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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丰台园将打造智能制造创新区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文文 陈陈艺艺//摄摄

安贞街道发布新书讲述国庆的故事

□本报记者 白莹
清河街道谋发展新途径创刊社区报

今年7月， 科创板正式鸣锣
开市， 在科创板首批北京5家上
市企业中， 中国通号和交控科技
均来自中关村丰台园， 均属于轨
道交通行业。 这些充分展示了丰
台坚持创新驱动、 打造优势产业
集群的突出成果。

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作为中关村最早的 “一区三
园” 之一， 近30年来， 中关村丰台
园聚焦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紧
抓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机
遇 ， 深入实施北京市发展高精尖
“10+3” 系列政策， 积极建设集技术
研发、 创新孵化、 成果转化、 科
技服务于一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推

动科技创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现在的中关村丰台园， 已形

成轨道交通、 航空航天两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 成为全区经济发展
的主引擎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
首都重要的产业功能区和高技术
创新基地， 正致力于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创新区。 目
前， 园区发展形势良好， 2018年
总收入超过5500亿元， 今年上半
年总收入增长14.1%， 企业利润
增长9.2%， 人均、 地均产出率居
中关村各园区第二。

助力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据丰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轨道交通是丰台园最具特色也是

最具规模的产业。 作为轨道交通
代表企业，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
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
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目
前， 中国通号已实现列控核心技
术的系统平台及关键技术100%
国产化， 核心软件100%国产化，
成套列控装备100%国产化 ， 打
破了列车运行控制核心技术长期
被国外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 能
够对西方技术和装备进行全面替
代。 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主营业务是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CBTC技术为核心， 专业从事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研发、
关键设备的研制、 系统集成以及
信号系统总承包。 研发的全自动
运行系统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已

成功首次应用于北京地铁燕房
线， 是国内首条应用自主化全自
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国家级示范工
程项目。

这只是丰台区轨道交通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轨道交通
信号控制技术策源地， 中关村丰
台园是国内轨道交通产业龙头企
业分布最多、规模效益最显著、研
发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是中国
高铁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中关
村丰台园聚集了133家轨道交通
重点企业，构建了从科技研发、勘
察设计、 智能控制到工程建设和
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 形成了以
“一个创新型集群、一个国家级试
点、两个国家级基地”和“两个市
级基地” 为特色的轨道交通产业

集群，助力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记者了解到， 依托丰台区密

集的航空航天科技资源， 园区集
聚了以元六鸿远、海丰通航、阳光
凯讯等为代表的92家航空航天重
点企业。 丰台园还重点培育四大
百亿级产业集群：以东方通、海鑫
科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以
当升科技、 北矿科技为代表的新
材料产业，以科园信海、中牧股份
为代表的生物与新医药产业，以
动力源、 金自天正为代表的先进
制造与自动化产业， 创新动力强
劲，优势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9月24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
获悉， 石景山围绕建设 “国家级
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区、 绿色低碳
的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 山水文
化融合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的功
能定位， 在保护现有都市山林基
础上， 将在平原地区建设四个大
尺度城市森林。 同时完善河道、
绿道建设 ， 以 “一半山水一半
城” 的美丽姿态， 打造首都新时
代城市复兴新地标。

石景山区平原地区目前点状
森林多， 大面积斑块森林少， 依
托永定河与西轴线森林景观资
源， 将通过新建和优化提升结合
的方式 ， 在平原地区营造衙门
口、 老山、 红光山、 四平山、 金
顶山等4处近自然森林斑块， 总
面积360公顷， 形成北京西部城
区大型连片的绿色空间， 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 美化城市景观、 增
加市民自然游憩场所。

同时， 四平山城市森林将打
造为冬奥主题性质森林公园， 加
强与首钢工业遗址公园之间的呼
应， 融入冬奥主题元素， 进行森
林公园形象提升和自然山体的近
自然林改造。

记者了解到， 《石景山区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 于

2019年4月通过专家评审并于5月
在国家林草局备案， 计划2021年
底 ， 通过国家评审验收并获得
“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 “创森”
工作除大尺度城市森林建设， 还
包括永定河森林景观建设。

石景山区共有永定河、 永定
河引水渠等20条大小河流， 永引
渠连接着八大处等众多文化景
点， 是穿越永定河及西山的重要
廊道。 永引渠区域景观提升工程
设计重点为一带滨水、 两廊共建
以及展示永引渠过去、 现在、 未
来的三个主题区段， 将打造集生
态、 生活、 文化、 水利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滨水活力廊道。
其中， 一带滨水是指永引渠

河道内巡检路经过设计演变成宽
窄不一、 灵动曲折的亲水步道。
全段共设计12处亲水平台， 满足
人们休息停留 、 观景休闲的需
求。 目前正在进行的永引渠水系
景观提升一期工程景观提升面积
为70900平方米 ， 将优化滨水栈
道 、 坡面防护 、 灌溉及照明系
统， 并新增 “庐台” 景观点。

同时，“创森” 工作还包括将
首钢园区建设成为掩映在近自然
森林下， 工业遗迹与创新产业共
融互惠的绿色生态示范新典范。

石景山建360公顷大尺度城市森林

子夜的密云水库 ， 万籁俱
寂。 停靠在10号坝码头出船点的
十几艘渔船整装待发， 经过一个
夏季的休渔期， 9月25日0时， 密
云水库正式开库了。

据介绍， 从1997年起， 密云
水库开始实行夏季休渔制， 每年
4月1日至9月24日为休渔期。 进
入休渔期后， 水库周边的渔船要
定点封存， 待开库之后， 持有渔
业捕捞许可证的渔民才可以进入
水库捕鱼。

开库在即 ， 9月24日下午 ，
渔民们便迫不及待地将渔船运送
至水库岸边较为开阔的 “出船
点”， 等待午夜时分的到来。 期
间 密 云 水 库 综 合 执 法 大 队 对
渔 民 的网具等捕捞作业工具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 “为保护首都

饮 用 水 源 和 密 云 水 库 的 渔 业
资源， 从事渔业捕捞的船只不可
加挂发动机， 挂网的网目尺寸不
能 低 于 14.5cm， 禁 止 使 用 张
网 、 鱼叉 、 地笼等破坏渔业资
源的渔具。” 执法人员还耐心提
醒渔民按要求穿着救生衣， 注意

自身安全。
夜晚微凉 ， 渔民们两人一

船， 慢慢摇着两片船桨驶入库区
深处。 据了解， 他们需要行驶1
个小时到达捕鱼地点， 大约2-3
个小时下网、 起网， 再带着满舱
收获回到岸边。 溪翁庄镇走马庄
村的村民万明泉在水库里捕鱼十
几年， 经过一夜作业， 他收获了
将近五六百斤的水库鱼： “我这
打上最多的是胖头鱼， 最大的估
摸有15斤， 希望第一网鱼能卖个
好价钱。”

9月25日早晨5： 40， 第一批
渔船陆续靠岸 ， 每一个 “出船
点” 都有采购商翘首以盼。 开库
首夜， 217艘渔船共收获15万公
斤水库鱼， 整个捕捞季预计将有
250万公斤鱼出库。

密云水库25日开库

首夜丰收水库鱼15万公斤

9月24日 ， 朝阳区安贞街
道举办了 “初心使命勇担当 文
明实践新时代” 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 活
动从 “国庆记忆 ” “表白祖
国” “奋斗新时代” 三个篇章
展开。

现场， 今年89岁的董荫禄
老人， 向观众们讲述了他参加
开国大阅兵的故事。 董荫禄少
年参军， 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
争不计其数 ， 获得了无数荣
誉， 更让他自豪的是， 他曾参
加过开国大阅兵， 接受过毛主
席的检验。 现在说起来老人眼
中依然熠熠生辉， 对当时的细
节描述得十分精细， 仿佛带着
现场观众穿越到当时， 亲历那
场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中去。

随后， 安贞街道发布了新
书 《我的国庆记忆 》， 该书选
取了13位生活在安贞地区亲历
过开国大阅兵的居民， 以年代
为线条 ， 串联起安贞居民不
同 年 代 的国庆记忆 ， 穿越时
空， 还原了生动而鲜活的历史
印记， 通过一段段口述史、 一

张张老照片 ， 字 里 行 间 ， 展
现 了 每 个 年 代人们矢志不渝
的爱国情怀， 以及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和国家逐渐走向强大
的光辉历程。

“历史中， 我们每一个人
的贡献可能微不足道， 但正是
这涓涓细流汇成了实现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我们组织编撰这
本书的目的， 就是通过每一个
普通人讲述的国庆故事中， 展
现新中国一步步从站起来、 到
富起来 、 强起来的光辉历程 ，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安
贞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安贞街道工委副书记高飞
表示， 通过文艺汇演， 一方面
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另
一方面， 依托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站 ）， 通过开展一些
新颖、 接地气、 百姓喜闻乐见
的活动， 创新宣教形式， 引领
地区党员群众， 向革命先烈学
习、 向身边的榜样学习， 时刻
不忘初心， 矢志永远奋斗， 为
地区发展、 为新中国强盛继续
贡献才智。

44名清河老党员庄严按下
手印， 一个个名字见证着时代
的印记， 一个个手印留存着不
变的初心 。 9月24日 ， 由海淀
区清河街道办事处举办 “我的
初心岁月” 清河街道老党员口
述史总结会暨 《今日清河》 创
刊仪式落幕。

活动现场， 8位初心见证
人讲述了44名老党员的初心故
事。 重温初心， 传承使命， 真
情流露在字里行间， 感染了在
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 安宁东
路社区老党员马长名带着珍贵
的红色老物件上台， 以 “三枚
徽章” 来讲述自己 “从军报国
志 、 实干发展梦 、 拳拳赤子
心” 的人生经历； 原北京市毛
纺厂厂长周文楷以一首二十年
前的 “送别诗” 讲述他从 “不
够格” 到 “优秀” 厂长的初心
奋斗史， 现场听众倍受鼓舞。

据了解， 清河街道以记录
红色家风、 定格优良风尚、 倾
听民声、 服务百姓为目标， 特
将所有初心故事结集成册 《我

的初心岁月： 清河街道老党员
口述史 》 并于活动当日发布 。
同时 ， 为进一步探索服务群
众、 联动资源、 统筹发展的新
渠道， 清河街道以老党员口述
史为起点， 正式创刊 《今日清
河》 社区报， 与会领导现场为
其启动发布。

此外， 为建立地区红色基
因常态自治机制， 激活居民志
愿者自治活力， 清河街道正式
成立了由地区老党员组成的清
河 “红 ” 扬团 、 由居民骨干
（以清河故事馆自媒体为主 ）
组建的清河故事采编队以及由
社区居干、 年轻党员积极参与
的清河信使队， 并于活动现场
完成授旗仪式。

清河 “红 ” 扬团的代表 、
来自海清园社区的老党员张强
表示 ： “作为一名退休老党
员 ， 我的党员身份从不退休 ，
我将与其他 ‘红’ 扬团的党员
同志一起， 充分发挥退休党员
的红色先锋作用， 为地区建设
正能量传承奉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