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接受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记者专访——

重任在肩努力走在前做示范

错位发展、协同发力
打造南北“两翼”联动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京津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重要使
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重任在肩。在促进协同发展
方面，副中心有哪些成果、计划？近日，本报记者专访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

以副辅主、主副共兴
铸就首都功能重要承载地

北京日报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副中心
发展日新月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持续增强。请您分享
下副中心的“成绩单”。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近年来，副中心与周边地区一体化交通
“跑起来”，产业对接协作“串起来”，优质资源共享“多起来”……密
涿、京秦、厂通路等跨界道路相继通车，跨区域产业图谱编制完成，
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办事大厅在河北廊坊北三县先后启动
运行，跨区域政务服务协同创新经验入选国家级案例，通北地区公
共服务加速向“同形、同构、同质”迈进。

北京日报记者：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二个十年的新起点上，
在全力跑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样板“加速度”的征
程上，副中心将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国家发展战略？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立足新时代首都发展，牢牢把握目标任务，融
入大局强联动，勇担先行示范重任，推动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将
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副中心将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实举措，锚定处理好“三个关
系”（同雄安新区的关系、同中心城区的关系、同周边地区的关系）总体
要求，进一步发挥“桥头堡”作用，以产业联动发展为重点，以设施与创
新联通为支撑，以特色提升为依托，探索更多打破区域限制的改革举
措，力促区域协同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努力走在前、作示范。

北京日报记者：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
的“两翼”，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副中心如何处理好与雄安新区的关系？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在处理好同雄安新区的关系方面，我们
坚持“错位发展、协同发力”，打造南北“两翼”联动典范。副中心将
进一步完善与雄安新区对接合作机制，加强在城市建设、改革创新、
智慧城市运营管理等领域互学互鉴。同时，持续精准对接、共同承
接非首都功能，加速释放“两翼”发展势能，全力实现与雄安新区“两
翼”齐飞。

北京日报记者：持续强化非首都功能承载力，北京
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以副辅主、主副共兴”的发展格
局正在有序构建。副中心如何处理好与中心城区的
关系？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在处理好同中心城区的
关系方面，我们坚持“以副辅主、主副共兴”，铸就
首都功能重要承载地。始终坚持把服务保障首都
功能作为首要任务，在强化属地职能，保障入驻
市级单位和央企、市属国企平稳运行、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上，深化“四区结对”等机制，吸引更多

中 心 城 区 优 质 溢 出 资 源 流 向 副 中 心 、落 地 副
中心。

北京日报记者：今年，在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方
面，副中心有哪些重点工作？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今年，副中心将实现首旅
集团、保障房中心等首批搬迁市属国企新总部项目
建成投用，并积极推进第二批市属国企搬迁，持续
完善“以副辅主、主副共兴”格局，力促副中心与中
心城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吸附能力更加强劲、服务
保障北京“四个中心”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一体化、高质量
建设协同发展改革试验田

北京日报记者：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副中心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如何与一河
之隔的河北廊坊北三县进一步协同？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在处理好同周边地区的
关系方面，我们坚持“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协同发
展改革试验田。通州区将持续推动与北三县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提质提速，进一步健全产业
发展协同协作、生态环境联控联治、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机制，提升一体化发展
水平。

北京日报记者：接下来，将如何发挥好通州区与
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通北示范区）执委
会的统筹调度职能？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我们将积极推动实施方
案和三个清单落地落实，加快建立通北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制度体系。不断织密交通“一张网”，加快石
小路、春明路等道路建设。深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
合。加快推进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协同开展
跨界流域综合治理。同时，纵深推进“通武廊”合作，
促进一批区域协作新举措落地，持续拓展协同发展
的广度和深度。

瓣瓣同心，携手同行。2024 年，第六届通州·北
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签约意向投资额达 331 亿元，
今年我们将积极发挥产业图谱指引作用，高水平举
办项目推介洽谈会，进一步延伸创新链产业链。此
外，我们还将持续推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向周边地区延伸布局，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
更多群众享受到区域协同发展红利。

本报记者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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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重要技术突破 可在室外连续攀爬多级阶梯

“天工”真棒 爬100多台阶飕飕的
本报记者 赵鹏

融合速度与稳定征服全地形

面对 100 多级台阶，山路上的“天工”机器人“毫无惧
色”，一鼓作气登顶了通州区海子墙公园的最高点。

“刚刚登顶的‘天工’机器人身高 180 厘米，体重 55 公
斤。它的髋膝关节扭矩更大，使其负载能力更多、速度更
快；动力电池的升级，让其续航更长；人工智能水平等的
提升，则让它具有了更强的智能交互和任务执行能力。”
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品牌公关负责人
魏嘉星娓娓道来。

眼下，“天工”机器人不仅能走路，还能轻轻松松地跑
起来。据介绍，应对复杂地形是当前发展具身智能机器
人的一大痛点。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高速的奔跑，更
是当前行业内的一大难题。

目前，人形机器人在速度与稳定性上往往顾此失彼，
“天工”这次升级后打破了这一局面。从最初 6 公里/小
时的慢跑，到 10 公里/小时的稳定奔跑，直至当前最高 12
公里/小时的巅峰速度。在不足 12 个月的时间内，“天
工”的奔跑速度实现了超一倍的跨越式提升。

除奔跑速度的升级外，在沙地、雪地、山坡等各种复
杂的泛化地形中，“天工”都可以进行高速奔跑，甚至可
实现雪地奔跑。当前，“天工”已同时具备本体的高稳
定性、算法的高鲁棒性，以及机器人的长续航能力。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马拉松运动中的配速员（俗称“兔
子”），就会出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而它们也有望给跑者
带来更稳定的速度节奏，让选手们拥有更佳的参照物。

告别“图纸”实现“感知行走”

此前的人形机器人在上下台阶时，大多需要提前扫
描楼梯建立三维模型，再根据预设程序迈出固定步幅。
这种“照着图纸走钢丝”的方式，在室内标准台阶尚可
运行，但面对真实场景下无法预知的地形，就像让蒙眼
登山者复刻昨天的脚步，一旦遇到台阶尺寸变化或定位
偏移，极易踏空失衡，因此完全无法应对复杂的真实

环境。
眼下，这些“天工”机器人既实现了自然拟人的行走

奔跑，又能稳定通过草地、沙地、丘陵、碎石、楼梯、斜坡
等复杂环境，展现了完成越来越多任务的潜力。“天工”
机器人既能实现对人全身动作惟妙惟肖的模仿，能跳舞、
会鞠躬，还能跟路人打招呼。

魏嘉星介绍，如今，“天工”机器人泛化移动能力日益
强大，这得益于该中心持续提升“天工”机器人的具身
大、小脑能力，实现了基于视觉的感知移动，可实现无磕
碰、不踩棱、不踏空时跨越连续多级楼梯和 35 厘米大高
差台阶，甚至能在雪地进行高速奔跑。

当前，“天工”机器人可通过多能具身智能体“开物”
所 包 含 的 具 身“ 大 脑 ”和 具 身“ 小 脑 ”来 实 现“ 感 知 行
走”。换言之，它能在行进中瞬间“看清”前方地形，并立
即生成对环境的准确分析，实时调整全身动作与步态，实
现对随机变化的台阶路况的自如应对。因此即便公园地
形复杂，台阶高度不一，甚至存在破损和松动，对“天工”
机器人的攀登来说也不在话下。

应对复杂地形的移动能力提升，成为人形机器人走
出实验室，在真实环境执行各种任务的前提。“在不久的
将来，这些人形机器人甚至能在山地、雪地、废墟等极端
环境下进行救援等各种作业，为具身智能应用的普及奠
定了坚实基础。”魏嘉星说。

无惧强干扰化身冰雪舞者

在实现走得稳、跑得快后，面对时刻可能出现的外界
干扰而不摔跤，更是人形机器人走入真实社会所必须攻
克的难题。由于双足机器人相对四足机器人不稳定的高
重心结构，在应对外力推拉拽撞时较易摔倒。但在此次
升级后，“天工”机器人已能够轻松应对超 10 公斤重物落
下所造成 45 牛秒的巨大冲击力量。而这相当于一名职
业拳击手以 450 牛的力，重击对手一瞬间所打出的力道。

现在，即使在光滑的雪地上从各个方向突然出现推
搡、拉拽等各类干扰，“天工”机器人均能保持稳定平衡
不发生摔倒，达到了业内领先水平，在大外力冲击下仍
可保持平衡的特性，这甚至使其有了与人在冰雪大地上
共舞一曲“华尔兹”的强大实力。

通过具身“大脑”和“小脑”所带来的全身控制能力升
级，“天工”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的移动能力再次大幅提
升，更好地发挥出双足结构为人形机器人带来的多地形
通用性优势。“在实现全地形场景技术闭环的同时，我们
未来会将相关技术纳入创新中心所打造的开源开放生
态，通过技术共享降低行业创新门槛，加速具身智能机器
人在千行百业的规模化落地，为具身智能产业化开辟更
具想象力的落地路径。”魏嘉星说。

本报讯（记者 张楠）京津冀三地
经营主体将实现信用修复同标办理，
并实现三地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共享互
认。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实
施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意见》，在全国率
先推出区域信用提升联合举措。

行动方案提出，三地将通过开展
“信用+”服务，拓展市场监管信用工
具、信用信息的应用场景，综合运用信
用承诺、信用评价、信用报告、信用指
数等新型信用监管工具，赋能市场监
管各业务条线监管工作提质增效。同
时，开展“年报+”服务，提高经营主体
年报便利度，推进惠企政策精准送达，
加强大型企业逾期未支付款项情况公
示和抽查。

在信用修复方面，三地市场监管
部门将制定经营主体信用修复工作指
引，进一步规范各类失信信息信用修
复的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审查标准和
办理时限，实现京津冀三地经营主体
信用修复同标办理。同时，探索建立
三地信用修复协查协办机制，通过“网
上办、协同办”，为经营主体提供便捷
的信用修复服务，助力企业恢复市场
竞争力。

根据行业领域、监管事项、风险状
况等不同维度，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将
制定信用标注规则，对市场主体进行
分类标注，并实现信用风险分类结果
共享互认。近年来，本市已实现全市
企业信用风险全覆盖监管，建立了通
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指标体
系、通用型个体工商户信用风险分类
指标体系，并持续拓展专业领域信用
风险分类应用场景。

为加强信用信息归集整理与应
用，三地将建立完善京津冀数据中心
实验室和数据分区，制定京津冀信息
资源共享目录，推动区域信用信息资
源共享共用。探索推动信用监管数据
开放，向相关企业开放信用监管数据，
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同时，开展
三地企业信用评价，优先推荐区域内
信用风险低、信用评价高的企业加入
企业信用同盟。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探索建立登记事
项、公示信息容错清单，设置容错阈
值。对信用风险较低的经营主体优先
采取非现场检查、触发式监管等模式，
秉持“无事不扰”原则，规范涉企行政
检查，提升企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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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机器人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
变革。跑起来能达到最高 12 公里/小时的巅峰速度，比
骑自行车还快；在冰雪大地上能与人共舞一曲“华尔
兹”……近日记者获悉，由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
人创新中心自研的“天工”机器人连续攀爬 100 多级台
阶，成功登顶通州区海子墙公园最高点，取得重要技术
突破，成为可实现室外连续攀爬多级阶梯的人形机
器人。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
记者从区民政局获悉，2025
年通州区将新建 3000 张家
庭养老照护床位，总存量达
到 8000 张，覆盖所有街道乡
镇，惠及近万名老年人及其
家庭。同时，将进一步推动
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整合更
多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
更加精准、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家庭养老照护
床位是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
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向
家庭延伸，使老人家中的床
位成为具备“类机构”照护
功 能 的 床 位 。 通 州 区 还 规
定，承接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服务的机构，需具备专业的
护 理 团 队 和 完 善 的 服 务 流
程，定期接受政府部门的考
核评估，以确保服务质量。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缓
解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居家
养老难题，还能满足老年人

“ 养 老 不 离 家 、不 离 亲 ”的
心愿。

在建设过程中，通州区
依照《2025 年通州区养老家

庭照护床位建设工作方案》
的工作流程，有序推进北京
城市副中心养老家庭照护床
位建设。同时，为了减轻老
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通州
区延续以往的补贴政策，为
服务对象提供价值 2000 元
的适老化改造配套产品，并
为服务机构提供每月 600 元
的床位服务补贴。此外，通
过智能化设备入户，为每张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配备电子
信息服务设备，实时监控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
异常并预警；专业化服务上
门，积极引入多家专业养老
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上
门护理、康复训练、心理疏
导 等 服 务 ，满 足 个 性 化 需
求；进行家庭照护支持，为
老年人家属提供照护技能培
训和心理支持，帮助家属更
好地承担照护责任，缓解照
护 压 力 ；通 过 社 区 资 源 联
动 ，依 托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驿
站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日 间 照
料、助餐助浴等服务，打造

“家门口的养老院”。

今年通州新建三千张
家 庭 养 老 照 护 床 位
总量达八千张 覆盖所有街道乡镇

“天工”机器人平衡能力极强，可抵抗强大冲击，也能在雪中如履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