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创建名单公布 ， 东城
区、 西城区、 门头沟区、 石景山
区和密云区的5处示范区列入。

根据有关规定， 北京市文物
局组织开展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创建名单核定工作。 经各区
人民政府申报、 材料初审、 专家

评审、 部门联审等程序 ， 市文
物局决定将东城区红色序章市
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5处列
入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创建名单。 据了解， 第一批市
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有： 东城区红色序章市级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 西城区什刹海市
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门头沟

区京西古道市级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 、 石景山区模式口市级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和密云区古
北口长城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

下一步， 市文物局将加强指
导检查， 开展评估认定工作， 并
不断完善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相关制度安排。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中国科
技馆2024年度“小小志愿者”近日
正式面向公众亮相。此次活动于6
月1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共有
400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 近千名
学生进入复试。 经过综合评定，
200名学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科
技馆2024级“小小志愿者”。

“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中国科
技馆品牌教育活动之一， 注重激
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培
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志向，鼓
励和引导青少年在服务中学习、
在服务中成长。 自2007年创办至
今， 已有千余名小小志愿者在展
厅为观众服务， 深受广大青少年
和家长的欢迎。

十七年来，“小小志愿者”积
极参加中国科技馆各项重大活
动，部分优秀“小小志愿者”经过
选拔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参与
到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 科技馆

里的思政课、“红领巾 爱科学”主
题实践活动、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
场活动等多项重大科普活动中，
塑造了中国科技馆“小小志愿者”
的良好社会形象。

为进一步提升“小小志愿者”
志愿服务能力、 全面掌握展品知
识，中国科技馆精心策划了“小小
志愿者”岗前培训活动，邀请馆内
金牌辅导员及播音主持等专业教
师，开展礼仪形象与社交技巧、应
急处理与安全技能、展品科学课、
展厅讲解实践课、 球幕天文课及
研学采风实践课等课程， 全面打
造优质“小小志愿者”队伍。

经过岗前考核，200名 “小小
志愿者”全部具备上岗资格。为应
对暑期客流高峰， 整个8月份，小
志愿者们每天都将坚守在儿童科
学乐园为公众提供讲解服务，暑
期过后的周末和节假日， 观众会
在展厅看到小志愿者的身影。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近
日， 随着怀柔水库峰山口输水闸
缓缓开启， 水沿首都输水 “大动
脉” 流向昌平新城地表水厂， 标
志着怀柔水库通过京密引水渠首
次向昌平新城地表水厂试运行阶
段供水。

昌平新城地表水厂设计规模
为15万立方米每日，今年4月昌平
新城地表水厂开始试运行， 前期
已通过密云水库调蓄工程采用南
水北调水源试供水， 较上次供水
不同的是， 本次则采用怀柔水库
水源试供水。

据了解， 昌平新城地表水厂
是北京市第15座接纳 “南水” 的
水厂， 同时也是具备 “南水” 和
本地水双水源保障的水厂。 当密

云水库调蓄工程启动时， 昌平新
城地表水厂将通过京密引水渠反
向取用 “南水”， 当密云水库调
蓄工程停止运行时， 怀柔水库、
密云水库的本地水源将通过京密
引水渠正向为昌平新城地表水厂
供水， 昌平新城地表水厂将有双
水源保障， 供水安全系数将大幅
度提高。

多年来， 京密引水管理处一
直致力于怀柔水库、 京密引水渠
的水环境保护工作， 一方面通过
开展水源涵养林的日常养护，以
自然之力保护怀柔水库， 达到保
持水土、净水入库的目的；另一方
面实行封闭管理， 并以河长制为
抓手，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积极
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使库区水质长期保持在国家地表
水Ⅱ类标准。

通过一系列护水举措， 怀柔
水库在全市河湖水生态评价中均
位列前茅， 水生态状况良好， 生
物多样性丰富， 发现了游隼、 白
腹鹞、 鹗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
类和红嘴蓝鹊等北京市一级重点
保护鸟类， 2022年还出现了号称
“水中大熊猫” 的桃花水母， 进
一步印证了怀柔水库水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

下一步， 京密引水管理处将
持续做好防洪供水、工程管理、水
环境保护等工作， 密切与昌平新
城地表水厂等用水水厂联系，积
极配合水厂调试运行， 为后期正
式通水奠定坚实基础。

怀柔水库首次向昌平新城地表水厂试供水

首批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公布

【本市】03新闻202４年 ８月 ６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东城区红色序章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5处示范区上榜

通州将打造全市领先“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
本报讯 （记者 宗晓畅 ） 近

日，由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漷县
镇政府共同编制的 《漷县医药健
康 产 业 集 聚 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4年—2030年 ）》 （以下简称
《规划》）发布。 到2030年，漷县医
药健康产业集聚区基本形成 “一
核四区三园”的空间布局，初步建
成全市领先 “医药健康协同创新
谷”。

《规划》提出，到2030年，漷县
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力争取得显
著进展，特色显现，产业规模持续
扩大，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
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优势突
出； 专科特色服务、 医药辅助服
务、 综合健康服务三大医疗服务

产业初具雏形， 价值医疗领域优
势显现；合成生物、AI+医疗健康
两大领域形成突破。 基本建成以
龙头企业为带动、 创新能力强的
中小企业为支撑、 医研产协同发
展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基
本形成“一核四区三园”产业空间
布局，初步建成全市领先“医药健
康协同创新谷”。

记者了解到， 漷县医药健康
产业集聚区规划范围主要包括漷
县镇中心区组团和觅子店组团两
部分， 共计13平方公里， 其中中
心区组团总体规划面积10平方公
里， 觅子店组团总体规划面积3
平方公里。 其中， “一核” 即中
央活力区 （CAZ）， 重点发展商

务办公、 生活居住、 文娱休闲等
功能； “四区” 包括高端医药智
造区、 全程健康服务区、 未来拓
展区、 觅子店综合发展区； “三
园” 指一方健康谷、 益生祥明产
业园、 智汇中心产业园， 分别聚
焦基因技术 、 高端医疗器械 、
AI+医疗健康等领域。

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漷县医药健康产业集
聚区的规划与实施， 将为漷县乃
至北京市的医药健康产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有望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区域的产业
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也标志着漷
县医药健康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中国科技馆2024年度“小小志愿者”亮相

严严把把食食品品安安全全关关
近日， 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宁街道对辖区内餐饮单位夏季高风险食品原材料进行食品安全检

查。 检查中， 执法人员提示餐饮单位要定期查验货物， 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及变质的食品原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白如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
者昨天获悉 ， 回天地区吸引了
590家数字经济企业聚集， 为科
技人才创造就业机会。 目前， 已
吸纳就业5800余人， 成为回天地
区职住平衡的真实写照。

回龙观东大街一栋商业办公
综合体的前身， 是创立于2016年
的昌发展腾讯众创空间 ， 近两
年，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火热， 综
合体也逐步转型为昌发展AI加速
中心， 吸引了400余家企业入驻。
此外， 昌发展龙域中心自2017年
6月投入运营以来， 已吸引虚拟
现实、 智能硬件、 物联网、 人工
智能协作机器人等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 目前入驻企业130家， 中
心内就业3000余人。

AI加速中心、 龙域中心正是
回天地区利用数字人才聚集优
势， 不断打造数字经济产业聚集

区的缩影。 如今， 回天地区的产
业园区多点开花， 产城生态持续
优化。

昌发展科创中心近年来完成
从最初聚集科教产业到如今聚焦
人工智能 、 科技创新的定位转
型， 已吸引小牛电动、 芯象半导
体、 浩埔智能等科技企业入驻。
昌发展云集中心重点瞄准物联网
及信息产业方向， 已聚集数十家
高精尖企业。 昌发展天通科技园
开辟区域 “新消费、 新文娱” 产
业赛道 ， 已吸引80余家企业落
户。 昌发展云智中心重点聚焦智
能芯片 、 智能传感 、 服务机器
人、 智能终端等基础设施产业和
综合型大脑， 打造智慧城市产业
聚集区， 现已落地芯片、 大数据
服务等领域领军企业， 以及回天
“ 城 市 大 脑 ” 阶 段 性 建 设 成
果———“回天城市会客厅”。

回天地区590家数字经济企业吸纳就业5800余人

(上接第１版) 口腔医院迁建、 安
贞医院通州院区、 积水潭医院回
龙观院区二期已完工， 预计年底
前投用； 首儿所通州院区、 卫生
职业学院新院区、 市疾控中心迁
建等项目加快推进。 推动更多优
质基础教育资源向外布局， 黄城
根小学大兴西红门分校预计今年
完工； 黄城根小学房山分校、 育
才学校长阳分校落地房山长阳；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已实现开工，
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持续推进核心区降密提质， 围绕
白塔寺等重点区域完成申请式退
租1300户， 有力推动古都风貌恢
复和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完成14
家住宿业整治提升。

围绕 “七有” “五性” 着力
推进民生项目， 时时刻刻关注着
百姓的 “吃穿住行”。 完成全年
300个养老助餐点建设任务， 推
动中心城区符合条件的51家养老
驿站转型升级为可市场化运营的
社区餐厅， 增强养老助餐服务可
持续运营能力。 西直门商圈、 怀
柔新城商圈、 平谷万德福商圈等
实现 “焕新” 升级， 建设 “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 55个。 为切实改
善群众居住环境， 逾期未安置项
目有序推进， 其中东城望坛棚改
项目1300余户居民实现回迁安
置。 完成300余处地下空间 （人
防工程） 功能性恢复与再利用，
其中24处用于建设社区活动中

心、 物资储备等便民设施。 为改
善群众出行条件， 结合老旧厂房
和低效楼宇改造、 街区更新等深
入挖掘新建停车设施潜力空间，
中心城区通过新建和错时共享新
增停车位1.4万个 。 “北京静态
交通共享停车 ” 微信小程序上
线， 居民可通过线上平台根据需
要按次/月等多种方式， 在线办
理共享停车服务 。 海淀区创业
路、 通州区台湖西路完成绿化补
植、 路面修复等综合治理提升。

疏整促专项行动一直坚持创
新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工作路
径， 打好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组
合拳”。 加强街面交通秩序治理，
161个重点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
违法率实现下降； 占道经营按照
“动态清零” 工作思路， “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有效遏制夏
季占道经营问题反弹势。 重点站
区精细化治理和服务能力不断提
高 ， 北京站实现 “拆墙透景 ”，
优化整合广场警务设施4处， 重
新铺装广场地面4027平方米。 持
续夯实城市绿色 “基底”， 对一
年内无利用计划的苫盖绿网地块
开展 “揭网见绿 ” 506.81公顷 。
统筹抓好治理类街乡镇 “硬设
施” 和 “软治理” 能力双提升，
445项年度治理任务整体进度达
到59.3%， 其中59项已全部完成，
房山沁馥家园小区临电改造等一
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