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7月29日 星期一 责编 黄漠 设计 鲍丽萍 校对 彭师德 刘一新闻

本报讯（记者 赵鹏）近日，由北京市
药监局、天津市药监局、河北省药监局、通
州区政府联合主办，中关村医疗器械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河北
大学、北京医疗器械商会等承办的第二届
京津冀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大会在副中心
召开。目前，通州医药产业年收入约 260
亿元，已汇聚医药健康相关市场主体近
500家。

本次大会邀请了京津冀相关政府部
门、高校、科研院所、临床机构、社会组织
及企业等领导专家代表参加，旨在促进京
津冀医疗器械领域相关高校、科研院所、
监管部门及社会组织联动和资源共享，聚
集三地科研资源，实现惠企业、惠科研、惠
临床；以科技园区为基地，监管部门助力，
打造京津冀医疗器械创新集群与服务圈，
推进医疗器械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三地医
疗器械产业协同发展。

北京市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厚
廷表示，要面向临床医疗需求，加强京津
冀三地协同联动，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力
度，鼓励医疗器械领域关键技术系统研究
和创新攻关，推动政产学研医融合创新，

系统推进医疗器械制造与医药健康产业
取得更新更大的突破。

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介绍，
目前，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呈现出全面提速
发展局面，副中心也正立足科技创新主导
功能，高标准打造“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区”，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吴孔安表示，当下，副中心已汇聚了
北大人民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首儿
所等 7家三级以上医院，正推动北大人民
医院和东直门中医医院两个国家级医学
中心建设，释放科研创新活力、富集医疗
机构资源，为医产协同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和应用场景。副中心有着蓬勃发展的健
康产业，目前，全区医药产业年总收入约
260 亿元，41 家规上医药工业实现产值
123.6亿元，汇聚医药健康相关市场主体近
500家，上市企业 7家，龙头企业包括甘李
药业、福元医药、春立正达、奥托博克等，
为医产协同发展集聚了强劲动能和成果
孵化转化平台。副中心有医产协同创新
生态，依托北大人民医院和潞河医院成立
医产协同创新试点，构建常态化医产对接
机制，推动医疗机构和产业主体双向互

动、优势互补，着力打造医药健康产业“通
州一极”，形成“以医育产、以产哺医”的可
持续发展生态圈。

在吴孔安看来，未来，副中心医药健
康产业“蓄势待发、前景可期”，将围绕“医
产协同”主题，扩大医产协同创新试点，提
升产业能级，打造“小而美”“专而精”“快
而高”的产业特色。副中心将推动金融服
务要素集聚，优化产业空间支撑，支持产
业人才发展，集聚产业配套要素，营造医
药健康产业发展生态。

会上，通州区科委、张家湾设计小镇
有限公司介绍了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创
新发展情况和产业园区基本情况；天津市
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河北省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和北京市医疗器械审评检查
中心带来了三地医疗器械审评审查方面创
新举措和支持政策，为三地强化监管审评
协同联动，加速医疗器械科研成果转化，助
推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和政策保障。

随后，北京医药健康科技发展中心主
任刘慧解读了“北京市医药健康协同创新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市医药
卫生科技促进中心主任张静波、市医院管

理中心科教处相关负责人魏合章介绍了
北京市促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医药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

今年正值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提出十周年，副中心作为首都北京新的

“重要一翼”，将发挥立足副中心、面向京
津冀、辐射全国的示范效应，聚焦交通互
联、产业协作、生态共建等领域强化合作、
深度协同，增强区域要素集聚辐射能力，
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未来，区科委将加强与京津冀三地药
监部门合作对接，深化医产协同创新发
展，加快推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
州中心重大技术成果落地，启动成果转化
基金运营和医疗器械孵化平台建设，加快
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实
现协同联动；聚焦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
业，推进《关于推动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
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加快绘制产
业图谱；与廊坊开发区、武清开发区等在
更大范围合作对接，共建跨区域产业合作
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医药创新成果
造福京津冀地区群众。

医药产业年收入约260亿 汇聚市场主体近500家
副中心举行京津冀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与河北大厂交界处，一座跨越潮
白河的大桥展露新容。厂通路潮白河大
桥预计今年9月具备通车条件，从河北大
厂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距离将缩
短至 5公里，车程缩短半小时，为两地通
勤人员带来极大便利。

近日，在大桥的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桥梁正进行桥面铺装和护栏安装等
工作。“大桥设计造型形似‘舵轮’，寓
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扬帆启航’。”中
交路建厂通路潮白河大桥项目总工程
师吴国梁介绍，由于钢梁对于温度的
变化比较敏感，在设计上增加了 SGC
超高韧性混凝土的高性能铺装层，它
在温度变化下能够适应桥梁的变形，
所以也号称为“永不开裂的桥面”。这
对桥梁的使用寿命以及运营安全有很
大的帮助。

据了解，厂通路起点为规划春明路，
终点接河北省大厂县厂通路，全长约 7.9
公里。项目分为道路部分和跨潮白河大
桥。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工程全长约 1.6
公里，北京段长约1公里，河北段长约600
米；桥宽 39米，为双向六车道，两侧设有
慢行道。2023年9月，厂通桥全面进入上
部结构施工阶段。截至目前，厂通桥主
桥已完成合龙，全面进入桥面施工阶段，
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95%，预计2024
年9月大桥主体完工。

值得一提的是，从空中俯瞰，厂通
路潮白河大桥与潮白河河道之间呈现

出一定倾斜的夹角。据介绍，大桥是
按照 30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计，为了
降低桥梁墩柱阻水，在保证桥梁结构
安全合理的情况下，大桥在顺水流方
向布置墩位，因此桥梁与河道呈现 58
度的平面夹角。

厂通路潮白河大桥是北京通州区

与河北廊坊北三县发展的标杆性、代表
性工程，是发挥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
副中心对外辐射的桥头堡。项目由北
京通州公路分局与大厂县交通运输局
共建，实现北京和河北两地在重点工程
项目中“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设、一体
化管理”的工作新模式。

通州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柳萌介
绍，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建成后，将使
河北大厂县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行
时 间 缩 短 半 小 时 ，加 强 跨 省 通 行 能
力，加强交通互联互通，有效推动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进一步便利两
地居民通勤出行。

厂通路潮白河大桥进行冲刺施工
为9月通车做好准备 北三县进京将快30分钟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近日，小米
集团在马驹桥镇再次拿下一块工业用
地，用于建设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整
车与零部件制造项目，标志着小米汽
车二期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此次成
交的土地面积为 531130 平方米，成交
总价 8.42 亿元人民币，计划固定资产投
资不低于 26 亿元，预计达产后年产值
不低于 160 亿元。

2022年4月，小米在马驹桥镇拿下第

一块地，用于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该
基地即为现小米汽车工厂。今年 3 月 19
日，小米汽车工厂正式揭幕，3月 28日，小
米 SU7 发布，并于 4 月 3 日举行了首批交
付仪式。自从今年4月份启动大规模交付
以来，到 6 月底，小米 SU7 已累计交付了
2.75 万辆。7 月 21 日，小米汽车宣布 SU7
车型的产能提升和交付加速进展顺利。
截至目前，该车型已交付超过 3万辆。

前瞻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马驹桥镇

紧抓协同机遇，以小米汽车为核心，吸引
了包括新光凯乐、中公高远、博科测试等
在内的多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去
年，马驹桥镇充分利用产业资源禀赋，率
先组建汽车产业联盟，共同倡议“强链补
链”。今年上半年，全镇新能源汽车产业
企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约 76 亿元，同比
增长 916.2%。

“此次小米再度从马驹桥拿地，对马
驹桥镇打造产业集群、完善产业链条有着

重要意义。”马驹桥镇相关负责人说。这
将进一步巩固马驹桥镇在新能源汽车
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助力全镇形成更为
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立足新
能源汽车产业优势，马驹桥镇将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打通上中下游产业链、供
应链和创新链，为全镇加快形成能源领
域新质生产力增添助力，吸引更多的优
质企业加入，共同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新高地。

小米汽车二期项目又落户马驹桥
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与零部件生产

本报讯（记者 赵鹏）本月发布的北京
市一类地方标准《建设工程电子文件与电
子档案管理规程》力促本市工程建设领域
拥抱数字化变革。日前，由市住建委、通
州区住建委、北京企业联合会等主办的该
标准首发宣贯会在通州区住建委举办。
通州区住建委方面表示，这将助力副中心
工程建设领域资料实现数字化变革。

这一标准由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市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北京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共同主
编，北投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等参编。该
标准力图创新，为建筑行业发展数字赋
能，并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纸质文件与档案不仅流转效率低，甚
至存在违规后补、后签等可能。今后，伴
随着在线填报、在线审核、远程管理、智能

归档等逐步推广，施工资料电子化、智慧
工地、影像追溯等会在本市愈发成为常
态。一系列行业原有的痼疾有望在本市
逐渐淡出，推动行业创新，提高行业办事
效率，建立起行业大数据库，助力建筑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冯义表示，《规程》在电子文件与电子档
案管理方面，为行业提供了统一、规范的
管理标准，促进各方协作和配合；在推动
行业内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有效提升
管理效率和水平；在推动行业信息化、智
能化发展方面，加强行业数据归集、分析
能力，有效促进建立行业数据库，为行业
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和工程质量的透明
化、可追溯化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北京企业联合会会长张建利表示，工

程资料电子化对推动建设领域全面数字
化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建筑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厚的影
响。他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工程电子文件
与电子档案的应用进一步推动行业数字
化发展。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副馆长黎维
军介绍了该馆推动电子档案单套制接收
的工作及近期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目
前，该馆已试点收取了部分工程项目的电
子档案。

通州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料
电子化对于提高工程管理效率、保障工程
质量、促进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通州区住建委将全力支持《规
程》的贯彻实施。他要求区内各建筑业企
业要落实相关要求，共同推动副中心建设

工程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的规范化、
信息化进程，助力副中心工程建设领域资
料实现数字化变革。

会上，北京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项目
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开展施工资料电子化
工作，以及与检测机构、混凝土搅拌站等
单位实现在线传输的实践体会，为后续工
作开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记者了解到，这一标准适用于北京市
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和修缮工程
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的全过程管理。该
标准规定，工程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应以
通用的格式形成、收集并归档。同时，工程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应满足电子文件传输交
换的要求，实现基于文件的信息传输、共
享。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应具有通用
性、兼容性，支持电脑端和移动端的应用。

本市工程电子化管理标准出炉

副中心工程建设领域拥抱数字化变革

本报讯（记者 何蕊）近日，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首座建
筑——后勤服务楼落成，已作为
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临时办公
场所投入使用。目前，北京首批
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有序
推进，有望在 2027年迎接新生。
另有 5所北京高校“官宣”，正在
筹建雄安校区。

夏日的雄安新区生机勃勃，
起步区第五组团塔吊林立、机器
轰鸣，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场
景。这片土地上，北京科技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4所疏
解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部分一期建设项目首座
建筑主体已封顶。最东侧地块
的西北角，一栋二层小楼拔地而
起，外观整体呈简约大气的白
色，窗户处配有跳跃的棕色，远
远望去，像是一排深浅相间的琴
键，简约却不失设计感。这是北
林大雄安校区的后勤服务楼，目
前已有工作人员进驻办公。

“这栋楼未来将满足校园后
勤运营管理、绿色环保后勤培
训、师生后勤服务保障等方面的
需要，是新校区第一栋完成建设
的建筑。”北林大雄安校区规划

建设指挥部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李研豪介绍，新校区建设期间，
这栋楼还将作为雄安校区规划
建设指挥部临时办公场所使用。

2027年，新校区有望迎来第
一批学生。为了这个共同的目
标，首批疏解的 4所高校雄安校
区正在加紧建设中。北京交大
首开项目——西区综合服务楼
主体结构已封顶，该校正广泛收
集校园景观调研问卷，根据师生
对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的改善
建议，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和完
善。北地雄安校区一期预计疏
解 1万余名学生，正在根据师生
建议，对 9栋学生宿舍开展再设
计。北科大首开项目——实验
实习保障中心也已建设完工。

今年 6月，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接连释放出雄
安校区建设新进展。加上首批向
雄安新区疏解的4所高校和今年
年初“官宣”建设雄安校区的北京
理工大学，目前共有 9所北京高
校明确将落户雄安新区。2024
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论坛发布
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创新机制
研究成果显示，北京地区15所部
属高校将向雄安新区疏解。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有序推进
新校区有望2027年迎新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7 月
27日起至8月27日，通州区推出
首个专门针对纯电新能源汽车
的派券活动——“惠聚副中心
乐享新能源”主题购车优惠活
动，消费者购买纯电新能源汽车
最高可享 6000元优惠。本次活
动汇集了通州区22家车企，涵盖
近百款纯电新能源车型，以多阶
梯、多层次的价位充分满足纯电
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

新能源汽车专享消费券将
在“建行生活”APP平台投放，消
费者可下载并注册“建行生活”
APP，登录首页后，进入“惠聚副
中心 乐享新能源”活动页面点
击领券即可到店使用。消费者
可享五档夏日酷爽补贴，单车销
售额 5 万元（含）-10 万元以内，
每辆补贴 1500元。单车销售额
10万元（含）-20万元以内，每辆

补贴 2500元。单车销售额 20万
元（含）-30万元以内，每辆补贴
4000 元。单车销售额 30 万元
（含）-40 万元以内，每辆补贴
5000 元。单车销售额 40 万元
（含）以上，每辆补贴6000元。

每名用户每天限领 1 张优
惠券，补贴总量196万元，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核销完即止。此
外，建行北京市分行在此次汽车
消费券活动上叠加推出“上建行
生活享好礼”活动，门店涉及区
内万达、领展等多商圈 200余家
餐饮及商超品牌。

消费者需要成为北京地区
“建行生活”APP的注册用户，到
店消费即可享受满 100 元减 50
元的正餐优惠券和满 40元减 20
元的轻餐/商超优惠券，让广大
消费者在炎炎夏日，畅享副中心
美好消费体验。

最高优惠6000元
通州发放一批新能源汽车消费券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日
前，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
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骑
游北京·骑遇大运河”大众骑游
活动，在风景如画的大运河文化
旅游景区举办。来自全市的骑
行爱好者、旅行社团队游客、旅
游行业从业人员及媒体代表等
近 200 人共同开启了这场穿越
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骑游
活动。

随着健康生活理念的深入
人心，骑游已悄然成为都市人追
求的新风尚。当“骑游”与“大运
河”相遇，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新晋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一场独特的探索之旅就此启
程。不同于传统的观光方式，骑
游让每一位参与者能以最亲近
自然、最贴近生活的姿态，穿梭
于大运河畔，感受千年古韵与现
代都市的和谐共生。有水的地
方就有文化，骑游在流淌千年的
运河畔，不禁让人遥想它曾承载
见证的那些故事。河畔的柳丝
轻拂、古桥的静谧沉稳、夕阳的
温柔洒落、荷塘的阵阵蛙声，每
一处风景都承载着故事，古韵新
景交相辉映，让人在运动中享受
心灵的宁静与放松。

在骑游发车仪式上，通州区
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大运河沿线的骑游线路亮
点。此次骑游线路全程约 3 公
里，途经柳荫码头、荷花池、映月
桥、月岛观景台、infini小镇等多
个标志性景点，沿途设有互动
体验站和特色打卡点，还有专
设的集章点，打卡为本次活动
专设的特殊印章，让骑游者在
亲近自然、享受运动乐趣的同
时，也能深度体验大运河深厚的
文化内涵。

“骑遇大运河”是继“骑趣石
景山”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举
办的第二场大众骑游体验活动，
后续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将
在朝阳等地举办类似活动，开发
推广更多更有趣的骑游路线，让

“骑游北京”成为一种新风尚，引
领更多人以全新的视角探索这
座城市的不同的角落。在巴黎
奥运会开幕之日举办此次活动，
旨在弘扬奥运体育精神，推动文
旅体的深度融合。

值得关注的是，“骑游北京”
骑游线路已上线高德地图，市民
游客只需简单搜索“漫步北京”

“骑游北京”即可轻松获取详细
路线信息及导航服务。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台
风“格美”残涡在北上过程中虽
快速减弱，但今起三天京城降
雨仍频繁，加上温度高湿度大，
闷热感明显，大家要注意防暑
降温。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目前，京城的天气进入大暑
节气和中伏联手掌控中，闷热的
体感着实让人感受到了伏天的
威力。

气象部门介绍，由于台风
“格美”残涡在北上过程中快速
减弱，移动路径偏东，且在北京
南部与残涡之间新生成“歪脖
子”高压坝，水汽向北京输送明

显被阻，仅残涡外围云系对北京
产生较弱影响。因此，本市仅会
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今天起
至 31日，雷阵雨依旧频繁，大家
要注意防雨防雷。

7月 27日，南郊观象台最高
气温达 33.6℃，最小相对湿度
55%，体感可以说非常闷热，“桑
拿感”十足。而昨天，这种闷热
感仍然持续。

从气象部门的预报来看，下
周京城气温呈回升趋势，由于空
气湿度较大，闷热感依旧明显。
7 月 28 日至 8 月 5 日，预计南郊
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0℃至34℃，
最低气温为23℃至26℃。

台风“格美”对北京影响减弱

今起三天京城雷雨频繁

“骑游北京 骑遇大运河”
大众骑游启动

大桥建成后，京津冀“一小时通勤圈”再添新通道，为两地居民缩短通行时间。记者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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