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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数字经济赋能，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孟景伟

看亮点，新质生产力发展

体现出鲜明的副中心特色体现出鲜明的副中心特色

看未来，全面优化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创新链发展的创新链、、产业链产业链、、生生态链态链

（上接1版)

深入落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
紧密结合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新质
生产力布局、高精尖产业引育、创新生态优化等方
面精准发力，展现出副中心厚植高质量发展基础、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美好图景，具体表现为

“四个突出”。
一是突出顶层设计，推动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

质生产力高起点布局。
紧紧围绕“6+3”产业体系整体布局，强化对数

字经济的系统谋划、纵深引导，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和路径更加明晰。在全市率先发布副中心产业空
间地图，明确“一城一轴一带、四区三镇多点”的产
业空间布局，为产业项目提供全面空间保障。重磅
推出《副中心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

《副中心加快推进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高质量
发展实施细则》等系列措施，聚焦网络安全、元宇
宙、数据要素和未来产业等数字经济主攻方向，明
确最高 3000万元贡献奖励、2000万元设施建设补
贴等支持标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
破。同时，深入落实《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形成“10亿元产业扶持资金+50亿元产业引
导基金+50万平方米新型产业空间”一揽子政策，
多维度、全方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行稳致远。

二是突出绿色赋能，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蝶变跃升。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的丰富内涵，深入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实施方案，副中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
标签更加鲜明。经过多年努力，副中心成为北京平
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先后入选首批国家气候
投融资、全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等试点，国家级
绿色交易所建设持续深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市场正式开市，全国首支ESG主题股权投资基
金、首个城市级综合ESG创新平台完成设立，经济
发展“含绿量”持续提升。发布实施全国首个新型
电力系统地方标准，城市绿心绿色供用能和碳管理
项目入选国家级案例，绿色建筑执行标准全市最

高，新建公共建筑 100%执行三星级标准，公交车
新、清能源占比提升至90%，副中心逐绿前行、向绿
而兴的步伐更稳，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勃勃
生机。

三是突出协同联动，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
优化配置。

坚持用足用好通亦协同、四区结对、“通北”示
范区执委会等体制机制优势，成立企业高质量发展
联合会，以高端产业引育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内生动力。强化与亦庄协同联动，马驹桥南五村
20天内96%以上村民完成签约，实现小米二期快速
供地，推动台马板块先进制造业强势崛起。完善四
区结对企业服务平台，朝、海、西三区迁入通州企业
实现成倍增长。累计引入央企二三级企业及市属
国企 161家。“通北”示范区建设全面加快，共同发
布示范区新增产业禁限目录，试行通勤“白名单”机
制，跨区域政务服务协同创新经验入选国家级案
例，通武廊、通宝唐、新“两翼”等区域的对接合作更
加深入，要素流动更加高效有序，带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呈现出更强的联动性、开放性。

四是突出先行先试，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充分
释放。

坚持把政策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持续深化
“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体制机制，累计承接市级三
批次 308 项赋权，央地联动、市区联动、部门联
动形成更大合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不
断壮大。纵深释放“两区”政策红利，引入全国
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等一批优质外企，
外贸进出口额不断增长。创新土地、资金、审
批等要素保障，打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路径，形成增量用地定制化服务、存量空间
盘活补贴等用地保障模式；在全国首创 REITs
基金和 S 基金政策组合，搭建了“全市场、特色
化”的股权投资政策体系；创新开展“交地即交
证”“拿地即开工”等审批模式，不断刷新项目落
地速度，各领域先行先试撬动新质生产力潜力
加快释放、动力不断增强。

紧紧围绕答好市委“二十年之问”（即城市副中
心 2016年启动，到 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能否利用这 20年时间把副中心打造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深化完善

“11311”工作体系，全面开展科创资源倍增、“十百
千”产业集群培育、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三大工
程”，着力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集群化
发展增强产业链韧性、以一流产业发展生态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格局，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一是全面激活创新要素，积极抢占新质生产力
发展制高点。

深入实施科创资源倍增工程，持续完善支持全
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全力推动创新资源聚集提密
度、科技辐射带动增强度、企业科技创新拓深度，促
进科技创新资源总量、增量、质量“三量齐升”。聚
焦科技创新“突破、转化、赋能”，进一步加强与大院
大所、知名高校和链主企业合作，搭建一批产业共
性技术支撑平台，落地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中心，引进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知名科技中介和创
新人才团队，培育一批技术优势突出的创新型企
业，打造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发展的“强磁场”。健全
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副中
心落地转化，带动企业科产融合驶上“快车道”，塑
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二是持续加强产业组织，全力做大做强数字
经济。

紧抓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机遇，聚焦育存
量、引增量、提质量，多措并举抓好产业组织，打造
极具竞争力的数字经济集群。聚焦生物医药、汽车
制造等产业，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发展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实
现产业数字化换道超车。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引进一批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元宇宙、网

络视听等行业领军企业，实现数字产业化创新发
展。加快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建设，完善数据要素
市场，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使用效率，进一步夯实数
字经济发展新基石、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形
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雁阵效应。

三是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大
力培植优良的产业生态。

加快引育“链主”企业，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
游、左右岸企业落地发展，着力把产业布局转化为
产业能级，全面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围绕

“6+3”高精尖产业发展，抓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和
规模指标管理，提升运河商务区、中关村通州园、张
家湾设计小镇、漷县医药健康产业园、西集网安园
等重点园区建设品质，打造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高
度集聚、机制高效有力、开放创新活跃的现代化产
业园区，确保重大产业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
好，更好地支撑和梯度培育若干十亿、百亿、千亿产
值（收入）的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创新引
领、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体系。

四是真心做好企业服务，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

全面抓好营商环境这个“一把手工程”，以全域
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工程为抓手，立足产业基础、市
场需求、支撑条件“三大要素”，为企业拓市场、送政
策、解难题，全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匹配的营
商环境。深入挖掘、有序释放一批自动驾驶、新能
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场景，积极为企业
搭平台、聚资源、添动力。以全周期覆盖、全要素支
持、一站式服务为导向，不断完善企业诉求闭环解
决机制，持续健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精准有效
地把政策解读、惠企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帮助企
业解决好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难题，全面打造

“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的
“三最”营商品牌。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