两岸，传统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加速，二商希杰、嘉林药
业等9家企业参与智能诊断相关工
作；蒙牛乳业和蒙牛高科获得 2023
年度北京市数字化车间认定。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也获得
数字化赋能，通州区中小微企业服
务平台共汇聚联通、移动、用友、金
蝶等 111 家优质社会服务机构，发
布 385 款公共服务产品，为辖区企
业提供1281次业务服务，累计协助
76家次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授信 3.4
亿元。

城市服务数智化提档升级更
加惠民利企，副中心推进数字医
疗创新发展，智慧影像云平台上
线并向区内 26 家医院开展推广应
用，AI 辅助阅片实现诊断效率平
均提高 50％；智慧村医（一期）完
成 220 个第四代智慧健康服务小
屋（中医版）部署。数字技术与政
务服务深度融合，副中心政务服
务 一 体 化 平 台 向 22 个 乡 镇（街
道）、645 个村（社区）政务服务站
点延伸覆盖；推进除涉密等特殊
情形外的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全部
进驻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务服务
网，实现“全程网办”事项比例达
到 100%。

将开展高级别自动驾
驶4.0扩区建设

以 2024 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副中心论坛为契机，区经信局将保
持数字经济发展热度，回应产业界
热望，谋划数字经济、数据基础制
度先行区下一个三年行动方案。

坚持重大项目带动牵引，区
经信局牵头先行开展北京市高级
别自动驾驶 4.0 扩区建设，实现城
区重要交通节点全覆盖，加快推
动京津冀信创小镇、中国信通院
等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前瞻布局未来信息产业，区
经信局将推动各类行业人工智能
大模型研发及应用布局，推动元
宇宙创新中心等未来信息产业基
地建设，提升副中心数字经济发
展热度，推进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建设实现新突破。

我们对数字世界心向往之……
北京城市副中心全力推进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赵鹏

数字经济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记者昨天从区经信局获悉，以2024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副中心论坛
为契机，《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推进北京数据基础制度
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即将同步发布，系统化提出促进通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行动举措及相关保障措施，助力
副中心推进“近悦远来 心向往之”的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城市副中心城市副中心 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