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增强辖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 近日， 顺义区胜利街道建北二社区举办 “‘以物换物， ‘换’
醒低碳生活’ 垃圾分类旧物换好礼” 活动。 社区居民用日常生活中收
集的旧衣服、 旧书报兑换生活用品， 既环保又学习到了更多垃圾分类
知识， 受到社区居民的好评。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闫兆松 摄影报道

““换换””醒醒低低碳碳新新生生活活

【特写】

□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 记者从 “迎接新中国
成立75周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获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
下简称经开区） 紧紧围绕国家战
略，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以产
业集群化发展为核心， 聚力建设
四大国家战略任务产业集群，持
续壮大四大主导产业和六大未来
产业，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加快构筑高水平人
才建设高地， 因地制宜打造新质
生产力产业创新示范区。

聚力建设四大国家战略
任务产业集群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
开区以落实国家战略为目标， 以
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 聚力建设
四大国家战略任务产业集群。

具体来说， 一是打造全国集
成电路产业高地 ， 2024年上半
年， 中芯京城、 长鑫集电产能提
升一倍以上， 集成电路装备规模
稳居全国首位， 全产业链产值实
现428亿元， 同比增长48.5%。 二
是加速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建设 ， 已完成3.0阶段相关建
设目标任务， 正在推进600平方
公里全覆盖， 车路云一体化 “中
国方案” 不断验证推广。 三是提
升国家信创基地集聚效能， 新落
地中国通用大数据、 中兴北方总
部、 雄帝北方总部等47个项目，
企业落地数和产出贡献增长率同
比均增长超30%， 建成国内自主
可控度最高的 “CPU+操作系
统+数据库” 安全底座。 四是打
造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和全域人
工智能之城， 投用人工智能训练
基地， 推动全市首个大规模存储
数据中心转型为算力中心， 智算
总规模达5000P， 率先落地监管
沙盒机制， 汇聚25家企业30余个
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

持续壮大四大主导产业
和六大未来产业

在四大主导产业方面， 做优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巩固新型
显示产业优势， 支持京东方建设
中国大陆首条高世代液晶面板生

产线 (8.5代线 )， 带动冠捷 、 康
宁、 法国液化空气等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集群化发展。

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聚
焦智能化、 网联化、 电动化发展
趋势， 形成以北京奔驰为龙头的
高端汽车产业体系， 以小米汽车
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和
以国汽智联为引领的智能网联产
业体系。

打造生物医药创新产业高
地， 坚持大平台、 大品种、 大生
态发展， 聚集全产业链企业4900
余家， 保障国家药监局六大中心
落地， 积极布局细胞基因治疗和
高端医疗装备智造两大战略领域
产业链。

壮大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
规模， 落实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
创新中心建设任务， 承接100亿
元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落地， 打造
蚂蚁工场、 江丰精加工中心等平
台， 累计集聚规模以上智能制造
企业113家， 数量居全市第一。

在未来产业方面， 打造空天
街区， 构建星箭一体发展格局；
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人形机器人母
平台 “天工”， 攻克 “拟人奔跑”
这一人形机器人研发面临的世界
性难题； 举办合成生物学技术创
新论坛， 启用合成生物制造公共
技术平台； 吸引国际知名技术转
移机构史太白、 英国P4落户等。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 经开区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企业满
意度和获得感， 一大批新产业新
业态快速成长。

围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打
造高水平专业化产业组织体系，
创新 “科技产业统筹部门+产业
局+产业专班+平台公司+要素支
撑” 工作机制， 在全市率先设立
信息技术、 生物和健康、 智能制
造、 汽车和新能源、 自动驾驶以
及集成电路等6个产业局。 同时，
加强制度创新， 14项 “两区” 建
设案例在全国推广， 颁出全国首
张热食类餐饮机器人食品经营许
可证， 全市率先试行对进口医疗

器械进行符合性验证检验监管。
深化土地精细化管理改革 ，

构建 “50年国家战略项目+20年
弹性出让+先租后让+标准厂房
出租出售+工业用地城市更新 ”
五级供地体系。

强化金融赋能实体经济， 建
立 “产业升级基金+科创基金+
种子基金+人才基金+市场化子
基金” 百亿产业基金体系， 发挥
亦庄国投在投在管千亿基金规模
优势， 分批组织银团新增万亿元
授信支持实体经济， 首批4家银
行已签约， 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金融活水。

加快构筑高水平人才建
设高地

聚焦年轻人和产业人才需
求， 经开区不断提升人才吸引力
和吸附力 ， 扎实推动生产 、 生
活、 生态融合发展， 促进经开区
发展从 “产城人” 向 “人城产”
转变。

在政策环境方面， 经开区发
布了 “人才十条 ” 2.0版政策 ，
支持用人单位自主认定人才， 吸
引聚集各类人才超过40万人， 累
计认定亦城人才4100余名， 形成
了以百名顶尖、 杰出人才， 千名
行业领军人才， 万名青年科技人
才和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人才雁
阵。 同时， 构建更加宜业的产业
环境， 打造从孵化培育、 成长扶
持到推动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体系， 市级以上研发机构超420
家 ， 形成 “小巨人———专精特
新———创新型中小企业 ” 梯队 ，
目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为
918家 ， 其中国家级专精 特 新
“小巨人” 企业数量154家。

此外， 构建更加宜居的生活
环境， 加快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
开工， 推进北京二中东校区、 北
京小学分校、 北京八中分校、 六
大中心配套学校等7个中小学建
设， 今年新增中小学学位4400余
个。 强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共
投入人才房2.5万套 。 建设绿色
花园城市， 推动凉水河、 通明湖
城市休闲水系建设， 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吸引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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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日前，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在法国里昂举办。 中国代表团在
全部59个项目中共获得了36枚金
牌、 9枚银牌、 4枚铜牌和8个优
胜奖， 位居金牌榜、 奖牌榜和团
体总分首位。 其中， 北京市派出
3名选手， 分别代表我国参加机
电一体化、 珠宝加工两个项目的
角逐， 勇夺两个项目的金牌， 展
现出首都技能青年高超的技能水
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北京市的
7个集训主基地项目也取得了5金
1银1优胜的优异成绩， 这是本市
在世界技能大赛舞台上取得的最
好成绩。

珠宝加工项目冠军、 来自北
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校的张宇鹏
以拉开第2名17分的优势拿到了
金牌。 “在整个比赛中， 第二天
的比赛是最难的， 要求珠宝加工
的工艺是最复杂的， 工作量也特

别大。 当时， 一共有16个国家的
选手参赛， 但只有我完成了， 也
让我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这也证
明了我们国家在珠宝设计和加工
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来自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的
潘朝阳、 罗自立获得了机电一体
化项目冠军。 潘朝阳说：“能够与
全球最优秀的技能人才交流切
磋，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参加世
界大赛，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成
为世界顶级的技术技能人才，不
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 更要具
备国际化的视野。 ”

在本届大赛备赛过程中， 北
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选手所在学校， 与集训基地积极
沟通， 科学制定训练方案， 加强
选手专业技能、 体能、 英语读写
和交流能力、 应变能力和自我管
理能力， 关注选手心理状况， 模

拟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
况， 着重强化选手抗压能力和技
能水平稳定性相关训练， 为选手
参赛提供全力支持保障。

近年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 目前
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54.44万
人， 其中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
才达到120.62万人， 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人才比例超过34%。 已建
成17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 76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和152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
全市共有中华技能大奖5人， 全
国技术能手85人， 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人员103人 ， 北京市
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172人
和享受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
人员743人。

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产业创新示范区

北京刷新世界技能大赛历史成绩

近日， 丰台区北宫镇第21届
大枣文化节举办 ， 此次活动以
“北宫秋色枣香浓 古韵今辉庆丰
登” 为主题， 在鲜枣成熟时节，
集中展示长辛店白枣 、 冬枣 、
尖枣等优质果品， 让市民群众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同
时， 通过大枣主题文化的互动体
验， 让市民群众沉浸式了解中国
传统节气和非遗文化， 促进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大枣文化节期间， 北宫镇精
心策划了以 “金秋九月 百枣飘
香” 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惠民演出
季活动， 在此期间， 邀请北京奇
幻森林魔术剧团、 中国木偶艺术
剧院 、 老舍茶馆皮影团 、 国家
大 剧 院 等 演 出 团 队 以 及 辖 区
百 姓大舞台群众性文艺团队轮
流上演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展
现魅力北宫风采， 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

丰台区开展 “学子回家” 系
列活动以来， 北宫镇通过实施人

才 “雁阵计划”， 深化校地合作，
为李家峪村聘用了北京林业大学
青年骨干作为科技副村长， 为推
进村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活动当天， 一面印有北宫镇 “青
山” 志愿服务队的旗帜正式交到
了年轻 “雏雁” 的手上。 “我们
每个人都认管了一棵枣树， 给它
们起了名字， 亲手设计了科普标
识牌。 未来， 我们将与这些枣树
共同成长， 积极参与科普研学、
生态保护、 文明建设等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为家乡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活动现场， 举办丰台区北宫
镇与山东省乐陵市合作签约仪
式， 发布了两地合作共建计划，
将在产业升级、 文旅发展、 人才
交流等方面进行多层次、 全方位
合作， 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 激
活农文旅体商的交流与发展， 实
现两地政企协作、 跨区域资源整
合， 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区北宫镇第21届大枣文化节举办

近日，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圆明园遗址管理处、 北京考古学
会在圆明园文源阁遗址共同举办
“北京考古·走进圆明园” 考古工
地公众开放日活动。 开放日活动
以 “北京考古·走进圆明园” 为
主题， 邀请20名市民、 学生走进
考古发掘现场， 与考古专家面对
面， 实地察看考古流程、 观摩考
古发现、 领略考古魅力。 本次考
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是2024年
北京市全国科普日暨第14届北京
科学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
2024北京公众考古季系列活动之
一。

文源阁遗址位于圆明园西北
部， 雍正时为四达亭， 乾隆四十
年 （1775年） 改建成文源阁， 是
一处以皇家藏书楼为主体的园林

景观 ， 主要用于收藏 《四库全
书》 等。 为配合文源阁遗址保护
展示项目，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
8月26日起，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联合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开始对
文源阁遗址局部开展考古发掘工
作， 拟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目
前 ， 已发掘出宫门 、 御路 、 河
道、 排水设施、 蹬道等遗迹。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从2015年
开始开放圆明园考古工地， 通过
现场观摩 、 专业讲解 、 模拟考
古、 发掘直播等多种形式主动向
公众展现考古工作过程和成果，
打造 “北京考古 ” 公众考古品
牌。 本年度的文源阁遗址考古发
掘工地将全程向社会开放， 市民
游客可观摩考古现场， 预计将持
续到10月底。

□本报记者 盛丽

走进考古现场 领略考古魅力

以枣为媒 共促发展

“北京考古·走进圆明园”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举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力建设四大国家战略任务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