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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安新区在雄安新区1770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真切感受到这座拔节生长的城市每一天都是新能真切感受到这座拔节生长的城市每一天都是新
的的———白洋淀的满目葱茏—白洋淀的满目葱茏，，启动区的机械轰鸣启动区的机械轰鸣，，居住区的人间烟火……居住区的人间烟火……88年来年来，，雄安新区从蓝雄安新区从蓝
图到实景图到实景，，一座现代化城市阔步走来一座现代化城市阔步走来。。整个过程中整个过程中，，一批批北京干部到雄安新区挂职工作一批批北京干部到雄安新区挂职工作，，
他们在京雄之间架起他们在京雄之间架起““连心桥连心桥””，，以首善标准高质量完成工作以首善标准高质量完成工作，，让让““未来之城未来之城””的建设有了浓重的建设有了浓重
的的““北京印记北京印记””。。

民生为先
疏解高校医院拉开建设序幕

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北京
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北京交通大学等4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雄安
校区自东向西依次排列，未来这里将聚集众多
青年人才和科研资源。

时间回到 2023 年，这里的建设刚刚拉开
大幕。当年 6月，来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的挂职干部李爽到雄安担任雄安新区规
划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爽回忆说，“当时 4 所
高校的雄安校区都在做开工前的准备，经常
一天开 4个会分别对接 4所学校，每天充满了
头脑风暴。”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紧张作业，
工人有序施工……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
第一组团项目现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映
入眼帘。看到这一幕，北京挂职干部门扬倍
感欣慰。2023 年 6 月，门扬从北京市重大办
到雄安新区挂职，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

疏解项目尽快落地。挂职期间，门扬与同事
牵牢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
快标志性疏解项目落地。首批疏解的北京
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4 所部属“双一流”高校雄
安校区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接续推进第二
批疏解高校、医院项目选址落位。

“ 三 校 一 院 ”是 北 京 援 建 雄 安 新 区 的
“交钥匙”项目。工作期间，门扬与同事积
极推动雄安宣武医院平稳有序开诊，填补
了雄安新区高水平医疗机构的空白。

京雄快线跨越雄安新区、廊坊、北京三地，
连接京雄两地，北京段盾构区间已于日前顺利
贯通，目前全线正在建设中。

快线的北段连接北京丽泽商务区，刘峰就
来自北京市丽泽城市航站楼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2023年6月，刘峰挂职担任雄安集团雄商发
展公司副总经理。工作期间，刘峰与同事先后解
决了临时用地、用地划拨等诸多重大堵点问题，
实现了全线8座车站级车辆基地全部封顶、河北
段土建贯通等重要节点，为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经过长达一年的论证，最终确定了投
建运一体化方案。依托此方案，带动 4家央企
二、三级公司疏解、搬迁至雄安，进一步带动了数

字智能、低空经济相关产业发展。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

楼，经廊坊市接入大兴国际机场，未来将在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与大兴机场线衔接并贯通运营。
该线路全长约86.26公里，其中北京段长约6.06
公里，均为地下工程。全线新建车站8座，包括3
座地下车站（雄安航站楼站、金融岛站、第五组团
站）、1座地面站（昝岗站）、4座高架车站（雄州
站、雄安站、霸州开发区站、永清临空站）。

建成后，从雄安航站楼站到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将仅需30分钟，对于形成京雄两地一小时
都市圈、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京雄快线稳步推进

■目前，“京籍疏解人员随迁子女转学
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全面满足央企、高
校、医院等疏解单位人员子女入学需求，京
津冀 74 所优质学校已与新区各级各类学
校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同时，新区
与广安门医院等 8 家京津医院建立医联
体，雄安医疗服务体系日趋健全。

未来之城引来大批挂职干部——

北京人在雄安

政策引领
为人才和企业定制“大礼包”

北京赴雄安挂职团队从到达雄安
的第一刻起，始终抓紧党建引领这个纽
带，克服人员紧缺等困难因素，严密组织
设置、强化集体学习、精心安排活动，紧
紧把每个人凝聚成一股绳。

近来，雄安新区在互联网上的热
度很高。数据显示，作为北京非首都
功能集中承载地，自 2017年 4月宣布
设立以来雄安新区人口持续增长，
2024 年 底 雄 安 常 住 人 口 达 136.07
万人。

2023 年 6 月，来自海淀区委组织
部的挂职干部王文彦担任雄安新区
党群工作部部务会成员、人才发展服
务中心副主任。当时雄安新区正在
筹划出台人才政策，王文彦迅速投入
其中，“我们加班加点，对标北京、上
海等地，推出了专属于雄安新区的人
才政策升级版。”2023年11月，雄安新
区出台《关于打造创新高地
和创业热土聚集新人才的
若干措施》，推出了各类人
才引进及重大平台落地奖
励等16条政策措施。目前，
该政策兑现各类人才资金
4.5亿元，吸引创新创业人才
2.8 万人。2024 年，王文彦
与同事共同组织了“百所高
校雄安行”等活动，吸引了
3000 余名各类高层次人才
到访雄安。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是雄安新区设立的初心，
这个初心牢牢记在每位北京挂职干部
的心里。“北京企业来到新区，我们要
服务好，帮助他们尽快落地。”两年时
间里，这句话一直挂在吴学刚的嘴边。

来自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的
挂职干部吴学刚担任雄安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副主任，他与同事累计为
100多家各级央企子公司及引进重点
企业提供高质量登记服务。日前，吴
学刚与同事专门去雄县一家医疗器
械企业进行了走访，“我们向企业宣
讲企业注册等改革政策，发放政策汇
编、办事指南等，帮助他们顺利落地、
发展。”

跨省通办
浓浓“同城感”让两地居民受益

点击“借书”按钮，贴近社保卡，输入
密码，将图书放在感应区上，显示屏上立
即显示出借书成功的信息。此前，在北京
城市图书馆一楼的自助借还机上，来自雄
安的牛女士刷“雄安一卡通”社会保障卡
成功借到了图书。

北京的事雄安能办，雄安的事北京能
办，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惠及两地居民。来
自北京人力社保局的挂职干部李兴子担任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工作期
间，他与同事正式发行并推广雄安新区社
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实现与北京
市就医购药“京雄互通”、公共交通“同城待
遇”、文化体验“京雄共享”。

一张小卡片，浓浓“同城感”。“我们
的工作最终是要让群众受益。通过我们
的努力，疏解人群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
提升，方便了他们的生活，这就很有意
义。”李兴子说。

为保障疏解单位和人员来
得了、留得住、发展好，雄安新区
公共服务局实现医保待遇与北
京“同城化”，确保单位和人员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2023 年 6 月起，来自北京市
医保局的挂职干部舒维群担任雄
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副局长，分管
医疗保障工作。来到雄安后，他
与同事积极研究落实医保方面的
政策，出台了雄安新区职工基本
医疗报销和补充医疗保险实施办
法，积极落实“三个不低于”的要
求。他们将北京与河北的医保目

录“相加”，用一个月的时间梳理出1万多
条，建立单独的医保目录，争取实现“政策
从优、报销从轻”，尽最大可能服务于疏解
人群。目前，新区医保目录医疗服务项目
有 12444个，医用耗材有 4280种。同时，
建立和北京市医保目录同步调整的无缝
衔接机制。

2023 年，雄安宣武医院正式开诊前
后，雄安当地的医保部门积极对接政策，
实现医院“开院即结算”。舒维群提到，
前期雄安宣武医院医生主要来自北京，
他们的用药习惯与河北当地的医生有所
不同。为此，公共服务局设立了半年以
内的药品耗材集采政策过渡期，确保报
销政策平稳过渡。

■截至2025年3月底，“雄安一
卡通”发卡量近 54 万张，全面实现
社保卡在新区范围内政务服务、人
社服务、就医购药等 7 个场景的应
用。不久的将来，持卡人还能“解
锁”畅游北京市属公园等功能。新
区还设立“京雄社保窗口”，打通京
雄两地社保网络环境，实现两地社
会保险业务无差别受理等服务。

■目前，雄安宣武医院、中国中
化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重大进
展。吴学刚与同事积极推动京雄

“同城化”在多个场景落地，其中他
们在全国首创二级建造师、造价师
跨省注册改革，建立资质社保承诺
过渡期。目前已有 441 名医师护
士、建造师等高级人才通过“同城化
互认”绿色通道直接到疏解单位
执业。

本报记者 李如意

京台两岸青年大运河上赛龙舟京台两岸青年大运河上赛龙舟
千年运河碧波荡漾，两岸

青年鼓桨同行。上周六，2025
京台两岸大学生龙舟文化交
流活动在通州大运河举办，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
大学、高雄师范大学等两岸 12
所高校的百余名青年学子，以
龙舟竞渡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两岸交流新气象。

大运河上，十支参赛队伍
的鼓点声此起彼伏，桡手们齐
声呐喊，船桨翻飞如群鸟振
翅，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
在水面上演着速度与力量的
角逐，将不屈不挠的竞技精神
镌刻在浪花深处。比赛过程
中，两岸大学生们相互交流、
彼此鼓励，充分展现了团结友
爱的精神风貌。

参赛选手表示，两岸青年
学子并肩立于舟头，共执长
桨，在劈波斩浪中，不仅传承
这项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
传统，更在激流勇进的协作
中，深刻体悟“两岸一家亲”的
血脉深情，让青春的汗水与呐
喊，共同浇灌出绚烂的友谊之
花、团结之果。

本报记者 金耀飞/文 常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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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号 ●代投代号1-3024 责编 陈节松 设计 沙澎泽

2025年 6月 30日 星期一 农历乙巳年六月初六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

4

本
版
编
辑

陈
节
松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鲍
丽
萍/

绘
制

心心
探
宝
探
宝

中中
副副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北
京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主
楼
一
层
的
文
物
可
视
库
房
本
月
正
式
开
放
。
记
者
第
一
时
间

前
往
探
访
。

这
里
是
文
物
库
房
，更
是
一
处
新
颖
的
展
示
空
间
。
与
其
他
展
厅
不
同
的
是
，这
里
观

展
空
间
有
限
，文
物
与
观
众
保
持
距
离
，但
是
策
展
团
队
将
百
余
件
文
物
以
场
景
方
式
精
心

摆
放
，再
通
过
触
摸
屏
详
解
，为
观
众
打
造
了
一
个
独
特
的
沉
浸
式
观
展
空
间
。
首
都
博
物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北
京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文
物
可
视
库
房
开
放
，既
为
观
众
提
供
了
全
新

的
参
观
体
验
，也
是
展
示
北
京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用
科
技
保
护
文
物
的
例
证
。

本
版
摄
影

常
鸣

首都博物馆展陈设计师李光远是文物
可视库房策展人。自2023年起，他参与了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三楼“不止运河”多媒体沉
浸展、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等重要
展览工作。他说：“短短两年，我参与的不少
展览让我开阔了眼界，有些还成为我职业生
涯的‘破圈’经历。文物可视库房的布展也
是如此。”

新颖的展示空间是外在，文物保管库房
是本质，两者相加注定让文物可视库房成为
博物馆中最特殊的空间。在观展空间有限，
且部分文物距离较远的现状下，观众走进文
物可视库房参观的重点是什么？李光远带
着记者来到库房中间的触摸屏旁，屏幕上呈
现出文物可视库房的电子平面图，上面标注
了20余个点位。点击任一点位，相应文物的
名字、材质、年代、规格等信息就会出现。如
果点击的文物距离观众太远，还可以点击屏
幕上的图片，经过 3D扫描的文物清晰大图
就会呈现，轻轻滑动，可以看清文物的每一
处细节。

“这是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核心。”李光
远介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可视库房的
展陈以库、展结合为设计理念，用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展示效果将文物的“原生”状态呈
现在观众面前。整体空间上从“近—中—
远”及“高—中—低”两个不同维度对文物进
行立体化呈现。将海量的精品文物合理地
在空间中布局，利用新媒体展示手段实现文
物展示、库房解密、文物保护与公众参与的
多重交互方式有机结合。

驻足文物可视库房可以看到，通过实体
隔断分割观众区与库房区，保证了文物库房
的独立性。储存文物原状展示，将博物馆的
文物储存实际状态对观众进行展示和宣传，
再融入独特的展览手段，使其具备新概念。
同时，在观众参观区设置精品展示柜，使观众
既可远观库区的实物震撼感，亦可近赏柜内
文物之精美。库房区通过近景整堂的家具原
装陈列、中景大体量重点文物和远景藏经楼
形成实景观、舞台化、电影化的穿越体验。

受限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文物可视库房
并不能与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同步。李光远
一直在考虑延长文物可视库房的办法，“还
是基于观众参观区中心的触摸指示屏，我们
希望在点击相应文物后，不仅能出现文物的
信息，还可以点亮相应文物上方的照明，把
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时间延长。”

首都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冯好介绍，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自筹建伊始便开始策
划文物可视库房，所以这里的承重、照
明、温湿调控等指标都是按照文物库房
的标准建造。

冯好介绍，其实以库房形式展示文
物正是博物馆的最初形式。西方文艺
复兴时期出现的早期博物馆脱胎于私
人艺术品鉴赏室，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
的库房、展示合一的特点。至 19 世纪，
从私人收藏转化来的公共博物馆往往
仍保留着这一特点，并认为藏品足以将
观众淹没的库展合一形式非但不影响
展示效果，反而能够为观众带来独特的
体验。

欧洲国有博物馆的兴起推动着博
物馆各领域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
库房迅速从展厅脱离、具备独立功能。
至 20 世纪，藏品库房需要独立以便实
施专业化保护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
但早期博物馆开放式库房展示在当代
西方传统型博物馆仍不同程度地留下
了烙印。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博物馆面临着

因藏品急剧增加导致藏品库房拥挤不堪
的困境，起源较晚的博物馆尤为明显；另
一方面，西方博物馆也注意到库房中大
部分藏品鲜有展示的机会，这些因素推
动着博物馆界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
1976 年开放的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被视为当
代首家采用开放式库房展示的博物
馆。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博物
馆开始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概念逐
步明晰。我国也在探索博物馆开放式
库房展示。上世纪 90 年代，已有国内
学者发文呼吁博物馆要将藏品库房全
方位开放。

冯好说：“文物可视库房对外开放丰
富了观众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
选择，也提升了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展
出率。一座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只占全
部馆藏的一小部分，虽然展览内容会
更换，但是频率并不快，而将文物库房
以库展结合的方式展出，就会有更多
的、不常见的文物与观众见面。而且，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增强观众的文物保
护意识。”

远观“原生”状态 近看3D详解 丰富参观选择 提升文物展出率

近期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者
多是奔着“看·见殷商”大展而来，不过，领
略完 3000 多年前的殷商文明您先别着急
上楼，就在“看·见殷商”大展所在的1、2展
厅旁边有一间“文物库房”正在静候光临。
这座展厅名为文物可视库房，是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用心打造的库、展结合空间。鉴
于文物保护需要，目前文物可视库房每周
只在周三到周日的下午定时开放。

步入文物库房，仿佛叩开了明清历史
的深邃大门，踏入一座文化宝库。参观者
与文物间隔着一层玻璃对望，彼此都有“舒
适区”。这里的本质是库房，文物保护是第
一任务，文物环境温度控制在 18 到 22℃
间，湿度为 50%到 60%，且严格控制光照度
与年曝光量。但在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下，
原本在架子上的文物兼顾艺术性，变成了
别样的观展空间。

文物可视库房内，满眼都是“宝贝”。
两把红木嵌螺钿太师椅正对观众，中间
一张同款方桌，后置一方条案。太师椅
前，六椅四几分列两侧，全部采用精湛
的螺钿工艺。站在参观区正中，眼前
满堂的明清家具，组建出一个庄重的
古代正厅场景。

正厅展出的家具多以红木为

主，红木嵌螺钿系列罗汉床、椅凳、桌几等
雍容华贵、彰显风范，鸡翅木雕云龙纹顶竖
柜纹理细腻、古朴典雅，还有描金漆桌、柴
木锡里冰箱等不常见的品类。明清家具种
类繁多，论功能可分为床榻、椅凳、桌、案、
几、屏帘、箱柜、台架等类。其中，明式家具
多采用硬木，小结构拼接，使用榫卯，造型
上注重功能的合理性与多样性；清代家具可
见夸张手法，不惜耗费工料，模样繁琐以装饰
见长，雕刻花样多嵌玉、牙、石、木、螺与景泰
蓝等，尽显华贵。在灯光的巧妙烘托下，这些
珍贵文物更显美感。

目光转向左右两侧的边墙，更重磅的
“国宝”就在这里静静安放。只见书架上整
齐排列着超过 5000 块“木板”，这些都是

《乾隆大藏经》的木雕板，是中国最后一次
官刻汉文大藏经。有这批国宝的加持，整
座文物可视库房仿若一座“藏经楼”。经板
选用了秋冬采伐的梨木，质地坚硬且不易

变形，制作工艺包括备板、写样、上样、
刻板、打空、修版、刷印等多个步骤，

每一步都极为精细，确保了印版的高质量，
在可视库房中近距离观赏，其上文字依旧
清晰可辨。这些《乾隆大藏经》木雕板历经
300 年风雨，仍有今天如此优良的保存状
况，得益于当时的选材严格和今天精湛的
修复工艺。

这些《乾隆大藏经》经板的历史可谓一
波三折，起初雍正帝因不满明代《永乐北
藏》字句讹误且希望统一汉传佛教思想，于
雍正十一年决定重新校勘并刊刻一套汉文
大藏经，便开启了《乾隆大藏经》的编纂历
程。编纂共耗时六年，最终于乾隆三年完
成，完工时共计 79036 块。后历经多次印
刷及三次撤毁经板事件，还曾多次迁移，
先后保存于武英殿、贤良寺、柏林寺、智化
寺、云居寺等地，现归首都博物馆保管。
据清点统计，印版现存 69967块，一部分是
历经了多次易地搬迁的主体，一部分是智
化寺文物管理处存留下的部分印版。在可
视库房中，为方便观众更直观了解，博物馆
专门设置一块触摸屏，可以通过滑动看到

其完整样貌，也能看到关于它们的各类详
细信息。

视线再转向库房后方，紫檀如意夔龙
云纹宝座、黑酸枝雕山水宝座、紫檀嵌珐
琅宝座三个清代宝座在陈列柜里格外尊
贵庄重。

这些中国古代家具中具有独特意义的
坐具，多为皇帝和皇室贵族的专属，也是封
建时期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与其他坐具相
比，宝座体型硕大且都是单独陈设，一般在
皇帝与后妃寝宫的正殿明间，或配殿中间
等显著位置。宝座选材多为紫檀、黄花梨、
红木等珍贵木材，融合雕刻、镶嵌、漆绘等
精湛工艺，纹样多为龙凤或吉祥纹饰，尊贵
又非常精美，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散发
着迷人的魅力。

整个库房的格局设计巧妙，文物的摆
放精美得当，既让每一件文物都能有足
够的空间展现其独特之美，又使得整个

空间充满层次感与连贯性。
从中心的古代客厅，到两侧
的乾隆大藏经板，再到后方
的宝座及各类文物，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以可视库房的
方式将明清时期的文化底
蕴与艺术造诣展现得淋
漓尽致。

库房藏国宝 每周定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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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6 月 27 日至
28 日，2025 全球人才峰会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召开。峰会
由北京市人才工作局、通州区委区政
府支持，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和全球
化智库联合主办，多国驻华大使、国
际组织，以及高校、跨国公司、人才专
业协会、科技与人才服务领域企业等
各类人才组织代表参会。

本届峰会围绕“全球人才流动与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全球人才
发展趋势：新一轮的竞争还是合作？”
等受国际广泛关注的人才议题，设置
了多场主题论坛与中国人才 50 人论
坛等活动。此外，峰会期间还发布了

《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报告 2025》，并举
办 国 际 人 才 组 织 展 、运 河 之 夜 交 流
会、参访北京城市副中心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
表示，北京始终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
略 地 位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交
流，将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擦
亮“北京服务”品牌；遵循人才成长规
律和科研规律，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
政策，切实为人才在京创新创业创造
机会、提供舞台，以首善情怀聚四方
之才。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丹尼
斯·西蒙表示，在当前科技快速发展
背 景 下 ，需 要 重 新 审 视 全 球 人 才 架
构，塑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适应未
来 的 全 球 人 才 培 养 、流 动 、发 展 体
系。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将继续为此
发挥平台作用。

开幕式发布了《全球人才流动趋
势与发展报告 2025》，以及“全球创新
城市对话平台”“Z 世代国际青年人才
培养计划”和“今日海归”AI 人才信息
平台等 3 项成果。报告以推动开放型
人才流动格局为导向，系统分析了全
球人才流动的现状特征与演进趋势。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总干事王辉耀表
示，中国在人才规模和竞争力方面持
续提升，尤其在知识产权和人才环境
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各国应深化对人
才流动的认知，推动高水平开放和人
才交流，并构建多层次平台及数字化
治理体系，以促进全球人才流动。

记者了解到，峰会召开期间，国际
人才组织联合会北京代表处办公区正
式启用。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是由全球化智库
（CCG）和国际知名专家共同发起的国际组织，旨在通过
举办全球人才峰会、发布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研究报告等
方式，推动全球人才交流合作，促进政策对话，推动全球
达成关于国际人才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普遍共识。活
动当天，与会的重要嘉宾还参观了新启用的国际人才组
织联合会（AGTO）北京代表处办公区，并期待其成为促
进全球人才流动与创新的重要平台。

多
国
驻
华
大
使
、各
类
国
际
人
才
共
聚
一
堂

全
球
人
才
峰
会
在
城
市
副
中
心
成
功
举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