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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丰台篇章丰台篇章

丰台新增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丰台新增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主道路已基本恢复畅通 3 公里  重新铺设水电管线 3 公里、新增变压器 2 座主道路已基本恢复畅通 3 公里  重新铺设水电管线 3 公里、新增变压器 2 座

千灵山公园积极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千灵山公园积极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记者手记 因地制宜 变害为益因地制宜 变害为益

“大涝大灾之后，务必大建大治。”面对强降雨对千灵山造成的毁坏，王佐人集

思广益、因地制宜、自己动手、主动出击，第一时间展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们利用

山洪冲刷出来的沟壑打造景观水系，利用山洪冲刷下来的碎石回填塌陷区域，利用山

洪冲刷下来的淤泥回填补种树木……此举，减轻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工作量，提

升了千灵山景区的游览内容和服务品质，变废为宝、变害为益，一举多得。

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思路一变，眼前一亮，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千灵山景区的灾后恢复重建，让我们看到，原来问题还可以这么解决，工

作还可以这么推进，工作方法还有这么多……给我们留下很多启发和思考。记者感

叹王佐人的勤劳，感叹王佐人的智慧，感叹千灵山的蝶变。希望千灵山早日揭开“神

秘”面纱，重新回归市民群众的怀抱。

自然是天然资源，既能造福人类，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

第一位，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受140年来最大强降雨的影响，千灵山山体滑

坡30余处、泥石流5处、道路及基础冲毁4公里……满目疮痍，景区关闭，如

今千灵山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如何？时隔三个月，记者带着社会的关

切和百姓的关注再次来到千灵山，只见通往山门的道路已经正常通行，景

区被围挡拦住，里面机械轰鸣，工人忙忙碌碌，一派繁忙的景象。

走进千灵山，看到有的山体已经被绷钢砂网加固起来，头戴安全帽的

工人有的扛着方木、有的抬着模板，正在路边支盒子板，准备浇筑混凝土

加固路基。有的工人正开着机械车辆平整被冲毁的地面，有的工人搬着

石头砌墙，路边还有一堆堆的碎石和黑乎乎的淤泥，偶尔还能看到没有来

得及清理的巨大石块，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诉说着自己艰险的旅行……

千疮百孔、伤痕累累  千灵山景区仍然处于关闭阶段

8月2日，记者探访千灵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路上还有积水，道

路两边是被山洪冲刷出来的沟沟壑壑，还有倒伏的树木、路灯杆，有的树

被洪水剥得赤条条，几处地面被冲出一米来深的大坑，石块、树木、管线

堆积在山脚下和道路两边。7月29日20时至8月1日14时，全区累计平均降水

量291.8毫米，累计最大降水量在千灵山，为603毫米。丰台区累计降水量

8929.08万立方米，相当于6.37个西湖水量。   （下转03版）

连日来北京最低气温都在0℃以下，首都“菜

篮子”怎么样？11月12日，记者探访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这里的交易依旧火热，当日蔬菜上市

量2.15万吨。虽然南菜入市使得菜价进入上行区

间，但由于白菜、土豆等耐储菜大量上市，蔬菜加

权平均价每公斤2.6元左右，低于去年同期。

� （详见03版）

新发地市场蔬菜
日上市量超2万吨

本期精彩导读

11月10日，“走进丰台·国家森林城市�绽放

社区之美”公益活动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朝花

阁举办。活动上，“绽放社区之美”系列活动三

年成果—《邻里花园营建志愿者行动指南》

发布，助力更多社区用创森妙笔书写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

（详见03版）

丰台发布
邻里花园营建指南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丰台区园林绿化局

以创建花园式社区为切入点，推动属地政府、专

业部门、物业企业、社区、单位、居民六方融通，

共建、共管、共治、共享，使芳群园一区这个30多

年的老旧小区重焕新颜，成为主题教育的生动实

践案例。

芳群园一区，这个拥有美丽名字的小区坐落

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二环方庄街道，这里是北京市

首批规划的高标准配套住宅区，住在这里的居

民都引以为傲。但时过30年后，外墙渗漏、水管

锈蚀、电梯频坏、环境脏乱，昔日的花园也难逃

沦为老旧小区的命运，居民苦不堪言。2022年，芳

群园一区因投诉过多，成为丰台区接诉即办排名

靠后的重点社区、“每月一题”居住区绿地治理试

点小区。

为协助属地推进社区治理，丰台区委组织

部从区园林绿化局抽调治理书记派到了芳群园

一区。

（详见05版）

“融通式”治理
让老旧小区重焕新颜

本报讯（记者 李娜）11月1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关

于对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通过复核的第二批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进行公告的通知。记者从丰台区科

信局了解到，丰台区有20家企业入选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公告名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至56家。

据悉，目前，丰台区共有中小微企业15.2万家，其中科技类企业达

到4.5万家，占比最高；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分别为790余家、3400余

家和14.8万家。丰台区已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滚动发展、梯度培育格局。整体上看，丰台区专精

特新呈现稳步发展态势，企业创新性强、成长性好、经济贡献大。

今年成功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中安网脉于2006

年在丰台区成立，主要股东是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电

子科技学院。秉承“让信息更安全”的使命，致力于提供密码与信息

安全产品、信创工程实施、等级保护和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咨询

及整改服务，已成为中国密码与信息安全领域的“知名品牌”。

中安网脉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在丰台区成立发展17年，离不

开区政府的扶持和指导，作为商用密码链长单位，聚焦国家相关战

略任务，主动支撑丰台高品质国际化典范城区建设。公司注重科技

创新，专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通信等热点技

术研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前沿探索，目前已参与

国家行业十余项标准制定，取得百余项软件著作权与专利，荣获市

企业创新信用领跑企业、企业技术中心，2022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名牌企业等荣誉，已累计获得数百万奖励补贴。随着丰台区商

用密码行业不断壮大，利企政策不断完善，我公司有动力有信心更

好地助力区域密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支持区域中小企业发展，丰台区坚持不断完善扶持政策，持

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加强人才引进服务

力度，打造“丰帆行动”服务平台，及时为中小企业解读政策、提供

服务。目前，区内企业梯次培育成效显著，优质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中小企业获得支持不断增多，提升了企业发展动力，中小企业发展

示范基地数量与服务力量得到增强。

“在国内以专利数据为核心的科技信息大数据领域，八月瓜科

技是行业首家获此殊荣的公司，这是对八月瓜科技作为行业引领者

的鼓励和鞭策。”此次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八月瓜

科技董事长李长青说：“我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引导广大科研机构

和科研人员积极突破最新科研难题，高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

避免重复研发、低效研发的情况。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技术创新，在我国科技创新数据服务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打

造成在国际上具有高标准和专业化优势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据悉，八月瓜科技“基于大数据的科技情报检索分析系统”，首

创“中文检全球用大规模语料库构建方法”、实现“中文检全球”，

通过构建大规模专利图文数据集实现专利数据的图文检索等多项

成果都在国内科技信息大数据产业链中发挥着“补短板”的作用。

作为区内科技创新企业，多年来丰台区委、区政府及许多相关部门

对八月瓜科技在政策、资金、项目等多方面进行了支持，有效帮助企

业解决了创新发展中的一些难题。八月瓜科技将继续发挥在科技

创新支撑服务领域的优势，主动融入丰台区“倍增追赶、合作发展”

战略大局，为区内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创新赋能。

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安网脉和八月瓜科技，航天三发、鼎兴达等

20家企业也是今年新增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辖

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轨道交通、航天航空、智能制造等多

个领域，他们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核心力量，在丰台区加

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区科信局将进

一步加强市区联动，做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做好企业服务，

将各项惠企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好中小企业平台基地、促进会的作

用，支持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努力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护航蓄能。

丰台区共有中小微企业15.2万家15.2万家
其中科技类企业达到4.5万家4.5万家
中型企业790余家790余家；小型企业3400余家3400余家；

微型企业14.8万家14.8万家

千灵山景区仍处于关闭状态，工人们正忙于修复重建。�千灵山景区仍处于关闭状态，工人们正忙于修复重建。�赵智和 摄赵智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