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的大红门服装商贸
城， 变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
园， 近日， 由丰台区政府和中
关村发展集团合作建设的南中
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全面开园 。
中科慧居、 冠邦开源、 鹏博创
展、 宜本生物等24家企业集中
签约入驻。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前
身是大红门服装商贸城， 经过
改造后， 成为丰台区与中关村
发展集团发挥合力、 统筹推进
的首个城市更新产业综合体项
目， 也是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

标志性项目。
据悉，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

技园总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
融合 “产业+商业+居住” 多元
业态， 提供近10万平方米高品
质产业空间、 超过2万平方米产
业服务配套 、 近500套人才公
寓。 园区一期西楼已于2022年
投入使用， 随着二期工程接近
尾声， 园区迎来全面开园。

据南中轴 （北京） 国际文
化科技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
前， 园区已落地企业150多家，
包括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
企业2家、 上市公司子公司1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7家， 初步
形成了两个产业集群， 以前景
无忧、 芯观念为代表的集成电
路产业集群， 以拓元智慧、 汉
捷科技、 大恒炫璟、 墨宇宙为
代表的数字人、 智能交互设备、
底层平台等元宇宙产业集群。

中关村发展集团负责人表
示， 中关村发展集团将以南中
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全面开园为
新起点，将集团20大类、200多项
集成服务产品导入南中轴园区、
导入丰台，帮助园区培育良好产
业生态， 打造具有丰台特色的
“中关村创新社区”。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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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个项目已实现完工投用；
累计增加学位5760个；建立服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站点43
个……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
和改革委获悉， 2023年， 市区相
关部门深入实施回天行动计划
“五提升一深化” 工程， 区域功
能品质持续提升， 产业发展活力
有效激发， “回天有我” 社会治
理创新实践不断深化， 新一轮回
天行动计划取得积极成效。

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去年9月， 坐落在昌平区沙
河镇的北京一零一中未来科学城
学校开学。 学校的投用促进回天
地区与未来科学城的 “双城联
动”， 加大公共教育资源共享，体
现了 “跳出回天治理回天” 的思
路。同时，通过引进北京一零一中
学，开展“手拉手”结对共建，进一
步提升回天地区及周边教育品
质，实现教育资源从“有没有”到
“好不好”的转变，更好地满足该
区域居民“学有所教”的需求。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
到， 通过深入实施新一轮回天行
动计划， 2023年回天地区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扩大。 深化中小学学
区制管理、 集团化办学改革， 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 一零一中未来
科学城学校、 一零一中昌平实验
学校等“四校两园”建成投用，增
加学位5760个。 人大附中二期、
1805街区6008地块小学已完工。

不只是教育领域， 新一轮行
动计划让回天地区的交通、 医疗
卫生、 文体绿化等多方面公共服
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积水潭医
院二期、 清华长庚医院二期实现
主体亮相 ， 建成后将新增床位
1000张。 和谐家园、 史各庄、 东
小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建
设， 投用后将实现 “六街一镇”
全覆盖的目标。 强化居家养老导
向， 启动创新试点项目， 推进助
餐 、 助浴 、 助洁等服务能力建
设， 新建8家老年餐桌。

多个文体项目正式投用。 回
天行动计划标志性工程———回龙
观体育文化中心投用， 与北部公

园共同组成集体育、 文化、 休闲
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休闲运动场
所， 大幅提升区域文体公共服务
能力， 成为京城北部运动休闲新
地标。

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

在外卖、 快递车上安装 “环
境监测黑匣子 ”， 对辖区噪音 、
PM2.5、 异味等环境参 数 进 行
“流动性” 实时监测；在“回天邻
里”小程序开发“安全隐患直报”
模块，引导“小哥”随手将配送途
中发现的问题上报至 “回天大
脑”，形成“上报问题———汇总问
题———派单处理”的“未诉先办”
治理闭环； 建立服务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暖心站点43个， 通过
驿站体系建设，构建起“党建协调
委员会+社会组织联合会+群团
组织+职能部门+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 的活动体系……天通
苑北街道通过多项举措， 推进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深度融入城

市精细化治理。
不仅是天通苑北街道， 记者

从市发改委了解到， 2023年， 回
天地区深入实施 “社区伙伴成长
行动”， 推动快递、 外卖 “小哥”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融入基
层治理。 试点设立 “小哥金点子
信箱” “小哥协商议事厅”， 引
导其结合职业特点为社区治理建
言献策， 有效解决社区区划和楼
栋标牌不明显等问题。 持续推进
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各部门制定
每月必选活动主题作为 “中央厨
房”，各街镇根据自身情况开展N
场特色主题活动，形成“1+N”志
愿服务机制， 累计开展服务活动
3010场，参与人数超10万人次。

报到服务助力解决痼疾顽症

累计召开党建协调会议600
余次， 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超700件； 组织35家市
级、84家区级单位到回天地区报
到服务超千次； 累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3000余场， 超10万人次参

与……2023年， 通过深入实施新
一轮回天行动计划， 群众关心的
多个重点事项稳步解决。

2023年，本市组织35家市级、
84家区级单位到回天地区开展
超千次报到服务，合力推动龙泽
苑西区锅炉房转换利用、 回龙观
村房产手续办理、天通苑地区5.6
亿元公共维修基金使用难等群众
关心的重点事项稳步解决。

制定市级 “回天有我” 报到
服务事项清单， 年度130个事项
中， 114个均已完成， 其余16个
持续推进类事项将在2024年接续
落实。 84家区属单位2720人次参
与报到服务， 服务社区 （村） 从
130个增加到145个， 实现了区属
单位和回天社区 （村） 全覆盖。

此外， 深化多方参与， 丰富
基层治理载体。 依托接诉即办，
累计办理 “12345” 诉求8.7万余
件； 畅通 “两张网” 社情民意直
通车， 打造 “网上12345”， 分级
分类办理网民诉求7000余件； 回
龙观、 史各庄、 龙泽园街道 “三
率” 综合排名进入全市前150名。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全面开园

□本报记者 孙艳

日前， 酒仙桥旧城区改建
项目 （以下简称 “酒仙桥旧
改”） 第一阶段工作顺利完成，
通过强化政策牵引、 群众支撑、
队伍保障等， 100天内实现第一
批3450户居民全部搬入新居。

酒仙桥旧改项目位于朝阳
区东四环外酒仙桥街道， 占地
42.56公顷 ， 规划建设面积约
74.17万平方米， 涉及3个社区、
14家国有企业产权单位 、 95栋
楼房 、 26处平房 ， 有居民6465
户 、 近4万人 ， 需拆除地上物
38.1万平方米 ， 征收区域房屋
多是苏式筒子楼， 面积小、 环
境差。

旧改启动后， 朝阳区委区
政府组建酒仙桥旧城区改建项
目指挥部以及现场指挥部， 区
住建委、 国资委、 发改委等22
个成员单位合力攻坚， 全力保
障项目顺利进行。 自旧改预签
约启动以来， 40天， 所有地块
整体预签约率99.3%； 100天内
第一批3450户搬家收房达100%，
并实现了场清地净。 乔迁居民
搬家至崔各庄、 东坝、 豆各庄、
黑庄户等地新居， 极大改善了
生活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旧改过
程中， 朝阳区充分发挥党委领
导、 政府主导的作用， 统筹区
域内外各级各类组织力量， 未
雨绸缪， 提前启动房改、 提前
摸排底数、 提前准备房源， 将
工作想在前、 做在前； 采取成
套化住房， 使居民的房屋安全、
住房面积、 居住环境和综合配
套等方面得到了综合改善。

近年来， 朝阳区统筹投入

安全保障资金， 在做好抗震加
固、 管线维修等民生大事的同
时， 及时回应门窗修补、 晾衣
杆架设等群众关心的日常小事，
形成 “温暖旧改 ” 朝阳经验 。
在酒仙桥旧改项目中， 900余名
旧改区党员带头 ， 3400余名群
众齐心参与， 开展 “街坊手拉
手 ， 一起搬新家 ” 志愿活动 ，
为困难、 特殊家庭建立特别档
案和绿色通道， 制发 “久爱我
家” 纪念册， 举办老街坊记忆、
打卡网红地等文化活动， 让居
民留住乡愁记忆。

第一批居民搬迁后 ， 为让
居民尽快适应新环境， 朝阳区
还安排酒仙桥的社区干部到崔
各庄、 东坝、 豆各庄、 黑庄户
等相应搬入旧改居民的社区挂
职， 持续为离开故土的老居民
提供 “知心人” 服务。

“真心感谢我们的党员干
部， 在旧改工作中始终和我们
站在一起、 想在一起、 干在一
起。 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为我们竭尽所能的出主意、想办
法。 ”酒仙桥旧改居民代表表示，
“是他们的不懈努力， 让我们搬
进了新家、 住上了新房 ， 让我
们的旧改心愿得偿所愿。”

记者了解到 ， 根据规划 ，
朝阳区将继续推进酒仙桥旧改
土地上市、 第二批次实施地块
的搬迁准备， 全力改善区域环
境、 提升城市品质。 未来 ， 蜕
变新生的酒仙桥将与亮马河形
成叠加效益， 在进一步带动朝
阳东北部地区整体发展的同时，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
便、 更舒心、 更美好。

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取得积极成效

100天3450户居民全部搬入新居

日前， 记者从昌平区医保
局了解到， 该区新增12家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 参保人员到这
12家定点医疗机构看病 、 问
诊、 开药、 住院均可享受医保
待遇。

家住崔村镇八家村的村民
郑 先 生 因 血 压 较 高 ， 来 到
“家门口 ” 的社区卫生服 务 站
开 药 ， 在 刷 完 医 保 卡 挂 号 、
问诊后 ， 成功完成实时结算 ，
买到了所需药品。 “我们岁数
大了， 腿脚也不方便， 现在社
区卫生服务站成了定点医疗机
构之后， 看病买药更方便 了 ，
还 能 享 受 到 国 家 的 医 保 政
策 ， 节省下不少费用 。” 郑先
生说。

崔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于2023
年初， 站内配备了两名医务人

员， 药品品种达200余种， 可为
村内900余位村民及周边群众提
供基本医疗 、 慢性病健康管
理、 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各项社
区卫生服务， 能够更及时地满
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

据了解， 包括崔村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8家社区卫生服务
站在内， 此次昌平区共新增12
家定点医疗机构， 并于去年12
月1日起正式为参保人员提供
医疗保障服务。 为加强新增定
点医疗机构管理水平， 规范医
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 昌平区
医保局前期针对各机构开展政
策培训 ， 重点覆盖医保政策 、
服务协议 、 电子协议签订流
程、 服务设施等内容， 并结合
具体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加深
各医疗机构对医保政策的理解
和认识。

“我们优化资源配置， 着
力打造便民 ‘医保服务圈 ’。”
昌平区医保局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昌平区 医 保 局 在继续扩
大医保定点覆盖范围的基础
上， 进一步向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站 ）、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
疗机构倾斜， 此次新增的定点
医疗机构中10家为村卫生室、 2
家为社区卫生服务站， 涉及兴
寿、 小汤山等区域， 基层参保
群众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医保
服务。

截至目前， 昌平区共有定
点医药机构400家， 其中， 定点
医疗机构329家， 定点零售药店
71家。 “接下来， 我们将不断
优化定点医疗机构资源配置 ，
让参保群众更有 ‘医 ’ 靠 。 ”
昌平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回天地区”城市功能品质再升级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昌平区新增1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酒仙桥“温暖旧改”筑就百姓幸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