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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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月28日，北 京 丰台（香

港）投资合作洽谈活动在香港

召开。据了解，香港是丰台区最

主要的境外投资方，港资企业

占比超40%，从外资资本规模

看，中国香港也是丰台外商投

资 企业外资注册资 金 累计投

入最多的地区。丰台结合本区

优势资源和“2+4+6”产业，有

针对性地推介丰台的投资环

境以及发展商机，加强与香港

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

高端产业的交流合作，释放出

强大投资信号，形成吸引港商

的“强磁场”。与会嘉宾纷纷表

示要抓住丰台发展机遇，助力

打造首都中心城区产业发展

的新增长极。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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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促集群企业合理布局促集群企业共同繁荣共同繁荣

丰台打造轨道交通智能控制产业集群
每天清晨，潮水般的人流从北京地铁9号线丰

台科技园站涌向附近鳞次栉比的写字楼。这里，是

位于北京丰台的总部基地，丰台区核心的经济增

长极，在这里，国内鼎鼎大名的轨道交通头部企业

云集。背靠这些通信信号、工程建设的“大树”，专

注于仿真及运维服务的“小草”也格外繁茂。

2013年成立的北京大象科技有限公司，就是

一棵“小草”，致力于数字化仿真技术研究和工程

应用，为轨道交通行业提供基于模型+数据驱动、

虚实融合的轨道交通智能仿真平台解决方案。

“我们是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于2021年落户丰台。”大象科技技术总监胡

巍巍告诉记者，轨道交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与核电、航天航空类似，信号控制系统的安全

完整性等级要求为最高等级SIL4级，系统设备之

间要协同，人和设备要交互，人与人之间要配合。

“设备控制系统交付用户前后，我们同步开发模

拟仿真系统，沉浸式还原实际运营场景，用于运

营人员的技能培训、应急演练，助力轨道交通安

全、高效运行。”

“产业链条全、创新引领强、国有民营错位

发展，是我们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三大特点。”丰

台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欣亚告诉记者，丰台

园企业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装备

研制和运维管理全环节，有轨道交通重点企业

160余家，收入规模连续八年突破千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超10%，2022年营业收入超2500亿元。

这些企业中，民营企业占44%，其中不乏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今年年初，丰台推出倍增计划和发展伙伴计

划，计划到2025年在轨道交通、航天航空、数字

经济等十大产业领域，吸纳100家链长单位，拓展

1000家发展伙伴。支持链长单位发挥头部优势，

通过研发协作、开放空间、场景应用等方式带领

中小微企业开拓市场，建立稳定的上下游产业链

专业协作配套体系。

“在丰台园4.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轨交领

域排头兵云集。”魏欣亚说，随着行业开放程度提

高，园区目标更明确，就是巩固原有优势，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和聚集作用，让大树下长得出

草。“让民营企业形成有益的补充，成为新兴的力

量，带动产业健康发展。”            （下转04版）

大树下长小草

图为北京中关村丰台园轨道交通产业钢簧自动化检测线。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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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在一线

勇于担当 履职尽责勇于担当 履职尽责
虞承波，视觉锋尚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

司总经理，是一名热爱丰台、扎根丰台的企业家。

现任北京市青联常委、丰台区政协常委、丰台区青

联副主席。先后荣获“第九届中国青年创业奖”、

“2018北京榜样”、2019年提名“中国好人榜”、

2023年“丰泽计划”发展潜力人才、连续六年“丰

台区优秀政协委员”等多项荣誉称号。个人先进

事迹多次被《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

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详见03版）

11月27日，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区内以妇儿患者为主的多家医院发现，医院统筹协调科室人员不断加大对儿科门诊的支

持，尽可能减少患者排队和等候时间。图为医生给儿童看病。（详见05版）                            原梓峰 摄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一把手访谈 区委农工委书记、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阳

探索乡村振兴丰台经验 推进智慧农业产业集聚发展
主持人：2023年丰台区发布倍增计划，打造高

质量发展沃土，农业农村多项重点任务纳入其中，请

问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陈阳：丰台区奋力实施“倍增计划”，多方聚

力撬动发展杠杆，农村地区更是坚定了倍增追赶

的决心和信念。丰台区将探索形成以城市更新和

城乡一体化为支撑的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加快推

动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当前，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丰台集体

发展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亟待突破“强村型”和

“分散式”的发展模式，构建起多元化的发展路

径。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制定出

台了《丰台区推动农村地区高质量倍增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年）》，生动展现三年发展

目标，以推进产业高效开放发展为主线、完善农

村集体监管服务体系为保障，明确智慧农业、产

业协同、城乡一体化、政策改革创新四个发力方

向，细化提出20项重点任务，将建设一批高水平

创新发展平台，盘活用好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深化“三农”领域改革，加快迈入“数字化、开

放化、平台化”发展阶段，提升农村发展能级。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以来，丰台在推动农村地区高

质量倍增发展方面，已取得哪些成效？

陈阳：三年行动计划是引导集体经济融入

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自实施以来，已交出三大

亮眼成绩单：

一是找准乡村赛道，产业实现连片发展。推

出“晓月丰花”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形成包含星

级园区、美丽休闲乡村、“北京优农”品牌、网红

打卡地、乡村美食、非遗体验、特色活动在内的发

展格局，打造乡村消费新热潮，2023年前三季度

接待1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4%，收入同比增长

44.9%。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乡村“聚才磁场”。加

强招商与企业服务，“唤醒”更多集体资源蝶变升

级。今年成功举办首次集体产业空间推介会，发布

9个项目，超80家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其中，泊寓·院

成寿寺项目，搭建了青年人才“生活+创业”空间，由

单一功能集体租赁房转化为“青年创业营”，让人才

“不请自来”，形成“营商环境吸引人才、人才再带

来更多优质项目入驻”的模式。       （下转03版）

编者按：产业链条全、创新引领强、国内最先进……提到中关村丰台园轨道交通产业集群，业内人士从不吝惜溢美之词。这个从总部基地起家、由龙头企业托举起的产业集群，凭着国有民

营企业错位发展的“一招鲜”，呈现出大中小企业共同繁荣，“大树”之下“草”青青的喜人景象。不久前，丰台区轨道交通智能控制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2023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这

个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工程建设领域全国最先进的产业集群，成为国家“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                                                                                   文/特约记者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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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今年前三季度

实现GDP1583.6亿元

同比增长6.3%
增速居城六区第二位

全区新设市场主体15850家
同比增长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