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13家，
国际种业科技园升级为国家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
为全国最大的原创艺术家集聚地……
“十二五”期间，在市科委的支持下，城
市副中心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
快速跃升期。 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表示，
要将城市副中心建设与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吸引技术、人才、资
本、成果、服务等高端创新要素聚集，积
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形成创新驱
动、协同发展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防治大气污染， 大兴区还注
重全民参与， 把全区上下、 各行
各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
组织起来， 真正让他们关心、 支
持并最终参与到此次行动中来。
通过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环境、 推
广先进环保模式技术、 加大污染
物源头治理力度、 倡导低碳绿色
生活方式等组合拳， 力争坚决打
赢大气污染防治歼灭战。

其中， 组合拳之一的打造宜
居宜业生活环境的做法 ， 近年
来， 大兴区不断增加生态涵养面
积， 增强对空气污染物的吸纳和

消化能力。 以新城绿化为中心，
完善健全新城绿道体系建设， 不
断拓展绿色空间， 陆续建成以南
海子公园、 滨河森林公园为代表
的30多个高品质公园， 总面积达
30平方公里。

推广更先进的环保模式和技
术方面， 区环保部门在大型餐饮
企业、 主要污染物排放企业安装
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 对污染源
进行实时监测、 针对性监管。 并
加快推进机动车固定遥感设施建
设， 完成区内主要进京路口机动
车尾气固定遥感设施安装工作。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京
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成因
之一。 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坚持把能源结构调整作为大
气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 通过燃
煤锅炉改造、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式， 逐步减少煤炭使用
量， 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崔志成介绍， 自2013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全区完

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1536蒸
吨， 农村地区10个镇、 76个村、
1.65万户实施了“煤改电”、 “煤改
气 ”工 程 ，累 计 实 现 压 减 燃 煤
52.14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今明
两年， 大兴区将继续加大清洁能
源改造工作力度， 到2017年10月
底前， 将全面实现燃煤锅炉 “清
零”，农村地区将全部改用清洁能
源，辖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近年来， 大兴区和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以全面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为契机， 大力开展污
染企业退出疏解， 全面推进城乡
结合部改造， 努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 打造循环发展、 绿色发展
的新型发展模式。

一方面 ， 义无反顾 “清 ”，
积极推进 “散乱污” 企业退出。
全面清理 “散乱污 ” 企业 ， 在
今年清退580家任务的基础上 ，
自我加压、 主动作为， 清退 “散

乱污” 企业3000家， 目前已经清
理884家。

另一方面， 集中精力 “升”，
大力支持产业升级。 从2014年开
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亿
元环保专项资金， 对环境保护和
污染减排项目予以资金补贴和奖
励， 有效调动企业绿色经营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有效促进产业升
级换代。 实施两年以来， 支持项
目69个、 资金7000余万元， 带动
企业投资近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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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大气注重与城乡结合部
改造相结合， 大兴区通过转变发
展方式治大气， 效果显著。 6月
24日， 记者从大兴区召开的 “清
洁空气在行动” 相关情况新闻通
气会了解到 ， 截至2016年5月 ，
大兴区PM2.5累计浓度达到84.2
微克每立方米， 与2013年同比下
降30.9%。 今年， 大兴区还将完
成3000家 “散乱污 ” 企业的清

退， 进一步提升产业层级。 截至
目前， 全区已共清理整治884家。

近年来，在“燃煤依赖大、进
京通道多、建筑工地多、汽车总量
多”这“一大三多”的基础上，大兴
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重将
治理大气污染同城乡结合部改
造、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结合， 力争坚决打赢大气污
染防治歼灭战。

清华大学 “首都区域空间规
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是北
京市科委支持城市副中心规划建
设的智库。 该实验室利用自身在
区域空间规划领域的技术和人才
优势， 积极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规划， 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
支撑。 2016年4月，该实验室与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
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咨询工作，
初步完成了以 “两河之城·珠联
璧合” 为概念的城市设计成果。

市科委副主任武建民介绍 ，
依托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
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北京地

区科技创新智库、 科技计划项目
（课题） 专家库等， 为城市副中
心规划编制和建设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

本市还将拓宽创新型人才引
进渠道， 依托重大项目、 创新平
台、 产业联盟、 创业基地等吸引
海内外高层次科技人才， 促进人
才、 技术和项目在城市副中心落
地， 逐步成长一批战略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 企业家和创新创
业团队。 引导创新人才流向城市
副中心的特色产业基地、 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产学研用相结合
的经济实体， 实现科技人才的重
点聚集和优化配置。 鼓励和支持
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的

创新型人才在城市副中心创办科
技型企业，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

采 取 首 购 、 订 购 、 首 台
（套 ） 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 、
推广应用等方式， 促进经认定的
新技术新产品 （服务） 在城市副
中心示范应用。 鼓励和支持城市
副中心的企业、 高校院所等创新
主体承担国家和本市的重大科技
专项、 科技计划和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 引导国家和市级重点实验
室、 工程实验室、 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企业研发机构、 企业
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在城市
副中心布局和配置， 完善区域科
技创新体系。

聚焦三大重点 转变发展方式治大气

大兴今年将清退
3000家“散乱污”企业以科技创新支持

城市副中心建设

目前， 宣武医院与潞河医院
联合共建了 “低氧适应转化医学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将本市优
质医疗资源引入副中心， 为潞河
医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当前， 城市副中心的整体医
疗水平与市区还存在一定差距，
作为城市副中心的重要配套条
件， 提升医疗水平势在必行。 市
科委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为技术
交流平台， 形成了以宣武医院等
为代表的三甲医院向城市副中心
医院在医疗技术水平方面优势资
源的输出。 通过实验室的共建发
展， 已为潞河医院培养了一批包

括神经介入和神经科学研究方面
优秀人才。

记者了解到 ， 自2014年起 ，
依托市科委 “首都十大疾病科技
攻关工作” 的重大研究成果， 以
通州区潞河医院为区域医疗中
心， 选取发病率高的心、 脑血管
病， 糖尿病， 脊椎和骨关节病四
类慢性疾病的科研成果在城市副
中心各级医疗机构进行推广， 目
前已推广至城市副中心18家社区
卫生机构， 近400余名基层医护
工作者熟悉并掌握了推广工作内
容， 应用病例达4200余例， 建立
了全区实时通讯网络， 带动整个

城市副中心医疗服务水平的提
升， 为城市副中心居民提供高水
平的医疗服务保障。

武建民介绍， 通过推广应用
重大疾病防治技术， 支持中心城
区和城市副中心联合承担 “生物
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 “首
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 创新医
药品种临床前研究和重大疾病临
床数据和样本资源库建设等任
务， 构建临床研究公共平台及临
床研究示范网络， 促进医疗科技
资源共享， 支持重点学科建设，
研究推广与居民健康密切相关的
重大疾病防治技术。

一个个极具特色的京剧人
物、 神话仙女、 少数民族娃娃，
仿佛带人穿越回了古代中国， 这
不是真人秀， 而是北京市科委支
持的一家设计企业的创意产品展
示厅。 李鸣和唐艳这对夫妇就是
这家企业的创始人， 北京唐人坊
从事中国人偶创意、 设计、 生产
及销售， 将科技、 文化、 设计三
者集合 。 目前已研发出京剧系
列、 四大美女系列、 红楼十二钗
系列、 大唐系列等十二大系列四
百多个品种， 在行业内保持领先
地位。

科技与文化设计结合是助力
传统设计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
径， 也是科技服务业新的强力增
长点。 北京市科委支持北京唐人

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城市副中
心进行科技与设计结合的探索，
助力城市副中心 “设计之都” 建
设。 在北京市科委的协调下， 唐
人坊对接3D技术企业 ， 探索出
一 套 3D打 印 与 原 生 态 手 作 相
结 合 的 人 偶 技 术 ， 将 传 统 手
工 艺 与 科 技 创 新 结 合 起 来 ，
研 发 的 真 人 定 制 人 偶 成 为 传
统 礼 品 市场的新宠 ， 年销售额
以30%的速度递增。

武建民介绍， 为推动 “设计
之都” 通州示范园区建设， 将在
城市副中心培育一批代表 “北京
设计” 水平的设计创新中心， 汇
聚国内外高端设计、创意资源，吸
引国际一流设计组织、 跨国公司
和境外著名设计机构在城市副中

心设立设计中心或分支机构。 支
持运河文化等传统文化传承与应
用创新，运用现代设计、科技方法
对传统文化工艺进行提升， 开发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品项目。

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市科委把城市副中心作为重点区
域， 支持城市副中心的工业大院
进行调整升级，支持生物医药、科
技农业、信息技术、新能源、电动
汽车等领域的龙头企业提高创新
发展水平， 培育高端产业和新兴
业态。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
项目、 孵育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建设，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 在城市副中心形成若干
产业链完善、规模效应明显、特色
鲜明的高端产业集群。

市科委：

□本报记者 孙艳

大兴区旧宫镇西南部的南街
地区， 几年前， 是近千家 “散乱
污 ” 企业聚集的工业大院 ， 生
态、 大气等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是北京重点城乡一体化改造项
目。 如今， 这里已拆除建筑面积
100万平方米， 腾退土地2000亩。
在工业大院的原址上， 总投资70
亿元， 百万平方米的电商谷拔地
而起， 并将建成智慧、 乐活、 聚
变共存的全数字小镇。

2011年6月 ， 北京市确定大
兴区西红门、 旧宫作为城乡结合
部改造试点， 鼓励支持在土地权
属不变的基础上， 探索镇级统筹
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新模
式。 2015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国务院将大兴区列为全国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 改革已经从初步探索阶段过
渡到纵深推进阶段。

大兴区代区长崔志成介绍 ，
大兴区结合规划指标和资金测
算， 通过城乡规划优化调整， 腾
退 工 业 大 院 土 地 用 于 还 原 绿
地 和 集约发展产业 。 近几年 ，
城乡结合部地区整建制拆除村庄
97个， 拆除工业大院1000多万平
方米 ， 腾退低效闲置用地2.8万
亩 ， 减少各类污染企业 4000余
家 ， 清理黑锅炉和燃煤茶炉1.4
万台， 减少流动人口近20万人。
同时， 建成了一批符合首都功能
定位的现代型产业园区， 有力改
变了城乡结合部地区低效无序
的环境形态。

治理大气污染与城乡结合部改造结合
拆除工业大院1000多万平方米

治理大气污染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
今年已清理散乱污企业884家

治理大气污染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结合
明年10月底辖区实现基本“无煤化”

注重综合施策 打出低碳环保组合拳
陆续建成30多个高品质公园

引导 引导创新要素向副中心辐射和聚集
科技创新智库为副中心提供智力支持

支持 构建 “高精尖” 经济结构
传统手工艺牵手新科技实现新增长

促进 创新成果惠及民生
宣武医院与潞河医院共建实验室

□本报记者 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