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发出首张食品生产许可证

金隅龙顺成文化创意产业园
是东城区在建文化产业园区之
一， 一期建设已于2021年完成，
可接待各类参观及文化活动， 二
期建设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亮
相。 记者实地探访获悉， 园区将
以京作红木家具非遗历史传承为
核心， 以龙顺成京作非遗博物馆
为载体， 通过综合性非遗体验空
间实现各功能向会议、 论坛、 展
览、 活动场地转换功能， 在进一
步提升南中轴文化氛围的同时带
来空间效益。

金隅龙顺成文化创意产业园
位于东城区永外大街64号， 紧邻
南中轴线永定门城楼东南侧， 占
地面积9564.68平方米 ， 早期为
龙顺成生产车间。

走进园区， 不少人都会被京
作非遗博物馆那 “宫墙红” 的外
立面吸引。 工作人员介绍： “这
是汲取了清代宫廷 ‘国宝重匣’
的装饰风格， 使建筑整体呈现出
硬木肌理的纹样。”

园区内， 不但可以近距离观
看非遗技艺工匠现场修复老家
具， 在鲁班工坊， 针对中小学生
和社会初学者的体验课程还能让
观众亲自动手过把瘾， 手持斧、
刨体验京作技艺的魅力。 紧挨着
博物馆的家具展销区域依然保
留， 观众还可以在这里购买鲁班
锁、 紫檀官皮箱、 文房四宝礼盒
等文创商品。

2021年， 金隅集团对原有老
旧厂房进行升级改造。 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按照永定门周边
地区整体风貌 、 中轴线周边风
貌、 天坛世界遗产缓冲区风貌协

调的总体要求， 参照永定门外
大 街 街 道 区 域 内 的 文 物 古 迹
灰砖包砌做法以及其他新建建
筑的格栅形式垂直设计要素， 采
用现代建筑与中式传统风格有机
结合的样式对建筑外观进行设
计。

“经过提升改造， 借助新落
成的京作非遗博物馆 、 鲁班学
堂、 交流及展示空间等， 通过展
览展示、 青少年非遗文化教育、
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 推进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传承及发
展。” 据金隅天坛龙顺成公司经
理高自强介绍， 园区在建设时充
分发掘龙顺成独有的古旧家具技
术积累， 突出京作宫廷家具非遗
技艺的匠人师傅优势， 设置了开
敞式的家具修复中心。 在展示家
具修复技艺的同时开展古旧家具

修复业务， 利用积累百年的库存
红木老料资源， 对接历史文化园
林和博物馆等， 打造中国硬木家
具修复研究基地。

目前， 园区整体改造完成了
近40%。 二期工程将继续提升和
挖掘园区的功能和服务属性， 园
区部分面积将打造为集文创设
计、 文创产品研发、 文创服务、
文创销售于一体的文创办公和青
年公寓。

北京金隅投资物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
造后， 园区将通过多种手段， 促
进文化匹配度较高、 合作空间较
广的文化推广、 出版及传媒、 艺
术类、 文化产品交易等头部企业
进驻， 同时加强与入驻企业在文
化活动、场景提供等方面的合作，
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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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打好产业、项目、基建、场景“组合拳”

加快布局基础设施
建成5G基站4889个

朝阳区科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聚焦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安全等数字经济细分领
域，朝阳区正大力建设产业集群。
目前已组建人工智能应用联合
会， 建设国内首个智能技术企业
科技信用评级共识体系， 推动中
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永久办公选
址落地， 落地建设国家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在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方面，
截至 6月底 ， 累计建成 5G基站
4889个 ， 实现全域5G信号连续
覆盖、 重点地区精准覆盖、 高流
量需求场景深度覆盖。 有序推进
北京数字经济算力中心项目建
设， 探索以市场化方式打造自主
可控的算力基础设施。

在推动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方
面， 搭建数字资产金融综合服务
平台， 试点建设智慧商店、 智慧
商圈， 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
支持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
国内首个跨境数据托管服务平

台， 北京CBD发布全球首个基于
真实场景还原的云端数字会客
厅， 朝阳区 “城市智慧大脑” 成
为全市唯一入选的国家智能社会
治理实验基地。

促进创新要素集聚融合。 打
造未来论坛、 OTEC海外人才创
业大会、 国际创投峰会等品牌活
动。 高标准建设朝阳国际创投集
聚区， 推动科创引导基金顺利运
营， 实施独角兽企业加速计划和
“创新100” 加速工程。

CBD建成国内首个L4级别
高精度城市级数字孪生平台

北京CBD是 “两区” 建设的
重要承载区， 数字经济已成为北
京 CBD 的 亮 点 之 一 。 目 前 ，
CBD建成国内首个L4级别高精度
城市级数字孪生平台， 实现北京
CBD的1:1全要素、 高拟真还原。

此前， 北京CBD发布了全球
首个基于真实场景还原的数字会
客厅， 从数字化招商、 办公服务
及商务拓展与推广等三个方面，
帮助企业实现线上办公和真实场
景的商务洽谈。 同时， 还发布了
北京CBD全球创新创业云中心，
集创新交流、 资本孵化与企业服
务于一体， 为CBD创新创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 下一步， 北京
CBD将深化实施数字经济战略，
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数字CBD标杆区。

在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上， 朝
阳区将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模
式 ， 持续引入数字技术龙头企
业， 开展数字产业链和数字产业
集群招商， 打造数字经济特色楼
宇； 在数字新基建建设方面， 将
完善数字孪生CBD平台建设， 打
造更加真实、 更具吸引力的CBD
虚拟空间。 完成金盏地区数字孪

生 ， 推动金盏数字空间招商工
作； 在挖掘数字场景应用方面，
将探索数字商业等场景助推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打造数字艺
术展 、 虚拟音乐会 、 虚拟会议
室、 虚拟会展等场景。

中关村朝阳园
加快布局前沿技术领域

中关村朝阳园是北京数字经
济核心区建设的主承载区， 具有
空间、政策、产业基础、体制机制
创新等优势。 朝阳园政策区范围
26.1平方公里， 并牵头负责电子
城功能区、 奥运功能区产业促进
工作， 入驻企业可以享受中关村
自主创新示范区、 市区产业创新
等支持政策的叠加。

在产业互联网方面， 形成了
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新产业
业态为主的产业生态。 集聚了阿

里巴巴、美团、58集团、360集团等
多家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 依托
丰富的应用场景， 在互联网+消
费、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出行、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招聘等领
域培育成长起了一大批独角兽和
未来独角兽企业。

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多个领
域，朝阳园均有龙头企业，培育出
极智嘉、 影谱科技等多家独角兽
企业和一批高成长人工智能企
业 。 全 区 人 工 智 能企业超300
家，占全市总量的1/4。

在网络空间安全产业方面，
以360集团为引领，建设了我国大
数据安全领域唯一一个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以望京区域为核心，集聚
了一批实力企业。

下一步， 中关村朝阳园将构
筑未来产业新优势 ，加快布局光
子 、互 联 网 3.0、量 子等前沿技
术领域， 打造以数字人为代表的
互联网3.0创新应用产业；加快布
局光子产业，建设光子设计示范
园区 。 同时 ，在政策体系优化、
创新主体引育、产业集群建设、产
业生态营造等方面持续发力，形
成全区科技创新发展新的增长
级。

7月26日， 西城区举办庆祝
柳荫军民开展共建活动40周年
大会。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街
社区是全国双拥共建工作发祥
地。 1982年2月24日夜晚， 警卫
战士袁满囤为抢救落入冰窟的
群众而光荣牺牲。 徐向前元帅
闻讯后， 亲笔为他题词 “优秀
警卫战士 ”。 此后的每年清明
节， 街道都会组织柳荫街军民
和学校师生， 齐聚袁满囤烈士
塑像前敬献花篮， 缅怀他舍己
救人的英雄事迹。 街道历任领
导牢记徐向前元帅教诲， 高扬
柳荫精神， 不断开创有区域特
色的双拥工作新局面， 1987年，
柳荫街社区被评为全国拥军优
属先进单位。

近年来 ， 西城区共建和拥
军工作已经制度化 、 规范化和
常态化， 形成周有交流 、 月有
活动 、 季有高潮、 年有总结的
实践模式。 还涌现出了 “拥军
模范高妈妈” “柳妈妈饺子队”
等拥军典型人物和队伍 。 通过
五好评选、 双拥艺术团等活动，
拉近了社区居民与部队官兵的
距离， 让官兵们感受到了 “家”
一样的温暖。

接下来 ， 西城区还将不断
创新双拥共建工作 ， 践行红墙
意识， 弘扬 “柳荫精神”， 积极
探索双拥工作新模式 ， 把柳荫
街建设成为环境优美 、 秩序井
然、 邻里和睦， 双拥文化繁荣，
军民关系密切的精神文明精品
街。

中国星网创新院、 应用院等重点项目落地， 建成5G基站4889个； CBD建成国内首个L4
级别高精度城市级数字孪生平台； 中关村朝阳园形成细分领域产业集聚……2022全球数字经
济大会于7月28日至30日召开， 首都北京正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朝阳区积极融入全
市战略布局， 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核心区， 打好产业、 项目、 基建、 场景 “组合拳”， 加快培
育数字经济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扎实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 “朝阳模式”。

非遗体验空间提升南中轴文化氛围
金隅龙顺成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10月底完工亮相

□本报记者 赵思远

7月起，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将食品 （除特殊食品、 婴幼儿
辅助食品、 食盐） 和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事项下放至各区市
场监管局办理。 日前， 通州区
市场监管局发出了首张食品生
产许可证。

“现在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证真的很方便， 不用再往市里
跑 ， 在咱通州就能解决 。” 领
到全区首张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负责人许先生感慨。 许先
生在通州区经营着一家制作炒
货坚果、 水果蜜饯类食品生产
公司， 今年想要在原有生产类
别的基础上增加生产产品的种

类。 电话咨询中， 他了解到在
通州区就可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证， 若是在网上提交所有申请
材料还可以全程网办 ， 足不出
户便能领到许可证 。 了解情况
后许先生在网上提交了所有申
请材料， 两天后便拿到了新的
食品生产许可证。

“许可服务的 ‘重心 ’ 下
沉 ， 目的是让企业更加便利 。
我们会充分利用此次商事工作
改革契机， 许可监管与帮扶指
导并举， 不断提升企业食品安
全管理、 监管及治理水平。” 通
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科
长马春宇说。

西城区庆祝柳荫军民共建40年

朝阳区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