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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5日电（记者阳娜）

“大会期间，国际团组与北京数字经济企

业、园区开展深度合作对接 70 余场次，推

动意向合作项目超百个。”北京市经信局

副局长刘维亮在 5 日举行的 2025 全球数

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上介绍。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会联

合欧中企业联合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

国电信、毕马威等 24 家协会与企业代表

成立“出海国际合作联盟”。大会期间，

16 家领军企业签约入驻北京出海基地，

签约总额超百亿元。

同 时 ，大 会 还 举 办 欧 洲 、东 南 亚 专

场 供 需 对 接 会 和 5 场 国 际 政 企 交 流 活

动，吸引近 200 家中外企业参与，促成 10

余 个 中 外 项 目 合 作 。 大 会 期 间 还 签 订

了“中国数字经济联盟”“京台数智绿色

协同创新发展合作网络”“数字京津冀

协同共建服务联盟”等 16 份合作协议与

合作备忘录。

此外，大会还在推动全球多个城市

间数字经济协同合作方面取得成果。例

如，联合 40 个国际城市发起成立“全球数

字经济城市联盟”；发布《全球数字友好

倡议》，启动“全球数字友好开源社区”；

落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和数

字经济可持续创新实验室”等。

2025 全 球 数 字 经 济 大 会
推动意向合作项目超百个

本报讯（记者张曦）百年工业遗产与青春创意激情碰撞，英雄

城市风貌在年轻视角下焕发光彩。7 月 1 至 4 日，“上好‘行走的思

政课’，发现‘唐山之好、唐山之美、唐山之新’大学生游唐山”研学

活动举行。思政教育走出校园，融入城市实景，来自唐山师范学

院、唐山学院的部分在校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精心策划的特色研学线路串联起唐山南湖・开滦旅

游景区（南湖景区、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培仁历史文化街、西南交

通大学唐山研究院、启新 1889 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新区机器人展

示体验中心等优质景区，从自然生态、工业文明、人文历史等多元

维度，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兴趣学子的探索需求。

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锈迹斑斑的蒸汽机车与古老的矿井巷

道，无声诉说着中国近代工业的沧桑与辉煌。唐山学院文法学院

23 级学生董梦媛戴上安全帽，深入数十米深的井下：“课本里的

‘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突然有了温度，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

如此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让我们真切触摸到了历史的脉络，这种

学习体验太震撼了！”

走进西南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老校门、东楼、西楼等历史建

筑依原址原貌复建，红墙青瓦间流淌着岁月的韵味。校史馆内，茅

以升等大师在此治学育人的场景，通过老照片、手稿等珍贵资料生

动再现。“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交大精神深深触动着每一位学子

的心弦。在饮水思源碑和院士群雕墙前，大家深刻体会到这所被

誉为“东方康奈尔”的学府，为国家培养无数栋梁之才的辉煌历程，

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传承。“原来唐山不仅是工业之城，

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来自唐山学院艺术系 22 级学

生石若琳在参观后感慨道。

在高新区机器人展示体验中心，同学们认真聆听机器人原理

讲解；面对中信重工开诚、百川等机器人前沿展品，大家积极参与

互动体验，亲手操作模拟演练，直观感受机器人在多行业的应用价

值。作为国家级孵化中心，这里还为学生们搭建起与 39 家企业技

术交流的平台，助力专业知识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唐山坚持文旅融合，将百年工业遗产创造性转化为游

客喜爱的街区、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将思政课堂与文

旅资源深度融合，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体验、社会实践等形式，让学

生们在行走中了解唐山近代工业的辉煌历史，感受高新技术发展

的蓬勃动力，领略城市转型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激

发了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了文化自信，实现了思政教育从理论到实

践的升华。这场校园与城市的深度对话，是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与市教育局联合创新思政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也是城市与

青年学子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未来，我市还将不断丰富研学内

容，优化研学线路，持续打造高质量的“行走的思政课”，让更多青

年学子在唐山的土地上汲取精神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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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回佳佳、李馥 通讯员

宋韵锐、董彪）自入汛以来，我市迎来多

轮 强 降 雨 ，城 市 排 水 系 统 面 临 严 峻 挑

战。唐山城发集团及所属排水公司迅

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城市汛期

安全。

未雨绸缪，提前安排部署。在市防

汛办统一领导下，集团及排水公司领导

靠前指挥，现场调度，累计出动防汛人员

1900 余人次、车辆 200 余台次，为 400 余

处雨水井箅子安装警示护栏，6 辆大型抢

险车、4 台移动泵车严阵以待，各泵站调

试到位，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全方位筑牢

防汛屏障。

雨中坚守，筑牢排水防线。降雨期

间，排水公司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应急预

案，全体防汛队员 24 小时坚守岗位，启动

“一点一策”处置预案，在新华道旱桥路

口、开滦集团等重点区域驻点值守。防

汛人员冒雨巡查管网，及时清理堵塞物，

保障雨水顺畅排放。

科技助力，精准科学调度。依托智

慧 排 水 系 统 ，对 雨 情 、水 情 、管 网 水 位

及 泵 站 运 行 情 况 进 行 实 时 监 测 分 析 。

在翡翠观塘、裕华道等改造路段，采用

“人工巡查+智能监控”模式，精准掌握

水位变化。同时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建

立 协 同 机 制 ，实 现 信 息 共 享 、资 源 联

动，提前部署防范，大幅提升防汛科学

性与时效性。

得益于系列举措，入汛以来的历次

强降雨中，市区范围各重点地段及立交

桥下均未产生积水，车辆通行正常。进

入主汛期，唐山城发集团及所属排水公

司将总结防汛经验，持续优化应急预案，

全力保障城市排水防涝安全。

烈日炙烤着渤海湾畔的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热浪裹

挟着咸涩海风扑面而来。日前，记者走进由中交一航局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唐山港煤炭储运配套翻车机房

项目现场，钢筋与混凝土交织的轰鸣声中，一场项目建设

攻坚战正在火热进行。

钢铁巨构初露峥嵘

穿过悬挂着“向海图强 打造能源运输新标杆”标语

的施工大门，一座巍峨的建筑主体赫然矗立眼前。南北

长 380 米、东西宽 120 米的巨型结构上，工人们在脚手架

间穿梭作业。项目党支部书记孟洋波抹了把额头的汗

水，指着正在安装的天蓝色翻车机设备介绍：“这就是‘三

线三翻’布置形式的核心设备，建成后，每台翻车机可实

现每分钟翻转 1.5 次，相当于每 40 秒就能完成一节车厢

的卸车作业，年卸车能力达到惊人的 5000 万吨。”

在项目指挥部，工程部副部长郭浩对记者说：“目前，

项目整体已完成约 75%。翻车机房主体结构施工内容已

完成，廊道工程主体结构已完成 90%，生产及辅助 8 所建

筑物主体结构及屋面防水保温、外墙装饰装修施工已完

成，正在进行内部装饰装修及门窗安装施工；室外管网正

在进行电缆沟及除尘水池、污水提升池施工，已完成约

50%；铁路工程正在进行轨道梁施工，已完成约 5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廊道工程顺利完工，将为翻车机

房整体功能系统全面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廊道地下

构筑物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箱涵结构，全长 167.73 米。箱

涵底板下局部范围采用旋喷桩对基坑底部土体进行地基

加固处理，围护结构采用两条地下连续墙方案。施工中，

项目团队因地制宜制定专项方案，采用 B 型承插型盘扣

式支架体系，创新构建斜坡调平木垫块与预埋钢筋防倾

覆系统，显著提升了支架整体稳定性。针对超厚顶板混

凝土裂缝风险，团队采用分层浇筑、严格温控及养护，确

保结构耐久性。

攻坚克难打造精品

郭浩通过电子沙盘向记者展示施工的复杂程度：

“基坑紧邻既有铁路线，最近距离仅 8 米，施工稍有不慎

就可能影响铁路运行安全。”面对这一难题，项目团队

采用地下连续墙+高压旋喷桩双重止水帷幕技术，配合

24 小时动态水位监测系统，就像给铁路线安装了一道

“隐形防护盾”。

大体积混凝土抗裂防渗是另一道“拦路虎”。“传统

28 天强度设计标准无法满足要求，我们采用 60 天强度设

计，并安装智能测温系统。”郭浩调出手机里以往的监测

数据，“你看，每个浇筑区域布置 300 多个测温点，一旦温

差超过 2℃，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技术员刘庚欣补充道：

“我们还在混凝土中添加特殊外加剂，就像给混凝土穿上

‘防裂衣’。” （下转第三版）

能 源 巨 构 崛 起 渤 海 湾
—探访唐山港煤炭储运配套翻车机房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景立华 赵冠群 杨海

图为唐山港煤炭储运配套翻车机房项目工程现场。 孟洋波 摄

本报讯（记者梁赞英 通讯员韩志红）

“以前这里是个废弃的大坑，垃圾遍地，臭

气熏天，村民都绕着走。村里通过清淤疏

浚、填土筑基，建成了 2400 多平方米的广

场，配套铺设了面包砖和护坡砖，砌筑规

整围墙，废弃大坑摇身一变成了大伙遛弯

儿的好地方。晚上路灯一亮，照得人心里

都敞亮！”谈及村里的新变化，滦南县胡各

庄镇戚庄村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今年以来，滦南县各镇党委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以为民办实事为抓手，从

群众需求出发，聚焦民生痛点，精准发力，

推动民生实事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落

实，以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用红色力

量让一件件民生“暖心事”落地生根，以实

际行动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小工程”绘就民生幸福底色。姚王

庄镇改造用电线路 38700 米，联合供电所

为郑庄、洪庄等 5 个村更换生活用电线路

4.5 万 米 ，完 成 电 表 更 换 110 块 、表 箱 23

个 ，安 装 农 田 用 水 保 安 器 3 个 、路 灯 110

个，打井 2 口；铺设农田石渣路 2410 米，清

理排水沟 4700 米，全镇栽种紫叶稠李、玉

兰花等树苗 170 棵；该镇李营村富民路两

侧 栽 种 串 红 3800 棵 ，打 造 宣 传 护 栏 200

米，有效提升了乡村颜值。青坨营镇对 15

个村上世纪 80 年代老旧农村高压线路进

行了全面更换，累计更换线路 17000 米；积

极推进连村道路建设，修通任六庄至北夏

庄村连村路 366 米，北荣各庄至北夏庄村

连村路 750 米，小水坡至石庄户村连村路

2120 米。宋道口镇全力抓好为民办实事，

建立意见台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该镇西泽坨村新建沥青路面 13306

平方米，拓宽路面铺设面包砖 896 平方米，

养老小食堂志愿者主动为食堂捐款捐物，

每天中午有 40 名左右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

就餐；北套村新修水泥路 6000 余平方米，

清理村东河道 1000 延长米，在村委会旁坑

塘安装防护栏 240 延长米，修建坑塘水泥

路面 300延长米。

“强引领”托起村民致富梦。各镇党委

根据村情实际和发展需求，以特色产业为

抓手，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做好

“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形成“联

合党委+村党支部+公司+农户”“联合党

委+村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等经营

模式，推动区域连片发展。安各庄镇党委

建立“市场导向型”品种筛选机制，多次带

领农户参观考察，引入优柿三号、超甜 2

号、丑果 409等 15个特色品种，形成以口感

型大、中果及小西红柿为主的产品结构；通

过举办五届番茄文化节、“番茄王”争霸、种

植技术交流等活动加强宣传与合作，组织参

加各类展销活动20余次，（下转第三版）

滦南：党建引领聚合力 办好民生“暖心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迁安市永顺街道杨团堡村，这里不

仅有着秀美的田园风光，更承载着厚重

的红色记忆。杨十三、杨秀峰两位革命

先辈从这片土地走出，他们投身革命、

舍生忘死，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杨团堡村

深挖红色资源，让红色记忆在新时代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杨十三，原名杨彦伦，自幼接受良

好教育的他，目睹了旧中国的积贫积弱

和列强的欺凌，心中早早便埋下了救国

救民的种子。1931 年，东北三省沦陷，

杨十三义愤填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

动。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杨十三毅然回到家乡杨团堡村，变

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很快组建起一

支数百人的抗日队伍，并率领这支队伍

参加了多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

张气焰。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

励着无数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

业中。

杨秀峰同样出生于杨团堡村，他早

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

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深受进步思

想的熏陶。毕业后，杨秀峰在多所学校

任教，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向学

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革命

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秀峰响应党

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他关心群众疾

苦，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改善群众

生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和爱戴。新中国成立后，杨秀峰先后担

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重

要职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法治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的杨团堡村，将杨十三、杨秀

峰的红色故事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

文化资源。村民们自发成为红色故事

的讲解员，他们用朴实的语言，饱含深

情地向来访者讲述着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的红色往事。村里的李大爷，从小就

听着杨十三、杨秀峰的故事长大，现在

他 为 年 轻 一 代 讲 述 先 辈 们 的 革 命 精

神。“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李大爷说。

为了让红色记忆更好地传承下去，

杨团堡村还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相

结合。村里打造了红色文化旅游路线，

游客们可以沿着先辈们当年的足迹，参

观他们的故居， （下转第三版）

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探访杨十三、杨秀峰的家乡迁安市

永顺街道杨团堡村
本报记者 金鹏 通讯员 彭月娟

本报讯（记者韩冬 通讯员李孟弟）

7 月 2 日，曹妃甸海事局、曹妃甸港口商

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曹妃甸金融监管

支局共同签署《“船舶开航一件事”全链

条协同联办合作机制》，标志着曹妃甸

辖区海事、船检、交通、金融各方职责职

能全面联动，实现了船舶落户营运这一

跨部门事项的全链条协作。

“船舶开航一件事”全链条协同联

办合作机制是三方携手以“共建共享、

互利共赢、服务企业”为宗旨，围绕船舶

建造、转籍、检验、营运、融资等全生命

周期，探索出的一条跨领域跨部门协同

服务的创新路径，是打破部门壁垒、实

现数据共享、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关键

之举。通过多部门联动创新，实现“一

次申请、多证同办、信息共享、内部并

联、外部协同”的集约化办理模式，可有

效解决船舶证书“办证慢、环节多、手续

繁”问题，将极大缩短船舶办证时限，切

实提高船舶落户营运效率，助力企业高

效融资，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下一步，曹妃甸海事局将深化拓展

河北海事“冀海港湾”海事政务特色品

牌，打造具有曹妃甸特色的“妃常好”海

事营商环境品牌，统筹协调各方资源，

推动机制落地见效，让航运企业可感可

及、得到实惠。

本报讯（记者刘庄子、李馥 通讯员

马骏、林鹏）汛期已至，市燃气集团提前

布局、主动发力，从预案完善、物资储备

到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全方位织密防

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市民用气安全

平稳。

面对汛期潜在风险，集团第一时间

启动部署，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摒弃麻痹

思想与侥幸心理，坚决打好防汛硬仗。

同时明确要聚焦场站、调压站等关键场

所及低洼管线区域，强化隐患排查与高

效处置；持续完善应急保供机制，紧盯气

象预警信息，确保险情发生时能迅速响

应、高效处置。

为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抢

险队伍，集团所属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

分级防汛预案，组建 11 支共 104 人的专

业防汛抢险队伍，近期密集开展防汛演

练 14 次、应急抢险演练 12 次。通过实战

化推演，检验应急人员对预案流程的熟

悉度和实操能力，确保汛期突发状况下，

能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将损失控制

在最小范围。

据悉，集团备齐备足帐篷、麻袋、洋

镐、铁丝等防汛物资，为 15 台应急车辆

配齐电气焊设备及燃气零配件，并对门

站排水设施、污水泵等关键设备全面检

修 保 养 ，确 保 物 资“ 拿 得 出 、用 得 上 ”，

设备时刻处于良好战备状态。针对供

气 网 络 点 多 、面 广 、线 长 的 特 点 ，集 团

所属各单位提前梳理风险清单，围绕场

站积水、配电安全、管线水害等关键环

节，细化防范与处置方案。增派力量重

点排查塌方隐患管段、易积水区域调压

设施等部位。特别明确雨中及雨后需

对临河管段、塌陷风险区域、重要设施

及 气 代 煤 用 户 片 区 采 取“ 车 巡 + 人 巡 ”

组合方式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及时发现

并消除新出现的隐患，为汛期供气平稳

筑牢防线。

应急值守环节同样毫不松懈。集团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 小时专人值守制

度，充实一线值班力量，确保“责任到人、

任务到岗、管理到位”。当前，集团上下

协同联动，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巡线人员

深入排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形成了巡

线、生产、安全、抢险一体化响应体系，全

力迎战汛期考验。

落实防汛备汛措施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唐山城发集团：全力守护城市汛期安全

市燃气集团：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

曹妃甸实现“船舶开航一件事”
全 链 条 协 同 联 办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