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3”增在哪？

未来产业的引擎，在城市副中心

“6+3”带来了啥？

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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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文化旅游的“金名片”越擦越亮。
通州，京杭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有路县故
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漷县古城、永乐店古城
5处历史古城遗址，238处不可移动文物，107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上半年，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式
揭牌，三大文化设施开馆后流量显著。目前北京城
市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破万人次，累计接待读者超
两百万；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暑期高峰日均接待参观
者 3.3万人次，累计接待参观者突破百万。文化旅
游区以环球度假区为代表，仅 2023年环球度假区

商圈流量约 1600万人次。以大运河文化带、六环
高线公园为纽带，串联文化旅游区、宋庄小堡艺术
区、台湖演艺小镇，以及通州古城、路县故城、张家
湾古镇，创意设计、原创艺术、演艺娱乐、休闲度假、
主题旅游、数字文旅、购物消费的文化旅游全产业
链条正在副中心加速成链。

种业之都，副中心早有底子。位于南部于家务
乡的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先后被科技部、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种业
产业园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并成为“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个种业科技特色园区。在
这里，育成玉米新品种 100余个，培育蔬菜新品种
300余个，在国际上首创中国二系杂交小麦育种技
术体系，多个农作物主推品种累计推广 4 亿亩以
上，增产粮食 200 多亿公斤。60 余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优势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在园区集聚，园区
搭建起“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动植物分子育种
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平台，为全国 400 余家育种和
研发机构提供高质量技术服务。副中心现代种业
的品牌越擦越亮。

蓝绿交织千年大美通州而今迈步从头越——

“6+3”等于几？ 让我来回答你！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数字解读

6大产业，为副中心精心绘制了一幅高质量的
产业空间地图，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局面。

从此前发布的副中心高质量产业空间地图上
看，副中心拿出约470万平方米的承载空间：“三类
两区”高质量新型产业空间，面向初创种子企业；面
向高成长瞪羚企业，副中心范围内待更新存量工业
资源近 8平方公里，通过复合利用、工业上楼等创
新举措，激发存量空间利用潜力；面向成熟的独角
兽企业，副中心梳理了运河商务区、一方健康谷等
近300万平方米楼宇型产业空间，以满足此类企业
对形象展示、环境品质的空间需求；面向总部或龙
头企业未来升级拓展，副中心划定行政办公区西侧
片区、副中心站地区等四个弹性生长型片区，用地
资源近2平方公里，为总部或龙头企业预留充足发
展空间；推进“6+3”重点产业链在副中心集聚发
展，选取集中规模10公顷以上区域，划定21个集中
连片的聚链融合片区，让产业集群化优势更加
凸显。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为副中
心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目前，副中心
共培育出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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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出 12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
链”企业，构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雁阵序
列，培育出210家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375家市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3家国家级“小巨人”企
业，1家单项冠军企业。近八成专精特新企业主导
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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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产业，不仅为副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活力、稳新优好的经济增长，也在优化副中心的产
业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和国际竞争力。

之于北京，一艘文旅巨无霸正在长安街以东30
公里的运河畔“扬帆”。这个暑假，环球度假区依然
是北京游的“顶流”；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
图书馆日均接待量均破万人次，成为北京游的一匹

“黑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横空出世的三星堆特
展，以高峰期 3.3万人次的日接待量不断刷新副中
心的文旅热度。陆续引进的国际海洋馆、亲子乐园
等项目也在不断拉高北京的文旅期待。

在北京市赋予副中心的3+1主导功能中，还有
“科技创新”的关键词。一批新设技术创新平台正
在大运河畔接连涌现。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博

士后科研工作总站共设 28个企业分站，培养 52名
博士后，投入支持资金超1000万元，成果转化率达
100%。通州园管委会积极推动设立由市发改委和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共建的北京设计创新研究院，
同时注入北航、北工大等 7所高校骨干设计力量；
推动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在张家湾设计小镇落地，
建立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并成立
外资科创投资基金，新公司已启动注册……副中心
正成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引擎。

国内外高端要素不断集聚大运河畔，形成了区
域经济新增长极，通过共建共享推动政策标准管理
统一，带动区域优化营商环境，加速区域一体化的
进程。副中心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产业链延伸和
创新链融合，更带动了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升级
和转型。

走进张家湾设计小镇，园区中不乏来自河北和
天津的车牌，北京研发、津冀生产的局面蔚然成
风。“6+3”带来的是对人才更大的吸引力，就拿建
立和完善京津冀人才数据库来说，这项措施实现了
人才精准配置和在京津冀区域的高效流动，优化了
区域人才结构。得益于深化人才流动制度改革和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副中心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
新活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开辟新天地。

“+3”指的是作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通
州，在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能源领域加快升级
落子。今年4月，黑马数字孪生孵化器获批北京市
引领类标杆孵化器，签约落地副中心，成为通州区
首家市级标杆孵化器，实现“零”的突破。

承载着无数“老通州人”记忆的台湖图书城
“8”字楼即将在年底崭新亮相，根据规划这里将被
打造为数据要素企业总部基地，成为未来北京城
市副中心在未来信息领域的重要载体。今年 4
月，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锋表示，本市已
提出以通州区台湖区域为核心建设北京数据基础
制度先行区，探索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和政策的先
行先试，打造政策高地、可信空间、数据工场，加快
数据要素流通和应用，力争成为国家数据基础制
度综合改革的试验田和数据要素的集聚区。中国
电子云、京算公司、首信云等29家数据要素企业已
落地入驻先行区。

数据之巅是人工智能，本市正发挥首都数据资
源丰沛、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在数据先行区内加
快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落
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而通州区坐拥大运河和
环球影城两大文化 IP，可在文化、旅游、影视、娱乐
等数字经济板块于全国率先发力，开展文旅、金融
等重点行业领域数据的汇聚和应用示范。这是北
京市对通州区未来信息产业的定位和期许。

未来健康产业，在副中心亦有乘风而起之势。
以超前布局助力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通州区

已被纳入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联席会，新一轮北京
市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四核多
点”的空间布局，副中心被列为具备优势的“多点”
区域之一。当前，通州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稳中有
进，前 5个月，全区医药工业 42家规上企业共实现
产值 48.6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8.02亿元，同比增
速3.10%；医药商业46家规上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13.69亿元，同比增速6.47%。

增量的背后是支持医药健康产业做大做强的
决心。定位“文化健康小镇”的漷县镇就在上个月
发布了“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6年，集聚区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 100亿元，
并拥有 3至 5家上市企业；到 2030年，不仅集聚区
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同时在合成生
物、AI+医疗健康两大未来健康领域形成突破。集
聚区内还要在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高端医疗
器械等重点领域突破，专科特色服务、医药辅助服
务、综合健康服务三大医疗服务产业初具雏形。

不断聚集的医疗资源也颇为瞩目。北大人民
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首儿所等7家三级以上
医院来到副中心，北大人民医院和东直门中医医院
两个国家级医学中心将释放科研创新活力、富集医
疗机构资源，为医产协同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未来能源，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这座未
来之城，正在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位于副
中心的新型电力系统实验基地，占地56亩，这里不
仅有 15分钟快速充满 400公里续航的超级充电设
备，还有专门用于充电设施检测的自动化检测流水
线。实验基地本身也十分绿色，配置了160千瓦的
地源热泵与园区能源智慧管控系统，加装400多千
瓦光伏，采用风力发电技术，园区碳排放整体降低
65%。低碳园区的发展路径正应用于城市绿心的
建设中，逐步在副中心推广。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已
被列为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示范区的25项标杆项
目库之一。根据规划，预计 2035年副中心外调绿
电规模将超过 80 亿千瓦时，提升至现在的 5 倍以
上，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60%。

翻开副中心绿色发展的“成绩单”，这些绿色成
就装进了副中心的“家底儿”：前疃村成为全市首个
数字化微网“零碳”村庄，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
小镇入选全国整区（市、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
点，国内首座近零能耗建筑能源调度中心光伏发电
组实现运行，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全市首个中深
层地热示范项目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上，全区还在
积极探索设立超低排放区，着力打造新能源汽车推
广示范区，力争到 2025年，副中心的公交车、出租
车、环卫运输车等城市服务车辆基本完成新能
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