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本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314 ●第761号 ●代投代号1-3024 责编 陈节松 设计 鲍丽萍

2024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八月廿一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我们记得，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西柏坡，在同基
层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郑重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
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强烈的“赶考”意识。

让“赶考”精神代代传下去，这是国庆最深刻的政治内涵之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

75周年，同时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10周年。由北京日报、北
京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发起，联合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和京津冀多家媒
体年轻记者组成多媒体记者团，聘请党史国史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
主任、教授黄相怀同志为理论智库专家，带领我们追寻红色基因，感受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峥嵘岁月。

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重走赶考路 理论面对面”系列报道，
将沿着 75年前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的 7
个重要点位重走进京赶考路，听历史回音、看今朝后变、进行理论探
索、回应社会关切、重温不变的初心。 本报记者 陈节松

在近日举行的京港洽谈会上，通州区人民政
府与中建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签约，
港京科技研究院也落户中关村通州园，助力副中
心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
样板。

新设主体等两项数据为全市第一

大运河两岸，今天的副中心寸土生万金，产
业展新篇。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表示，
近年来，通州区每年保持千亿级投资规模，持续
推进副中心建设，加快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重点打造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文
化旅游、商务服务、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布局
了“四区三镇三园”十大重点产业功能区，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制定了各细分产业领域实施细则。

全区每年释放不少于 50万平方米的功能复
合型产业空间资源，创新打造工业楼宇综合体，
采取弹性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
方式加强企业用地供应。同时，副中心还在持续
搭建高效审批平台，设立“拿地即开工、交地即交
证”的服务目标，在项目立项、规划、用地报批等
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副中心审批新速度，保
障企业发展需求。

副中心投资热度日益增强，市场主体不断集
聚，今年 1至 8月全区新设市场主体 2.5万户，居
全市第一。特别是文旅产业，在“一区一河三镇”
空间格局指引下，配套日益完善、品牌活动精彩
纷呈，上半年全区旅游收入实现 90.7亿元，增长
21.4%，旅游接待量增长32.4%，排名全市第一。

如今的副中心集群成势，合作通往八方。作
为北京“两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全区积极建设
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紧抓北京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的有利契机，加速推进文化、旅游、
艺术、设计、商业等特色元素集聚，“有诗有远
方”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特而精、小而美、
活而新”的台湖演艺小镇，“创新时尚”的张家
湾设计小镇……在商务服务领域，副中心全力
打造以总部经济为核心，城市服务为支撑的现
代商务服务产业体系。目前，全区已承接市属
央企二三级总部 159家，集聚了超 460家金融企
业，培育引进上市及挂牌企业累计 34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超 1100 家，全国首例“数字货币+自
贸区智慧园区”应用场景落地。

吴孔安表示，未来，副中心将以产业集群发
展为大方向，以产业空间承载力提升为着力点，
抢抓“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
产业发展机遇，以“投入增长”支撑“产业生长”，打造高水平软硬环境。
围绕“6+3”高精尖产业，不断整合上下游、左右岸，梯度培育若干十亿、百
亿、千亿产值的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力，形成符合副中心定位的产业生态圈。打造“智慧通办”品
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等文章，强化惠企政策、办事指南、网上操作等方面的工作指
引，打造“政府围着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的工作新常态。

副中心签约中建国际与港京科技

通州区投促中心方面介绍，今年副中心同步亮相开幕式和主题推介
活动、科技创新企业“拼船出海”专题推介活动，以及 2024京港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合作专题推介活动。

在京港洽谈会上，通州区人民政府与中建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
作项目签约，该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据介绍，中建国际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1979年6月在香港成立，是港澳地区最大的工程承建商、内地一流
的投资建设运营服务商。其下设子公司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新型建造方式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中建国际集团未
来将利用自身央企港股上市公司的外资背景，加速在通州区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中国建造”品牌，彰显“中国智造”的新形象。

作为另一项会议签约项目，港京科技研究院得以落户中关村通州
园。其注册资金5000万港元，是一家专注于创新技术产业转化的国际化
专业研发机构和两业融合服务机构，旨在发挥香港的窗口作用，将海外
的先进技术、产品、设备和产业研发人才及成果转化能力引进内地，促进
国产替代，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未来，其将以此为桥梁，助力内地企业的
产品和服务推向海外市场，帮助进行产品适配和落地推广。

会上，通州区还组织了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的科技企业参与
“拼船出海”专题推介活动。通过项目路演、产品展示等方式，通州区向
香港企业和投资者展示了科技创新成果与合作潜力，搭建合作对接平
台，促进京港两地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合作。这不仅
有助于通州区科技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也推动京港两地科技创新资源
共享与互补。

通州区的亮相及近年来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努力，展示了其独特魅力
和发展潜力。如今，副中心正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的要求，加快构建符合自身定位的产业生态圈。未来，副中心将以开放
的姿态、务实的举措、优惠的政策，与各界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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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两天吸引顾客近30万人次，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

通州万象汇实现“开业即顶流”
本报记者 陈强

开业前两天吸引顾客近30万人次，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
一座开在东六环外、距离京冀省界只有4公里的商场——通州万象汇，上周五“开业即顶流”。
这是如何做到的？记者实地探访。

北京日报·北京通州融媒体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联合京津冀媒体行动

重走赶考路 理论面对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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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店销售额冲上
全国同品牌门店榜首

昨天下午4点，当记者到达万象汇时，立刻
被这里巨大的客流量震撼。下沉广场里，一场
音乐会刚刚开始，台阶上就已经坐了 10多排、
上百位观众；走进商场，扶梯上的人们摩肩接
踵，奶茶店、咖啡店排起长队；尽管还没到饭
点，但烤肉店、火锅店已经有顾客提前开始就
餐，只为免去等位烦恼。

“开业第一天，我们预备了200套烤鸭、200
条臭鳜鱼，晚上 8点就卖没了。”北京新世纪青
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纵宇，管理
着万象汇青年星厨烤鸭店、老墙根涮肉、徽苑
臻选徽菜三家店，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我已
经在北京干了15年餐饮管理工作，这种开业即
火爆的场面确实不多见！”

在张纵宇看来，万象汇的火爆，先决条
件是商场 5 万平方米的商业空间足够大，地
上 7 层，地下 2 层，汇集了 260 余家店铺，其
中区域首店就有 100 多家。比如主打丰富、
平价、品质好，早已在山东爆火的家家悦超
市；还有以复古英伦风格为装修特色的西西
弗书店。

此外，商场推出的“开业酬宾 75 元团 100
元代金券”优惠活动以及“自然闭店”策略，也
对顾客有很大的吸引力。

据统计，开业首日，这里有 12家店铺的销
售额冲上了全国同品牌门店榜首。

交通四通八达融入
北三县居民“生活圈”

漫步在万象汇里，经常能看到打扮时尚、手拿
咖啡奶茶的俊男靓女。记者采访了其中几位，惊喜
地发现，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除了“打卡”一
些区域首店，更重要的是亲身体验消费新场景——
在下沉广场“溪谷聚场”和屋顶露台“星空码头”都
可以听音乐会；还可以到“沐光港湾”巨大的落地窗
前阅读、观景、喝咖啡；商场联名潮玩 IP泡泡玛特开
启的“PUCKY喵喵不倒翁系列全国首展”，更是吸
引了很多年轻人拍照。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逛万象汇的也
不在少数。“老通州”金敬聪一家三口，在地下一层
的户外运动城精心挑选了几套冲锋衣，准备去长白
山旅游的时候穿。“通州的大商场，最有名的就是万
达了，但逛了这么多年，还真有点腻。万象汇开业
后，东夏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她说。

万象汇虽然地处东六环外，但通过地下通道，
实现了与地铁 6号线东夏园站“无缝衔接”，家住北
京中心城区的市民也可以来逛。这条地下通道，还
连接着东夏园交通枢纽，家住大厂潮白河孔雀城小
区的居民们，乘坐 822路公交车也能直达。燕郊的
居民们，沿着通燕高速自驾过来也只需20多分钟。

交通枢纽、高速路，让万象汇成功融入北三县
（大厂、燕郊、香河）居民的“生活圈”。在东夏园交
通枢纽的候车站台，大厂居民段喜梅说，等连接通
州与大厂的厂通桥开通了，往来万象汇将变得更
加方便。

有望承接副中心
文旅板块外溢客流

段喜梅年轻时在北京上班，退休后搬
到了大厂潮白河孔雀城小区养老。虽然人
在河北，但她一直关注着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建设，环球影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三
大文化设施都去过。如今，万象汇成了新
的“目的地”。

展开地图不难发现，万象汇所在的东夏
园路口，堪称副中心“核心地段”：它位于大运
河畔，往北是云集了7000多位艺术家、即将举
办艺术节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往南是坐拥
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
术中心的绿心公园以及张家湾设计小镇；西
南方向，则是开园已满 3周年、累计演出超过
20万场的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体验副中心文旅板块魅力的游客，都可
能成为万象汇的顾客。更加值得期待的是，
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将持续“上新”——

“湾里”项目计划明年下半年开业，总开
发面积近 50万平方米，不仅有北京最大的奥
特莱斯商业综合体，更是集综合餐饮、社交、
游乐、策展、科技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商业小
镇，将打造“24小时不夜城”；顶点公园项目集
合了小猪佩奇、芭比娃娃、托马斯等国际顶级
IP，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计划 2026年
暑期营业；海昌海洋公园项目用地已成交，将
于年内启动建设。

商场内人流不断，不少是来自北三县的顾客。精彩演出吸引大批顾客坐下静静欣赏。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