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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高水平现代化，“未来之城”拔节生长
——河北雄安新区蹲点观察

春日雄安，到处涌现着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澎湃着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从“一片地”绘就“一张图”，再根据高标准规划蓝图建起“一座城”，雄安不断推动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充分展现高水平

现代化城市的“味道”。

近日，以一场国际性女篮友谊
赛为序幕，雄安体育中心正式投入
运营，让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夜晚沸
腾起来。这里总座位数超过4万个，
为雄安填补了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和
文化活动场所的空白。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
地，雄安城市建设蹄疾步稳，城市功
能持续“上新”，正成为疏解单位和
各类创新主体崭新的家。

李茂帆从关注雄安这片热土，
到入职中国星网易联供应链有限
公司，从购房安家，到参与公司进
驻攻坚行动，他相信“在这里可以
实现梦想”。

2024年 10月，中国星网集团总
部及所属 4家二级子公司迁驻雄安
后，发挥龙头企业作用，点亮了空天
信息产业链条上的“主星”。

承接一家疏解央企，聚集一个
产业集群。依托中国星网、中国空
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雄
安着力构建涵盖卫星互联网、时空
信息、商业卫星智造、空天飞行器等

赛道的产业体系，已吸引 60家空天
信息领域企业聚集。

在雄安科创中心展厅内，有一
款可堆叠平板互联网通信卫星模
型。蓝箭鸿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史耀中说，他们是一家
从北京落户雄安的企业，看中了这
里的产业聚集优势。这款产品去年
研发出来，可让火箭整流罩内容纳
更多卫星，提高发射效率。

雄安压茬推进标志性疏解项目
落地，取得突破性进展。

央企方面，除已落户的中国星
网等4家央企总部，中国大唐等4家
央企总部今年将开工建设；高校方
面，北京交通大学等4所高校雄安校
区正全面施工；医院方面，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加快建设，北京
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
即将开工……

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产业
是城市发展的支撑。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
雄安加速聚集科创要素资源，打造

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

梅卡曼德（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作为独角兽企业，致力于为工
业机器人装上“眼睛”和“大脑”。
2024 年将总部搬到雄安后，梅卡
曼德与中国雄安集团、科大讯飞
等企业发起成立雄安新区中关村
机器人产业联盟，加强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

平台汇聚资源，“链”起创新生
态圈。雄安搭建了 10 余个创新平
台，为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创新
土壤；建设了 27栋主题楼宇，570余
家入驻企业聚集成势。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总建筑面
积达 5030万平方米，4806栋楼宇拔
地而起，现代化城市形象日益显
现。2024 年底，雄安新区召开机构
职能调整动员部署会议，21个工作
部门、4个片区管委会集中揭牌，向
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一步，
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提供
坚强保障。

每周 5天工作日，3天在北京，2
天在雄安。雄安宣武医院副院长
刘东斌 6:20从北京宣武医院坐班车
出发，8:00 前赶到雄安，出门诊、做
手术、开会、查房……与在北京无
异。17:30，他从雄安返回北京。

雄安宣武医院是北京以“交钥
匙”方式建设的项目，保障疏解人员
与当地居民的医疗需求。截至目
前，医院门诊量累计超过 23 万人
次，刘东斌在雄安做过的手术超过
100台。

雄安创新个人执业资格注册制
度，在京医师、护士来雄自动获得执
业权限，无需再到审批部门办理注
册。350 余名北京宣武医院医生在
雄安出诊，居民在家门口可享受高
水平医疗服务。

巡飞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
经过4年多发展，已成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总经理黄玉强说，公司
在新区政策支持下取得多项发明专
利，无人机自主巡检场景平台已应
用在道路病害巡查、园区安防等多
种场景。他申领了雄才 A 卡，住进
了保障性租赁房，全家户籍都迁到
了雄安。从一人疏解到一家人选择
雄安，他感到非常安心。

黄玉强是雄安人口流入的一个
缩影。自 2017 年 4 月宣布设立以
来，雄安人口持续增长，2024年底常
住人口达 136.07万人，显示出“未来
之城”的人才聚集力。

如今，雄安新区教育、医疗、住
房等政策体系基本成型，疏解人员
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
不低于留在北京时的水平。疏解
人员在雄安租房、购房可提取在北
京缴纳的公积金，京籍疏解人员子
女回北京就读、参加中考高考都没

有障碍。
“京雄同城化”在多个领域取得

关键突破：数据“同享”，疏解人员在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可直接调用
北京相关数据；服务“同质”，192个
事项京雄同城化办理，209项从业资
质资格互认……

“来到雄安，如在北京”逐渐成
为人们的共识。目前，4000 余家北
京来源企业在雄安扎根创业，央企
在新区设立各类机构超300家，2024
年疏解人员子女在雄安上学人数同
比增加89.5%。

工作上的便利，还体现在创业的
小环境。雄安兴元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CEO巩文通说，经雄安新区
中关村科技园牵线搭桥，“上下楼”成
了产业“上下游”。去年8月，他的公
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形成线上、线下的业务支撑。

启动区易安社区广场上，社区健美操
队队长王素平和队员们每天训练，丰富多
彩的社区生活，让她和许多邻居找到了家
的感觉。易安社区首批入住的 1700多位
居民，大多是疏解人员及其家属，居民反
映最多的问题是落户手续复杂。辖区派
出所每周二、周四派专人到社区坐班，帮
居民解决落户问题。

雄安健全“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三级党组织架构，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社区高效运行，建立党建引领
的“一呼联应”管理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力
量化解难题。

在南文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本本
走访得来的民情台账，记录着社区居民的

大事小情。“带着感情做调研‘开药方’，社
区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结对帮
扶更有针对性。”南文营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伟肖说。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独居老人“云守护”、空置
房入住“云监测”等智慧场景落地；社保
等数十项为民服务事项下沉社区就近办
理，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一站通办”……
一项项改革，为新区高水平管理注入强
大动力。

“夜宵哪有夜校香！”雄安刮起“夜校
风”，青年夜校、职工夜校、新市民夜校纷
纷上新，让“放下行囊、追求梦想”的年轻
人学习新知识、结识新朋友，感受到城市

的温暖。社区“15分钟生活圈”和“租售同
权”政策落地，让年轻人租房生活没有后
顾之忧。

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主任陆长明
说，雄安实施租售同权政策，承租人只要
提供住房租赁合同备案信息，子女入学、
办理居住证、积分落户、公积金租房提取
等方面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目前，3500
余户家庭凭备案租赁合同为子女办理了
入学手续，“长租即常住，长住即安家”理
念在雄安落地生根。

2025年是雄安实现“上台阶”的重要
一年，这里将全面增强综合承载能力、要
素聚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朝着“未来之
城”继续稳步前行。

当AI遇上医学，医疗行业迎来哪些创新？
近日，一场医学与AI相遇的头脑风暴在2025中关村论坛展开，相关领域专家在“医学AI创新与发展”平行论坛上畅议未来。

不论是作为医生助手“上岗”，还是赋能医疗器械研发、智慧医院管理，AI在医学领域的诸多创新实践为患者带来福音。专家指出，
需加快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进一步规范AI在医疗领域的使用，以技术标准化促进诊疗精准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在论
坛上分享了他近期的研发突破：
基于中医接骨理念研发的AI手术
机器人能实现手术的微创化与精
准化。

“这无疑为患者带来福祉。”
唐佩福说，以往大切口手术创伤
大、恢复慢，如今借助 AI 导航系
统，手术切口从十几厘米缩短至 1
厘米，极大提升手术效果与患者
恢复速度。比如在骨盆手术方
面，仅需几个小切口就能实现精
准复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捷
认为，AI 作为沟通宏观与微观、
基础与临床的有力工具，有望为
医学发展带来新突破。他举例
说，在内科领域，AI 能从影像中
挖掘大量信息，基于影像的 28 个
特征就能重建近 80%肝癌的全基

因变化。
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浩表示，大型
医院的专科细分成百上千，AI 导
诊工具可以精准推荐诊疗科室，
大大提升初次就诊效率。

打开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的预约界面，28 岁的上海市民
程女士对着“小红AI患者助理”输
入自己的疑问：

“双胎早孕期应该注意些什
么？”……

“小红”不仅就营养摄入、定
期产检、风险评估进行详细解说，
还为咨询者推荐了适合双胎妊娠
建卡的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院长姜桦介绍，“小红AI患
者助理”目前平均每月服务患者
3600 余人次，完成导诊问答超
6500次。

“借助AI技术，有望提升基层医疗
体系质量，使筛查、诊断和医疗管理更
加高效，甚至在某些方面将基层医疗水
平提升至一线城市水准。”清华大学医
学院院长黄天荫说。

“我院应用AI急诊卒中单元后，能
将缺血性卒中急救时间从平均 120 分
钟缩短到 20 分钟，AI 用不到两分钟识
别影像中出血、缺血情况，自动勾画病
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影像研究中心
副主任荆京说。

本月，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推动研
制的全国首个AI儿科医生基层版宣布
将在北京市部分社区医院、河北省 150
余家县级医院部署。

项 目 技 术 合 作 单 位 百 川 智 能
CEO 王小川表示，当前 AI 并不具备
诊疗资格，主要做辅助诊断。“AI 作为
医生‘助手’，目前核心任务是提升基
层诊疗效率，最后还是要医生说了算。”
王小川说。

国 家 儿 童 医 学 中 心 主 任 、北 京

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看好 AI 医生在基
层应用的潜力，“在儿科医生较为短
缺 的 背 景 下 ，医 疗 资 源 薄 弱 地 区 的
医生使用 AI 医生作为诊疗辅助和知
识后盾，能够提升诊疗能力，减少漏
诊、误诊。”

甲状腺全切/次全切患者术后需终
身调药。应用AI算法，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根据国际指南计算复杂参数，实现
了甲状腺术后远程精准调药。

“AI 的精确计算一方面避免了医

生因工作量大而感性地粗略调整，一
方面减轻了外地患者频繁到院就诊
的负担。”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
郑元义说。

2024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
门印发《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参考指引》，提出积极推进卫生健康
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发展。不少
一线医护人员感到，AI有望提升基层诊
疗效率与质量，缓解优质医疗资源总量
不足和分布不均的问题。

论坛现场，由北京卫生法学会大
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医疗专委会、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等机构联合起
草的《医疗机构部署 DeepSeek 专家共
识》发布，旨在规范 AI 医疗场景部署
流程，强调通过技术标准化与风险管
控，提升诊疗精准度，保障患者隐私

安全。
北京天坛医院科技处处长王昊指

出，由于人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医疗
领域AI应用的数据隐私、医学伦理与国
家安全等风险需通过法律与制度设计
提前防范。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建议，须确保医

疗决策权始终在人类医生手中，通过多
系统交叉验证、算法迭代和数据质量优
化，进一步提升AI医生辅助诊疗工具的
准确性、安全性、有效性。

“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但必须有科
学的评价体系、规范的治理框架。”不
少专家呼吁，当前亟需建立技术和行

业标准。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委会副主委

于广军建议，加快相关政策法规制定，
统筹算力、语料库等数字基建，通过导
诊服务先行先试、核心诊疗严格测评
等方式，推动“技术—场景—人才”协
同发展。

用技术标准化促进诊疗精准度

医疗行业涌现AI前沿创新实践 AI助力基层诊疗 提升诊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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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势：城市功能愈加完善

聚才：工作往来愈加便利

聚心：居住生活愈加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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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容东片区（2025年3月16日摄，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