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记者 朱冠安）作为首都功能
的拓展区、中心城区的增长带、城南发展的新引
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丰台区如何在
不断延续的传承中获得突破发展？如何实现在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定位？如何达成“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城市安定宜居，人民安居乐
业”目标？近日，丰台区委书记王少峰做客央广
网，就上述话题进行深入解读。

王少峰表示，今年丰台区将持续深化“倍增
追赶、合作发展”计划，建设宜学、宜居、宜业、宜
游的文旅城区，全力打造承载首都功能的战略高
地和首都前院、城市门户、文化客厅、生态屏障。

去年倍增追赶达到预期目标
第二届大会正在筹备中

2023年，丰台区举办“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丰
台大会”，吹响高质量发展冲锋号。王少峰表
示，作为北京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台区
距离全市第一梯队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提出了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计划。丰台区将北上广
深等全国发达地区作为学习榜样和追赶目标，
希望通过向标兵学习，加快赶上第一梯队步伐，
带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调动了丰台区各方的积
极性。“从去年的具体指标来看，整体发展实现
了预期目标。”王少峰介绍，2023年丰台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187.5亿元，同比增长6.5%；区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155.8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居中心城区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实现 1361.3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 7.9万元，
同比增长6.7%，增速居中心城区第一。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深化倍增
追赶合作发展，将它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王少峰透露，丰台区正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第二届倍增追赶合作发展大会。计划通过
几年努力，实现合作伙伴超千家、链长单位达到
百家，共同建设和发展丰台。

融入更多文化元素
打造园林式高端产业功能区

三环里新城看丽泽。作为新兴金融产业集
聚区、首都金融改革试验区，近年来丽泽金融商
务区主动承接金融街、北京商务中心区配套辐
射，锚定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产业金融、绿色金
融四大方向加速发展。到 2023年末，累计释放
产业空间 207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1128家，金
融、科技、商务服务类企业占比 90%以上，“金
融+科技”生态体系逐渐完善。

“丽泽金融商务区是一个以新兴金融为主
导，以科技创新和现代商务为支撑的现代化金
融商务区，也是一座完全定制化的园林式高端
产业功能区。”王少峰介绍，目前南区已初具规

模，北区已完成规划编制，下一步将陆续开发建
设。商务区的功能尽可能融入更多文化元素。
比如，将中国戏曲学院完整地保留在区域内，正
在加快推进金中都城遗址公园建设。

王少峰透露，下一步将在丽泽金融商务区
建设艺术中心、音乐厅、文化交流中心等文化场
所，在周边配套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和人才公寓，
吸引更多年轻人、国际化人才过来创业。与此
同时，将根据机构和市民需求，建设配套教育和
医疗设施。

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内，一座充满设计感和
科技感的“一站五轨”航站楼呼之欲出。王少峰
介绍，正在建设的丽泽城市航站楼，连接大兴国
际机场和雄安新区，是北京城市交通的重要节
点。航站楼建成后，从丽泽金融商务区到大兴
国际机场仅需 20分钟，到雄安新区只需 50分
钟，将成为北京市重要的轨道微中心和“轨道上
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丽泽城市航站楼
建设，尽快投入使用。”王少峰表示，未来丰台区
将形成三座高铁站、两座城市航站楼的超级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示范区，
将对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特别是南部地区
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丰台施展才华

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
构筑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2023年 12月，丰
台区发布《丰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保
障行动计划》，全区“一盘棋”布局招才引智工
作，构筑人才制度优势。

“丰台区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本
地人力资源优势，还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丰台
发展。”王少峰介绍，南中轴地区正在打造国际
人才港，建设人才客厅。全市首个“京津冀青创
营”在丰台东铁匠营街道开营，为青年人创新创
业提供平台。“欢迎京津冀优秀青年人才在丰台
找到合适工作，找到自己创新的舞台，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丰台靠什么吸引年轻优秀人才？王少峰表
示，首先需要创业和创新机遇。丰台区正在加
快产业发展，打造重点功能区，优化生态环境。
另外要办好教育，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更加优
质的环境。

王少峰介绍，丰台区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推出了教育强基工程，主要聚焦于基础教育
领域，办好丰台一小、五小和北京十二中、十八
中等原有学校，同时也引进人大附中、北京实验
中学、十一学校等海淀、西城名校，实现优势教
育资源的强强联合。

在学前教育方面，丰台区主要采取了区教

委直接办园和鼓励社会单位办园两种方式，同
时要求各街镇结合社区服务，加强配套公共设
施建设，目前丰台区幼儿园普惠程度已实现
100%。

在医疗方面，丰台区内有北京天坛医院、北
京口腔医院、北京电力医院，航天 711医院、731
医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改造后的丰台医院已经
开诊。接下来，26个街镇要实现社区医疗服务
中心的全覆盖，有条件的社区和村还要建立社
区卫生服务站。

在养老方面，丰台区每个街镇将建立养老
照料中心，通过社区养老支持居家养老。与
此同时，鼓励社会机构建设集中养老设施，比
如养老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形成既满足特
殊老人需求，又解决一般家庭需要的养老服
务体系。

打造“博物馆之城”
推荐“Citywalk”路线

在文旅建设方面，王少峰重点介绍了“宛平
博物馆之城”。宛平城作为离北京老城区最近
的卫城，已有380多年的历史。丰台区结合北京
市文化中心建设及博物馆之城建设的要求，以

“何以宛平，这里最北京”为主题，计划将宛平城
打造成为一座“博物馆之城”，成为卢沟桥畔的
文化新地标。

据介绍，“宛平博物馆之城”将充分发掘宛
平城的卫城文化、水利文化、红色文化、生态园
林文化、工业文化、交通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
和内涵，未来将有一批专业博物馆陆续落地。
与此同时，北京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区的一些
因为受规模体量限制容纳不了的小众、专业性
博物馆将移植到宛平城，进一步丰富宛平城的
内涵。

丰台区文旅资源丰富，万年的永定河、3000
年的莲花池和870年的金中都，独特的历史文化
和自然禀赋夯实了城市底蕴。王少峰表示，在全
区文旅发展规划中，丰台区将着力把文旅资源融
入市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让千灵山、北宫
森林公园、园博园、永定河、花乡、南苑森林公园
等景区自然地镶嵌在城区中，融入市民日常生
活，建设宜学、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城区。

在访谈中，王少峰分享了他的一次难忘的
骑行经历。他从千灵山出发，沿着永定河西绿
色廊道，经“九省御道”，从卢沟桥南路进入西三
环，然后沿着三环一直骑行到方庄地区，路线总
长约40公里，边走边看风景。

王少峰还向网友推荐了几条“Citywalk”线
路。比如，从广渠门向西南经宛平城、卢沟桥、
长辛店，最终到房山的明清“九省御道”；从门头
沟经过丰台到大兴、房山的永定河绿色廊道；环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城市绿道。

建设宜学、宜居、宜业、宜游的文旅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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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付善元）4 月
8 日 ，区 委 书 记
王少峰带队走访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 北 京 天 坛 医
院 ，深 入 了 解 天
坛医院在神经影
像 研 究 、国 家 神
经系统疾病信息
平 台 建 设 、人 工
智能在医疗科学
应用方面的最新
成果和科技创新
成 果 转 化 工 作 ，
并 召 开 座 谈 会 。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
党 委 书 记 岳 小
林，党委副书记、
院 长 王 拥 军 ，区
委副书记底志欣
出席。

座 谈 会 上 ，
院方介绍了天坛
医院科技创新体
系 建 设 工 作 情
况 。 近 年 来 ，天
坛医院统筹推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
实施了一系列激
励 措 施 ，建 立 了
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流程和服务体
系 ，形 成 了 完 善
的 审 批 决 策 、收
益分配等制度机
制。作为北京市
首批医学科技创
新与成果转化改
革 试 点 医 院 之
一 ，天 坛 医 院 选
取的 4 个试点项
目 均 快 速 推 进 ，
并孵化形成了成
果转化公司。

交流中，王少峰
不时询问院方需求，讲解了丰台区区
位优势和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他
指出，丰台区拥有鼎业产业园、慧谷国
际（四合庄）、人才大厦、西宸广场等
一系列高标准的产业空间，要统筹好
医院发展需求和丰台区空间资源，全
面 梳 理 天 坛 医 院 及 其 周 边 的 空 间 资
源，并与医院发展需求相匹配，形成合
力，以推进医工产业园区建设为目标，
为天坛医院及其合作伙伴提供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创新平台。要统筹好医院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和丰台区大健康产
业发展，全面梳理丰台区已有医疗健
康资源，对接天坛医院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协同推动生物医药项目和企业
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
丰台区医疗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要
统筹好医院科技创新和丰台区扶持政
策，为与天坛医院深度合作的初创及
大 中 型 企 业 提 供 研 发 资 金 补 贴 和 奖
励，通过丰台联合基金支持企业与天
坛医院共建创新平台，支持天坛医院
强化创新优势，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要统筹好医院人才建设和丰台区
资源优势，将住房、教育等优惠政策配
置于医工产业园区发展上，保障医学
人才专注于科研和创新工作，同时利
用区内资源优势帮助医院挖掘顶尖人
才，促进天坛医院科技创新可持续发
展。双方要统筹建立工作机制，建立
医工产业园区联合筹备办公室，全面
梳理问题并逐一解决，实行挂图作战、
对表推进，共同推进丰台区医疗健康
产业的发展。

区领导崔旭龙、郭晓一、武凯，中
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任赵春丽及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王少峰做客央广网时表示

丰台科技园丰台科技园。。路远路远 摄摄

居民们坐在新增的休闲座椅上居民们坐在新增的休闲座椅上
晒着太阳晒着太阳、、聊着家常聊着家常。。林瑶林瑶 摄摄

丰台区推出教育强基工程丰台区推出教育强基工程。。
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宛平博物馆之城宛平博物馆之城””开城开城。。
丰台区委宣传部供图丰台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一铁锹一铁锹清淤
清渣 7万立方米、一扫帚一扫帚清扫登山步道
4500米、一块砖一块砖砌成了2000米长的仿古
挡水墙……受140年来最大强降雨影响的千灵
山公园积极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各项
工程推进顺利，三公里水系基础正在施工中，首
条自然景观大道和灯光水系将与游客邂逅。

记者了解到，2023年 7月 29日 20时至 8月
1日 14时，全区累计最大降水量在千灵山，为
603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千灵山公园内造成
山体滑坡30余处、泥石流5处；道路及基础冲毁
达 4公里，宽 4.5米；3台变压器被埋损毁；8000
米高压电线路、5000米电缆损毁；500平方米房
屋损毁、倒塌；5000平方米房屋进水及淤泥，需
清理；22处景点不同程度损毁；宽 1.5米登山台
阶道路损毁 2950米；5930立方米护坡、挡墙倒
塌……基础建设损毁严重，导致景区关闭至今。

记者在景区看到，拦路的巨石已经被移开，
受损的山体已经加固，登山步道上的碎石淤泥

已经清理，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千灵山正在恢
复本来的面貌。现场，有的工人正在补植补栽
树木，有的工人正在水系内铺设鹅卵石，有的工
人正在清扫登山步道，一派繁忙景象。

“受灾以后，我们积极推动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在各方支持下，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千
灵山公园负责人说，截至目前，恢复变压器 3
个、高压电线路 8000米、电缆 5000米；完成补
种补植树木 80亩；完成弱电监控、网线、广播
系统 9000 米；完成园区内清渣清淤 7 万立方
米；完成景观大道 1600 米基础、仿古挡水墙
1600米；景观道路水系提升恢复和索道下站台
阶、灯光、山门处基础正在施工建设中。

在景区恢复重建施工中，为了降低水毁
造成的景区修复难度、减少施工量，顺应自
然、因地制宜，利用山洪冲下的落石对冲毁
的地面进行回填，利用山洪冲下的鹅卵石铺
设水系，利用清理的淤泥回填补植树木。在
原景区“牌楼入口至山门”景观大道，依托水

毁形成的地形地貌沿途修建一条自然景观
水系。

“施工中，我们保留水毁形成的山石裸露景
观，整条水系蜿蜒曲折，完成后水系自上而下循
环流动，我们还修建了高度适宜的挡水坝和仿
古挡水墙，景观水系在雨季汛期还具备防洪排
水防灾功能。”千灵山公园负责人说，从千灵山
入口至山门三公里水系，是景区首条自然景观
大道，后期在龙王庙大道两侧增加灯光水系，打
造一处夜景休闲健康步道，为游客假日休闲、亲
子娱乐提供别样的旅游新体验。

王佐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前各相关
部门将对缆车索道进行安全检查，如完全符合
运营条件可试营业。千灵山索道全长1869米，
落差达到395米，28分钟即可登上顶峰海拔699
米的“北京西南第一崇山”。千灵山风景区是集
自然和人文景观于一身，以佛教洞窟为特色的
著名风景区，是人们休闲健身和探幽览胜的理
想去处。

千灵山公园将利用水毁地势
打造三公里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