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设绿色窗口、 特殊通道，
仅用1小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全资子公司———农发基础设施基
金公司就获得了营业执照， 正式
落户北京自贸区顺义组团 。 日
前， 记者从顺义区获悉， 2022年
以来， 顺义已有20个 “两区” 优
质金融项目组团落户。

据了解， 农发基础设施基金
公司注册资本100亿元， 首期预
计管理规模900亿元。 基金落地
后， 将优先满足北京市及顺义区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需
求。 “积极吸引符合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的央企分子公司落户北京
发展， 是 ‘两区’ 建设的重点任
务之一。” 据顺义区金融办党组
成员、 区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赵欣介绍， 2022开年以来，
顺义 “两区” 跨境金融领域频传

捷报， 20个 “两区” 优质金融项
目组团落户 ， 注册资本合计超
325亿元， 管理规模预计超万亿
元。

顺义产业金融发展强劲迅猛
势头的背后， 是良好的营商服务
环境和健全完备的金融产业政策
体系。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顺
义区高度重视第三支柱金融产业
的发展， 打造了一支专业化高素
质的金融招商服务团队， 推出了
申请落户、 登记注册等模板式指
引， 全程无障碍办理， 创下了项
目最快1天落地、 平均不超8天的
“顺义速度”。

此外， 紧抓 “两区” 建设契
机， 顺义区聚焦跨境资金流动便
利化， 重点推动资本项目收入支
付便利化试点、 重点行业跨境人
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便利化、 积

极开展外债一次性登记等17项
“两区” 金融领域试点政策全部
落地实施， 完成率100%。

在持续加大对入区发展金融
机构的奖励支持力度方面， 顺义
区注重招大引强， 对持牌内外资
金融机构， 按实收资本规模， 最
高可给予 6000万元一次性落户
奖励； 对区内金融产业发展亟需
填 补 空 白 的 金 融 机 构 高 管 团
队， 最高可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
落户奖励； 同时， 对金融机构高
层次人才， 在人才引进、 商务出
行、 子女上学等方面搭建快速通
道。

下一步， 顺义区将进一步释
放 “两区” 建设的政策红利， 主
动抢抓机遇， 持续吸引优质中外
资金融机构，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
贡献顺义力量。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顺义“两区”建设金融领域再传喜讯

最近， 位于朝阳区双井街道
的京哈铁路沿线围墙变得焕然一
新， 围墙被涂刷成蓝色， 宛如夜
空一般， 还镶嵌有宇航员模型以
及太阳、 地球等星球模型。 “妈
妈， 你看这是地球、 那是土星。”
每当夜幕降临， 许多居民慕名前
往拍照打卡。

这 面 围 墙 的 主 题 相 当 时
尚———“元宇宙·数字经济文化
墙”。 记者了解到， 双井街道正
在全力打造数字经济示范街道，
尝试选取相关区域， 推进数字化

社会治理试点工程， 探寻元宇宙
赋能与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城市更
新路径。 不久后， 这里还将打造
一处数字经济主题的小微公园。

记者了解到， 为推动新科技
发展大背景下新技术、 新理念、
新潮流在街道区域落地， 结合元
宇宙引发的热潮， 双井街道持续
致力于相关工作部署。 出台了全
市首个街道级数字经济方案， 围
绕蓝图、 数字产业升级、 数字社
会治理体系、 数字应用新场景四
方面 ， 布局建设双井地区 “一

街、 一园、 三圈、 多空间” 协同
发展蓝图， 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
展环境。

该街道还将开展区域节点改
造， 强化科技智能管理。 针对共
享单车、 外卖车、 机动车乱停放
等问题， 通过部署物联感知设备
对院街及周边区域开展城市物理
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量化感知， 建
立智能感知和数字化管理工具，
实现智能化动态监测和实时调
度， 着力打造以高科技为特色的
智慧化街区。

□本报记者 孙艳

朝阳区双井街道全力打造智慧化街区

20个优质金融项目组团落户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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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把城市“文明指数”转化为市民“幸福指数”

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提升创城精细化水平
推出原创话剧， 传递文明风

尚，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试点打造
“最美院落”，用心解决居民的“急
难愁盼”； 利用拆违腾退空间，打
造公共绿色休闲空间……近年
来， 西城区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为抓手， 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格局，以“绣花功夫”提升创城精
细化水平，切实把“文明指数”转
化为市民的“幸福指数”。

“西城大妈”舞台上展示
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

“西城大妈”是西城区人民群
众守护平安和谐的重要力量，是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参与者与宣传
者， 也是西城区志愿服务的代表
性品牌。 8月4日，西城区原创话剧
《红墙守护者———西城大妈》新时
代文明实践专场演出在中国国家
话剧院上演。据介绍，这部话剧由
西城区文化馆的专业演员和经过
文化馆培训的群众戏剧爱好者共
同演绎完成， 该剧围绕2008年北
京奥运会、 深化改革以及当前新
冠疫情防控形势， 讲述了刘丽娟
所带领的“西城大妈”在志愿团队
发展过程中的暖心故事。

近年来， 西城区坚持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 全面统筹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有效开展
理论宣讲、 文化文艺等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今年，西城区着力打
造“自信的文化育文明”精神文明
创建特色品牌， 为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区注入新动力。

“今天的原创话剧演出，正是
以文化文艺活动为载体， 在丰富
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
倡导新风尚、传播正能量，共同为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区赋能。 ”西
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建介绍。

“最美院落”营造文明和
谐生活空间

今年， 为助力破解城市管理
难题，促进文明城区创建，西城区
通过打造胡同“最美院落”，持续
推进全区院落的整理改造提升工
作， 带动全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进一步走向精细化。

走进西城区东中胡同 22号
院， 满目葱茏的绿意送来夏日的
一丝清凉。这个400多平方米的院
子里住着4户人家。院中的老树依
着原汁原味的花架，绿植掩映。居

民王彩莉摆弄着心爱的花草，小
猫在院中悠然地睡着午觉。

“之前这里杂物堆积、户厕逼
仄。 尤其一到夏天，旱厕发潮，排
水不畅，还有异味，如厕问题成了
居民特别头疼的事情。 ”西长安街
街道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
亮介绍，此次“最美院落”试点打
造通过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用心
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 “最美院
落”评选负责人王涛介绍，西城区
开展“最美院落”评选活动，按照
“一院一策”的打造计划，通过拆
除院落违建，对院落进行整理，还
原院落本色。目前，全区共申报最
美院落42个， 最终将通过实地走
访勘察，评选出5个院落成为西城
区第一批“最美院落”。

在不远处的东中胡同31号院
也是试点院落之一。 改造后的庭
院宽敞静谧， 绿意点缀其间， 整
个院落和美雅致， 尽显古韵。 和
以往院落改造中的“一院一策”相
比，此次“最美院落”改造通过居
民共商、 共同决定院落公共空间
改造方案的方式， 加强居民的参
与度。院子里的老树如何保护、线
路怎么走、 屋顶漏雨问题怎么解

决……街道、 社区和责任规划师
团队积极入户走访， 广泛征求百
姓意见， 为最美院落的打造提供
最佳规划方案。

“我们希望以 ‘最美院落’打
造为契机， 解决百姓最需要解决
的问题。以‘一院一策’‘小院议事
厅’等形式，为百姓打造整洁和谐
的生活空间， 凝聚起共建文明和
谐家园的合力， 让文明新风真正
融入百姓生活。 ”王涛说。

“城市客厅”见证居民幸
福生活

走出平安里地铁站， 原本空
旷的街边广场灌木与时令夏花茂
盛生长， 座椅与健身器材错落有
致， 配备的半场篮球场内， 孩子
们正三五成群打着球。 市民出站
入园， 眼前有景， 街道空间真正
变成了居民的 “城市客厅”。

作为平安大街西城段环境整
治提升项目的亮点之一， 平安里
地铁站街角口袋公园于去年年底
随整治提升后的平安大街西城段
正式亮相。 据介绍， 为增加街区
活力， 西城区针对平安里地铁F
口周边功能复合、 人群多元、 轨

道站点集中的特点， 改善了原有
地铁口周边设施阻隔、 混乱无序
的状况， 将街角原有空地整合联
通， 改造为开放的树阵广场、 健
身活动区， 营造林荫下的城市公
共空间 ， 共增加街心公园绿地
4000余平方米 、 健身活动场地
500余平方米。

近年来， 西城区紧抓 “疏解
整治促提升” 有利契机， 结合背
街小巷整治和街区整理， 高效利
用拆违腾退空间和边角地， 积极
打造公共绿色休闲空间， 让百姓
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建成 “城市
森林” 示范型绿地6处、 京韵园
等口袋公园72处 ， 新增微绿地
141处， 全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
半径覆盖率达到97.73%， 探索出
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
次和城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的有
效方式， 打造了留白增绿、 街区
更新的 “绿色样板”。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东城区动画嘉年华亮相王府井步行街

在中国动画诞生100周年之
际， 东城区于8月3日至7日举办
了动画嘉年华活动， 漫画童书及
动画衍生品市集也同时亮相王府
井步行街。

上世纪20年代初， 商务印书
馆委托中国动画先驱万氏兄弟，
制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片
《舒振东华文打字机》， 这是中国
历史上首次尝试以动画的方式制
作面向千家万户的广告片， 其诞
生拉开了中国现代动画发展的序
幕， 此后的100年以来， 无数脍
炙人口的国产动画形象伴随着一
代代中国人的成长。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举办
的 “中国动画从这里起步” 主题
展览， 展出百年前的珍贵史料，
如第一部国产动画片的珍贵文
字、 视频等史料， 以及百年来中
国动画发展历程。 同时， 漫画童
书及动画衍生品市集亮相王府井
步行街， 包括数百种精致的童书
绘本及动画文创周边衍生品， 为
亲子家庭的暑期生活带来更多精
彩和乐趣。

此次市集活动包括特色展
区、 动画衍生品区、 漫画童书绘

本区、 创意文化食品区及动画作
品展映区5个功能区， 汇集国内
出版发行行业资源， 联合知名出
版机构、 文化创意企业。 中国美
术出版总社连环画出版社、 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等40余家国内知
名发行出版机构、 文化创意企业
参与了此次市集活动。 故宫里的
大怪兽、米小圈、神兽学堂等知名
IP将带来设计精美的文具文创 ，
《一人之下》《少年中国史》《故宫
御猫夜游记》 等深受读者喜爱的
童书绘本也在市集集中亮相。

近年来， 我国动漫产业总产
值持续增长 ， 2020年达到超过
2000亿元的总产值规模， 产业整
体发展迅猛 。 随着5G时代的到
来， 受众追求超高清画质的需求
得到满足， 动画制作公司和视频
平台相应地提供更高质量的作品
和更完善的服务， XR技术 （扩
展现实） 和AI技术 （人工智能）
开始被运用到动漫产业中。 此次
东城区动画嘉年华活动， 将进一
步扶持动画内容原创， 打造动画
领域集展览展示、 交流交易、 漫
迷互动为一体的文化产业服务平
台和文化消费促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