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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汽车超级工厂满负荷开工
今年将有小米SU7 Ultra、小米YU7等新车型上市

本报记者 孙奇茹

大年初七一早，小米汽车超级工厂
已经热闹起来，体验中心里人头攒动。
从大年初五开始，一批批从全国各地赶
来的车迷、科技迷走进北京新地标——
小米汽车工厂，感受汽车文化与智能制
造的魅力。

迈入体验中心门口，一辆高悬在莫
比乌斯环上的蓝色小米 SU7扑面而来，
科技感十足。展厅里，璀璨洋红、霞光
紫、橄榄绿、寒武岩灰等各色小米 SU7
一一展示。“这辆璀璨洋红的 SU7，太有
新年氛围了！”一位参观者说道。

上午九点多，田菲和爱人刘丹从西城驱
车来到小米汽车工厂。“嚯，这不是雷军直播
时的那个房间吗？”刘丹按捺不住的兴奋已
经显露出自己资深“米粉”的身份。

智能汽车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不少本
地市民，外地“米粉”也特意前来打卡。
在得知自己成功获得参观小米汽车工厂
的机会后，家住江苏的陆先生从常熟坐
了五个多小时高铁，提前一天抵达北京，
开启了一场别样的京城之旅。

智能机械臂灵活挥舞、9100吨超大
型压铸岛让“铝水”秒变一体化大型零
件、人工智能赋能视觉检测协同作业、数
百台机器人自动运转、车身车间关键工
艺 100%自动化……尽管不少上班族还

没复工，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的车间内已
经是一派繁忙。

“太有视觉冲击力了，这才是现代化
智能工厂的样子。”北京工商大学大二学
生奚灏阳感慨道。据悉，目前销往全国
各地的小米 SU7都是从这里诞生，产能
爬升至满负荷后，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
下线。

这趟沉浸式的工厂体验之旅，让不
少“准车主”更加坚定了选择小米汽车
的决心。“YU7 今年 6、7 月份就要上市
了，虽然还没试乘，我们已经计划一上
市就‘盲订’，配置我都提前看好了！”田
菲说，她和爱人是十年“米粉”，家里的
手机、电脑、空调、洗衣机等智能家居产
品清一色都用的小米。由于家里有两
个孩子，他们一直在盼着小米推出 SUV
车型。

小米汽车工厂相关负责人透露，
为了能早交车、多交车，工厂已从大年
初四开始满负荷生产。除了已上市的
SU7，2025 年还将有小米 SU7 Ultra、小
米 YU7 等新车型上市。小米汽车工厂
2 月份开放了 16 场公众参观，可以接
待近千名游客，目前所有场次均已报
满，上万人报名参与，后续还将开放新
的工厂参观场次报名。

春节假期，游客参观小米汽车体验中心和科技展厅。记者 潘之望/摄

带着副中心礼物回家·怀揣家乡期望归程

送给您一份新春礼物
（详见三版）

当深夜游客散去之后，他们来到游乐园……

寒夜中，环球影城有群守护神
本报记者 潘福达

夜幕降临，游客离场后，北京环球影
城园区褪去了白日的欢闹归于沉寂，游
乐设施维护副经理王强却迎来了一天中
最忙碌的时刻。在“变形金刚：火种源争
夺战”项目轨道边，他和同事将当天运营
的所有车辆集中起来，开始逐一全面“体
检”，车辆任何一个细小参数的差池，都
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身
装备帮了大忙！”王强身上的工作马甲
就像百宝箱，收纳了十多种不同规格与
尺寸的工具，测量尺就有 6把，螺丝刀多
达 10个。“保障设备维持最佳状态，离不
开这些工具。”

每晚，王强要处理上百个重要检查
事项。就拿压杆检查来说，技术员需对
压杆施加特定压力，其压实后向上的间
隙必须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活泼好动
的小朋友也能安心体验。

光静态“体检”还不够。在正式向游
客开放前，王强和其他技术员还会提前
三小时坐在每一辆车上，按专业要求对
每辆车进行最后检查：第一遍，关掉音效
跑车，专注倾听车的声音，如果听到底盘
异响或者车门异常震动，就要把车撤下
来检查；第二遍，打开音效跑车，检查故
事情节是否连贯正常，确保游客有最佳
体验。

“团队里的年轻人总说，每当看到游
客重新排队二刷三刷项目时，这是他们
内心最有成就感的时候。”王强所在的技
术服务团队是北京环球影城里专业最复
杂的部门，他们来自航空航天、石油石
化、地铁、汽车制造、交通等领域，几乎等
同于一所理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近半
数成员在其专业领域拥有10年以上的工
作经验。

这个蛇年新春，逛北京环球影城成
为不少市民游客的过节新年俗。洋溢着
欢乐气氛的主题公园幕后，正是有像王
强这样的一群年味守护者，为“大片世
界”保驾护航。

在冬季暂停开放的未来水世界，
技术员攀登到高架之上，一寸一寸检
查所有钢丝绳和螺丝的关键指标，还
会穿上潜水衣对水下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与清污作业；“环球中国年”活动期
间，园艺团队将低矮地被植物换成常
绿植物以及景观造型，让园区完美契
合节日氛围；“年来啦”特别演出上演
前，演员累计投入了数百个小时排练，
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园区内，坚
守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
愿：全力营造安全和欢乐并重的新春
活 动 氛 围 ，为 游 客 带 来 高 品 质 游 玩
体验。

新年伊始，通州区发展改革委印发《通州区完
善重点企业“服务包”机制2025年工作要点》，提出
3个方面 10大行动 36项具体任务，将聚焦企业所
想、所需、所盼，实施提质增效十大行动，不断提升
服务速度、温度和力度，推动企业“服务包”机制向

“新”而行，进一步擦亮“三最”营商品牌，打造“北
京服务”副中心样板。

搭建“通通办”企业服务平台

从企业“找服务”，转向政府“送服务”。2024年，
通州区共走访“服务包”企业近2000家次，办结企业
诉求3300余件。837家“服务包”企业贡献的区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区占比54%，优秀的营商环境
吸引“服务包”企业新落地项目数和投资额同比增长
超50%，再创新高。

在聚焦企业所想，提升服务“速度”方面，《要
点》提出政企间常态化交往、企业诉求闭环办理 2
大行动5项任务。

在政企交往方面，围绕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四大家领导带头走访；管家单位联动财源建设和
经济发展专班，常态化走访联系企业；持续开展

“通法营商助企”“检察护企”等专项行动，全面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

在企业诉求办理方面，搭建“通通办”企业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直享、服务直达、诉求直
通的高效服务；依托“北京市企业服务包平台”，分
类限时办理企业诉求。

实施“场景双百”行动

在聚焦企业所需，提升服务“温度”方面，《要
点》提出产业政策迭代升级、要素保障攻坚、我帮
企业拓市场、柔性执法护企、公共服务保障提升等
5大行动23项任务。

在产业政策升级方面，开展“1+1+N”产业政
策更新升级，最大限度塑造政策优势；建设政策服
务平台，为经营主体提供政策发布、政策推送、政
策兑现等服务。

在要素保障方面，完善重点园区基础设施配
套，深入实施“运河英才计划”，发挥金融“活水”精
准滴灌，强化土地、人才、金融等要素服务保障。

在我帮企业拓市场方面，实施“场景双百”行
动，加大项目推介力度；发挥联盟协会等社会组织
桥梁纽带作用，建立“服务包”企业资源共享机制，
拓宽协作领域加强产业合作和资源共享。

在柔性执法护企方面，向社会公布年度执法
检查计划，深入推进一体化综合监管，全面推进“扫码检查”，大力推进非
现场监管改革；全面落实过罚相当、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减轻企业负担。

在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结合企业在通发展和贡献情况，持续为“服务
包”企业提供人才引进、子女入学、人才住房等公共资源服务；创新提供
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中医义诊等贴心服务。

打造“一街镇一品”

在聚焦企业所盼，提升服务“力度”方面，《要点》提出新质生产力培
育、服务品牌创建、服务队伍强基赋能3大行动8项任务。

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推动建立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
新、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实施ESG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完善上市服务
基地、优化上市服务机制，全面提升企业上市培育和服务工作质效。

在服务品牌创建方面，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营商品牌系列宣传栏
目；打造各具特色的“一街镇一品”，推动企业服务走深走实。

在服务队伍强基赋能方面，加强服务团队培训；强化激励制度，择优
推荐优秀服务专员参与“通州榜样”人物评选；深化街道乡镇及园区“企
业服务专员”制度，让企业感受到“服务就在身边”的便捷与高效。

持续深化“服务专员”制度

“服务包”是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一项工作制度。
既根据企业定位提供普惠性政策集成，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又针对企
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及需要协调帮助的困难，依法依规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服务包”品牌逐步树立，成为帮助重点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的重要渠
道，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稳定企业在京发展信心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州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孙睿表示，下一步，区发展改革委
将统筹各管家单位，持续深化“服务专员”制度，以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
意度为目标，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服务，持续打造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
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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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带来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吉宁）上午9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停机坪上，从东南亚飞抵北京的航班按时抵达。根据这家企业提前申报
的信息，该航班载有1吨热带水果。飞机进入停机位以后，这批新鲜水果
经过现场检疫无异常后迅速放行，下午就会被运往京津冀各大水果批发
交易集散地。

近些年来，京津冀地区从事进口生鲜业务的企业不断增加，越来越
多的全球特色生鲜“打飞的”进入国门，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此前因为
关区不同，津冀两地的企业进出口货物在京异地查验手续繁琐。2014年
起，京津冀三地海关实施通关一体化改革，企业可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
注册地或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办理申报、纳税和查验放行手续，实现
了“三关如一关”，极大提升了通关效率和速度。

“为保障京津冀地区进口的生鲜货物能够更早上架销售、减少物流折
损，首都机场海关设立了生鲜货物进口‘绿色通道’，叠加‘提前申报’‘随到
随检’等便利措施，可为企业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查验，保障鲜活货物及
时通关。”首都机场海关查验处工作人员介绍，2024年首都机场海关查验津
冀两地企业超过1000票报关单货物，涉及货值超过20亿元。

通关一体化为京津冀区域外贸发展注入活力。根据北京海关提供
的数据，2024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5.03万亿元，连续两年站稳 5
万亿元台阶。

人勤春来早 记者走基层

年味守护者为环球影城保驾护航，为游客带来高品质游玩体验。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