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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抗战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丰台区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以英烈命名的学校的特

色，以创新实践构建起全方位的抗战精神传承体系，让爱国主
义教育在行走研学、课程浸润与家校社联动中焕发时代活力。

丰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品牌，“七大主题”实践体系串
联红色遗址等资源；联动高校与实践基地构建“大思政课”共
同体，30套示范教案让红色基因融入课堂；两所以英烈命名的
学校成为特色标杆。 （详见02—03版）

永定合声

80 后董事长成了科技副村长
走进云岗街道张家坟村智慧农业园，崭新的日光温室

里绿意盎然，番茄挂满枝头，黄瓜青翠欲滴。这个充满活力
的大棚里，活跃着一位特殊的“村长”——80 后的张士超。
他是鼎侬（北京）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过去一年，他的名片
上多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头衔：丰台区云岗街道张家坟村科
技副村长。

（详见07版）

本报讯（记者 姜欢）近日，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统计的 2025年全市大模

型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及金额双双领跑

全国，其中，丰台区表现亮眼，以中工

互联、英视睿达、知学云、凌云恒创等

为代表的企业累计斩获17个项目，中

标数量位居全市第二。

大模型赋能多领域
“智能专家”上线提质增效

精通水务的超级大脑如何形成？

AI技术如何推动污水处理行业的智能

化升级？传统水务运维行业的弊端怎

样化解？由中核环保有限公司发起、

中工互联（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

功中标的“同方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

务 AI大模型的构建与污水处理厂的

应用项目（污水厂厂长AI助手）”给出

了答案。

污水处理作为智慧水务的一个核

心研究领域，当前正走向生产智能化、

工艺装备化、设备集成化、监测数据化

和管理信息化的智慧化发展道路，而

传统水务运维行业依然存在污染物去

除效率预测精度较低、污水处理运营

成本较高、突发问题处理不科学、过度

依赖管理人员经验等问题。该项目以

大模型技术赋能污水处理为抓手，打

造了一个水务管理的“AI智能专家”，

构建“1+3+1+N”架构体系，为污水处理

厂提供高效、灵活的水务AI大模型平

台及应用解决方案。

据了解，该水务AI大模型应用将

水处理经验技术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对

污水处理厂污水池、水质化验分析、药

剂投放信息等进行采集，采用“预测大

模型+定制管控系统”，建立基于预测大

模型水处理精准管控，实现水质智能分

析、耗材管控等集中管理。同时，可以

结合实时传感器数据，预测水处理设备

的潜在故障，诊断运行不合理的应用，

水务智能体参与的监控预警还可以24

小时进行监控，做到更及时的事故预警

发现，避免更多的严重生产事故，极大

地保障生产的稳定可靠。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充分

利用大模型技术来实现水务行业的智

能升级和产业革新。大模型可以收集

并学习海量水质、供水管网等领域数

据，实现水务系统的智能监测、运行优

化、故障预测等。这将显著提升水务

系统的经济性、自动化水平和管理效

率，促进产业升级，实现降本增效。”中

工互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记者走进北京英视睿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展示中心，巨大的电子屏

上实时显示着丰台区河流水质监测数

据。“传统监测只能告诉你水质是否超

标，而我们的系统能分析出污染来源

和扩散趋势。”英视睿达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道。

除中工互联外，同样中标水务相

关项目的英视睿达依托海量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自研生态环境大模型智能

引擎，支持超过1000种生态环境问答

场景、可一键生成超20种专属分析图

表和专业报告，在环境监测、数据分

析、政策建议及提升环境监管效率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转 04 版）

● 2025 年全市大模型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及

金额双双领跑全国，丰台区中标数量位居全市第二
● 丰台区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业，涌现150余

家人工智能企业

● 2024 年产业营收超 170 亿元，各项垂

类应用大模型约 20 项，覆盖了工业制造、交通、医

疗、科研等多个领域

当剧场灯光在商场转角亮起，当百年戏楼的

唱腔与咖啡香气交织，当博物馆展厅化为沉浸式

戏剧的舞台，艺术正以谦逊而鲜活的姿态，汇入

城市生活的汩汩川流。作为打破传统边界的文

化载体，演艺新空间正悄然重塑着人与艺术相遇

的方式，为城市文化土壤注入蓬勃生机。那么，

演艺新空间应当“新”在哪？

新在空间重构，让艺术与城市生活共呼吸。

演艺新空间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多元的空间

格局。在丰台，已连续举办八届的中国戏曲文化

周，将传统戏曲突破镜框式舞台的束缚，在园博

园的园林空间里进行实景呈现，为观众带来“步

步皆景、处处皆戏”的观演体验。空间重构不仅

是物理距离的拉近，更是文化对城市的深度浸

润，不仅可以在园林，还可以利用商业综合体、文

创园区等各类空间，将艺术嵌入城市的日常肌

理，以“去中心化”的布局，使艺术真正从殿堂走

向街巷。

新在美学重构，找到传统与当代美学的最大

“公约数”。北京隆福寺的“戏曲盲盒”快闪店将传

统盔头转化为潮玩手办，消费者购买后可扫码观

看背后的戏曲故事；上海豫园的“戏曲美妆实验

室”推出基于脸谱色彩的彩妆系列，旦角的胭脂色

号与现代美妆教程形成奇妙联动。丰台已有方

庄文化艺术中心、马家堡文化活动中心等成功实

践，可以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街镇，引入专业创

作团队与先锋艺术力量，将传统艺术元素解构重

组，以演艺新空间为载体，打造具有鲜明时代印记

的沉浸式戏剧、互动式曲艺秀等全新演艺形态。

新在业态重构，激活城市空间的“乘数效

应”。演艺新空间的发展潜力，在于其突破单一

功能的复合业态。在焕然一新的长辛店老镇中，

1.8 万平方米的长辛店国潮时尚街区成为文商旅

融合新地标，不仅可以观演，还可以逛老街、品美

食、买文创、学非遗技艺，全面激活消费新动能。

不久前惊艳亮相的凉水河石榴庄示范段，打造了

独具特色的滨水演艺新空间，成为融合林间休

闲、水上运动、艺文市集的“全时段微度假目的

地”。此外，还可以探索将博物馆打造为演艺新

空间的良好载体，开发沉浸式主题演艺，将文物

故事转化为互动艺术，同步配套文创消费场景，

构建“观演+体验+购物”的复合业态。

演艺新空间既是艺术贴近生活的桥梁，也是

产业融合发展的纽带。未来，要更加注重发挥演

艺新空间的独特作用，为凝聚城市人气、激发区

域活力、引领消费升级注入更多新动能。

演艺新空间
应该“新”在哪

森林环绕、绿道贯通、湿地滋

养、公园星布……在首都北京，丰

台区正奏响一曲花园城市建设的

美妙乐章。

花园城市建设是关系城市发

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近年

来，北京市丰台区坚持以生态文

明理念为引领，把建设美丽丰台

摆在突出位置，各项绿化指标均

已出色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和高颜值

城市环境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特色之路。

推开丰台居民的窗，绿意如

潮涌入眼帘。这片有着 800 年花

卉栽培史的北京“花乡”，正以一

场名为“花园城市”的深刻实践，

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一条生

态与发展共生共荣的新路径。

近日，人民网“行进中国”北京

调研采访团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专

访了丰台区委常委、副区长尹航。

从政府“独角戏”到社会“大

合唱”，从追求绿量到提升品质，

从打造景观到满足需求……尹航

讲述了丰台区如何绘就“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四季有花”的生态

长卷，以及建设“京南锦绣花城”

的蓝图与路径。

当北京“花乡”绽放时代新韵，

当绿水青山化为发展动能，丰台的

花园城市实践，正为“美丽中国”写

下生动注脚——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人与自然在此和谐共鸣。

（人民网“行进中国”北京调
研采访团）

（扫码观看
视频报道）

央媒 丰台看 京南有座锦绣花城京南有座锦绣花城

大模型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居全市第二

丰台人工智能企业展现强劲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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