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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28 日电（记者齐雷
杰、张骁）去年底，连通河北廊坊大厂回族自
治县和北京通州区的厂通路，在京冀两地同
步开工建设。这条路按照一体化设计、建设、
管理的新模式推进，预计 2024 年竣工。
　　“厂通路通车后，大厂回族自治县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核心区距离将缩短约 4 公里，为
群众往返两地提供更多选择。”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这是廊坊北三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
县、香河县）与北京通州区加快交通互联互通
的一个缩影。作为河北最大的“飞地”，北三县
与通州区只有一河相隔。聚焦北京“摆不下、
离不开、走不远”的功能和产业，北三县主动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交通、产业、公共
服务等对接协作，携手通州打造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
　　畅通“主动脉”，打通“微循环”，北三县与
通州区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交通体
系，潮白河两岸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三河燕郊西出口立交枢纽通车；京冀首
条跨省市地铁——— 北京地铁平谷线建设有序

推进；串联通州区和北三县的京唐城际铁路
将于 2022 年建成；厂通路、三河神威北大
街、香河安石路和通宝路 4 条跨界骨干道
路，在京冀合力推进下均进入实质性实施阶
段，其中厂通路和安石路开工建设；北运河北
京段和廊坊段同步实现旅游通航；密涿高速
北延与京平高速对接工程今年将开工建
设……
　　交通“一张网”，推进产业“一盘棋”。
　　“公司去年 3 月签约，5 月投产，当年就
成为规上企业。”专显（河北）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剑波说，公司从北京搬到香河机器人
小镇后，拎包入住，快速投产。目前，香河机器
人小镇已签约企业 150 多家，逐步形成产业
链条不断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近年来，廊坊北三县与北京多次共同举
办项目推介洽谈会等招商引资活动，推动非
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协作。其中，2021 年两
地签约合作项目 82 个，总投资 877 亿元。中
冶总部基地、华海云谷云计算数据中心、国家
京剧院文旅融合产业化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

　　产业协作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引擎，也是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
鼻子”的关键。根据有关规划，廊坊明确了“科
创燕郊、智造三河、商务大厂、文旅香河”的县
域经济定位，积极构建“北京研发设计、廊坊
转化配套”的产业链协作新格局。
　　“这里区位优越、配套完善，适合高端材
料企业发展。”落户三河燕郊的有研稀土高技
术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三河打造
了兴远高科、谊安医疗等 27 个科创园，入驻
科技型企业 860 多家，来自北京的企业占 6
成以上。
　　大厂回族自治县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
创意产业园、数字经济总部商务区等产业项
目 80 多个，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数量持续增长。
　　未来，北三县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动北京科技资源
向北三县延伸。依托北京科创资源优势，北三县
将携手北京，共建燕郊北部科学城等平台，吸引
北京更多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构建分工
合理、上下游衔接的一体化现代产业体系。

　　三河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入住近
5000 名老人，95% 来自北京。香河大爱城吸引
了京津等地一批老人颐养天年。北京环卫、热
力、水务等“京标服务”加快覆盖北三县全域。
453 项高频便民事项、70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区域通办”……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积极推动
公共服务在北三县延伸布局，养老、教育、医疗
等领域协作日益深化。
　　潞河医院、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东直门医院
通州院区等医疗机构，与北三县医疗机构组建
医联体。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挂牌成立，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小学大厂校区项目有序推进，
北京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北三县。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桥头堡，将在首都都市圈建设中发挥引领
带动和支撑作用。我们将围绕实现‘统一规划、
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一体化发展目
标，协同联动，带动北三县发展，共同打造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通州区发改委协同科负
责人说。

交通连成“一张网”，推进产业“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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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日前，有不法分子非法销售假借我社
名义印刷的《新华每日电讯冬奥号外》。现
我社郑重声明：我社只推出过《新华每日电
讯冬奥号外》电子版，从未出版印刷发行纸
质版《新华每日电讯冬奥号外》。一切盗印
销售纸质版《新华每日电讯冬奥号外》的行
为均属侵权行为，均严重侵害我社合法权
益。我社对购买侵权产品所造成的损失及
其他后果概不负责。
  为维护合法权益，我社已对侵权行为
的相关证据收集固化，保留依法追究侵权
人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
  特此声明！

        《新华每日电讯》社 
         2022 年 3 月 1 日

本报记者庞梦霞

　　 2 月 27 日，带着 22 颗卫
星的“共享火箭”长征八号遥二
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升空。这次发射创下中国航天
一箭多星的最高纪录，也标志
着文昌航天发射场商业航天发
射首战告捷。
　　 22 颗一起“拼车”发射的
卫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
信息、海洋环境监测、森林防火
减灾等服务。这些卫星中，除了
中国首颗学生设计的微纳卫星

“启明星一号”，还有一颗比较
特别，那就是被称为“安溪铁观
音 一 号 ”的“吉 林 一 号 高 分
03D18 星”。
　　“安溪铁观音一号”由福
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政府
与中科星桥和长光卫星合作
发射，是福建省第一颗亚米
级地面分辨率的商业光学遥
感卫星，也是我国第一颗以
区 域 茶 叶 品 牌 冠 名 的 遥 感
卫星。
　　此次发射的“吉林一号高
分 03D18 星”，依托多种先进
成像技术，其分辨率已优于
0.75 米。
　　据研发人员介绍，“安溪铁
观音一号”能从高空轨道对茶
园内茶树的长势进行监测，并
进行病虫害监测、茶树生命周
期的质量溯源，为铁观音茶叶
品质、铁观音品牌“硬实力”提
供保障。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

“安溪铁观音一号”发射升空，
让不少网友感到新奇、自豪。
但对安溪茶农、茶产业而言，
这颗遥感卫星能够带来的，是
叫得响的品牌故事、看得见的
收入增长。
　　安溪被称为中国乌龙茶的
故乡，也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
发源地。
　　在安溪，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有 56% 来自茶业，“一
叶兴则百业兴”，茶业事关安
溪经济社会发展。安溪县结
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打造出了惠及几十万
安溪茶农的乌龙茶产业，更
走出了一条“以农促工”的发
展新路径。
　　乌龙茶产业的迅速成熟，更是带动了安溪
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印刷包装产业、茶
叶机械、食品加工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在安溪大
量崛起。短短数年间，安溪县的工业产值成倍
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
何促进安溪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安溪
铁观音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助力区域经济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了 安 溪 县 面 临 的 一 个 崭 新
课题。
　　 2020 年，安溪县出台《安溪县扶持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下一步要全
域范围打造“智慧茶园”，依托新技术进一步提
高茶园的种植水平，维持当地经济稳定高速
发展。
　　其中，在茶园管理、灾害预警、土地利用管
理、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作用突出的遥感监测
技术，是打造“智慧茶园”的重点。
　　 2020 年 8 月，全球商业遥感卫星地面接
收站福建站落户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这
一布局，提升了安溪县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吸引了一批高科技企
业、高质量项目入驻安溪产业园区，更对安溪
县卫星应用产业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安
溪铁观音一号”卫星研发与应用提供了支撑
平台。
　　如今，“安溪铁观音一号”发射升空，将为

“数字福建”战略支撑的安溪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
  535 公里高空之上，这颗卫星将注视着万
亩茶园，将安溪茶产业的数字化宣言带向全球，
让安溪铁观音“一杯好茶”的故事迎着数字时代
的东风，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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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 2 月 28 日电
（记者陈青冰、杨仕彦）2 月 26
日上午，暖阳洒在重庆市沙坪
坝区中心湾社区，一场以“在记
忆和未来对话的元宇宙”为主
题的社区规划艺术节正在此地
开展，为期 1 周。
　　在社区一家老式理发店门
口，69 岁的居民彭伯伯正在一
块展板面前，就着老物件和两
本《重庆特钢志》，为人们讲述
着社区往事。
　　“中心湾社区是重庆市特殊
钢厂以前的生活区，这里 90%
以上的居民是特钢职工及家属。
2005 年，特钢宣告破产后，中心
湾社区昔日繁华光景不再。”
　　此时，一个身穿粉色卫衣、
灰色运动裤的女生正在人群里
认真聆听。在听到彭伯伯提到
老楼排水不畅问题时，她马上
说：“彭伯伯，这个问题今年就
可以解决了。”
　　彭伯伯看到她后，眼前一
亮，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这是
我们社区规划师贺帅帅，她还
是牛津博士后。”
　　 2017 年，贺帅帅从英国牛
津大学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专业毕业后，选择投身一线工
作岗位，成为沙坪坝区引进的
13 名“沙磁英才”之一，主要服
务于区内重点项目规划。去年，
贺帅帅又作为重庆市首批 13
个社区规划师之一，以公益服
务的方式，对接中心湾社区，旨
在为社区探索新的更新模式。
　　拥有高学历的贺帅帅表示，
她不觉得自己做的事“屈才”，反
而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以前我的工作是为几平
方公里的区域做规划，而社区
在图纸里面，是很小的一个
点。”贺帅帅说，但是社区在居
民心中，是具体的、完整的、有
温度的区域，承载了很多年的
记忆与情感。

　　一年来，贺帅帅每周都会来社区和居民
聊天，“巡诊把脉”，不仅理清了社区“面子”和

“里子”各自存在的“疑难杂症”，还对社区的
历史了如指掌。在探索过程中，她发现，社区
规划师其实是多种身份的集成，既是群众意
见的倾听者、社区问题的发现者，还是多方诉
求的沟通者……
　　贺帅帅发现“特钢记忆”是社区更新的一
个重要抓手。在本次艺术节上，许多老物件、
老照片也成了重头戏。
　　今年 64 岁的李益品曾经是原重庆特钢
电视台的副台长，从小在中心湾社区长大，此
次回来探亲碰巧遇上艺术节。
　　看着艺术节上展出的老照片，喜爱摄影
的李益品特地拿出相机，将记忆里的场景一
张张拍摄下来。“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里，这些能唤起记忆的老照片太珍贵了。”李
益品指着其中一张游园会老照片说道，“过去
在春节期间，每个车间都会出节目，邀请大家
过去玩，灯火辉煌，特别热闹。”
　　除了“记忆”，贺帅帅也在思考“未来”。她
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交互技术，让每个人都可
以参与社区改造，增强用户体验。
　　贺帅帅认为，居民的自豪感、参与感、归属
感是社区更新成效的重要指标。而作为社区规
划师，她的目标就是通过适老化改造、美化环
境、唤起“特钢记忆”等方式提升这些指标。
　　今年，重庆市计划招募 200 多名社区规
划师，覆盖重庆 36 个区县，推动城市有机更
新，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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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陈尚营、刘方强、屈
彦）“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各种中餐西
餐的做法。”美国小伙卓文用流利的中文说
道，在他看来，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美食是非
常重要的一环。
　　卓文在 2021 年年底参加了黄山市举办
的徽菜美食嘉年华，他别出心裁，做了一道

“臭鳜鱼披萨”，不但做法独特，还很好吃，让
食客大呼过瘾。
　　说起这个创意，卓文说，单纯做臭鳜
鱼，他比不过大厨，也体现不了他外国人
的特点。于是他干脆剑走偏锋，把最知名
的徽菜和西方人普遍喜爱的披萨融合到
一起。
　　如果不是外国人的面孔，1990 年出生
的卓文就是一个爱说爱笑爱学做菜，还热爱
拍视频的“黄山人”。
　　卓文和黄山的情缘，开始于他的爱人邱
桐。“既然已经做了黄山女婿，就得和本地人
一样，做徽菜、吃徽菜，不然别人不会从心里
认可你的。”卓文说，未来他会继续在这里学
做徽菜。
　　最近一次在抖音“卓文的小食堂”上分
享的，是他正月十六到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溪头镇汪满田村学做一道当地的特色美食

“辣椒包”。

　　在当地村民汪琳的家里，卓文跟她学习
掏辣椒籽、剁肉馅，试着烧柴火灶，忙得满头
是汗。“做菜很有乐趣，特别是学习自己不会
做的地方特色菜。”卓文说。
　　除了学做菜，他还在这里体验了当地
的民俗活动“汪满田嬉鱼灯”。晚上九点多
钟，村庄里热闹非凡，大小鱼灯穿梭。熙攘
的人群中，卓文接过村民手中的鼓槌，开始
敲鼓。
　　鞭炮声在四周不断响起，绚丽的烟花在
夜空绽放，来来往往的村民、游客沉浸其中，
丝毫不觉得夜已深。卓文感叹：“这种活动太
有凝聚力，太有意思了！”
　　卓文与中国的渊源，要从 2006 年说
起，当时 16 岁的卓文第一次跟随妈妈到
中国。
　　虽然那次在中国只生活了一个月，但他
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孕育
出的人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卓文这个
中文名，也是那次来中国时，一位中国的小伙
伴给他取的。在那之后，他就产生了要再来中
国的念头。“这个想法像个小火苗，把我的世
界照得很亮。”卓文说。
　　 2009 年，在父母的支持下，卓文背上行
囊，来到四川成都的一家幼儿园，成为一名志
愿者。过了一年，卓文开始到四川大学学习汉

语言。
　　在成都，除了学习，卓文还喜欢鼓捣乐器，
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乐队演出。“钢琴、
萨克斯、架子鼓，我都会，在美国我就组过乐
队。”卓文说，到了中国后，他又自学了吉他。
　　 2014 年，卓文和邱桐在一个音乐节上相
识。一年之后，他跟随邱桐第一次来到黄山，
他被这里的人和环境深深吸引。“我决定跟随
邱 桐 到 黄 山 来 定 居 ，我 的 家 人 也 都 很 支 持
我。”
　　 2019 年，卓文和邱桐在黄山举办了中式
婚礼。
　　卓文说，黄山是个不大的城市，环境非常
好，是一个理想中远离喧嚣城市的世外桃源。

“在黄山定居后，很多人都认识我，见到了就
会打招呼，像个大家庭，不孤独，感觉很亲
切。”
　　 2021 年中秋节，卓文开始试着把自己做
菜的视频发到抖音平台上，并取名“卓文的小
食堂”。“第一次是做月饼，整个过程很开心，完
全不紧张，因为你面对镜头，你下意识地就会
努力做，比平时做得更好。”卓文说。
　　关于未来，卓文希望在黄山地区找几间古
民居，把它们改造成民宿，不仅可以让它们焕发
新生，还能经常邀请亲朋好友过来，感受徽州文
化、享受宁静的生活。

当臭鳜鱼遇上披萨：美国小伙的“黄山情缘”

  ▲ 2 月 26 日，游客在重庆山城巷游览。重庆山城巷坐落在长江之畔，依山而建、沿崖而上，保留了许多明清以来的院落、吊脚楼等历史建
筑，是重庆“母城”的重要记忆。自 201 8 年以来，当地按照“延续山城文化记忆 助力城市有机生长”理念，对山城巷进行“微更新”改造，既保
留历史建筑肌理和脉络，原汁原味展现山城巷的风貌，又在环境美化、片区功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升级完善，打造出一个有文化、有记忆、有新
生、有活力的全新山城巷，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称赞。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百 年 老 巷 邂 逅 城 市 更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