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雄安建设者丨杨忠：用数字打造“云上之城”

解说：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

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这奇迹背后是许多像杨忠这样充满热情和豪

情的建设者。雄安新区有三座城：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

上一座城。这三座城的建设，都能看到杨忠忙碌的身影。

同期（杨忠）：这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这里面运行着我们雄安基础

平台中最重要的一个 SIM 平台。

解说：2018 年 4 月，杨忠加入中国雄安集团，投身雄安新区建设。

目前主要负责“云上之城”建设。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就是为建设数字

城市、打造“云上雄安”提供重要支撑的中枢“大脑”，被称为“雄

安之眼”。高峰期哪个路口车流量大？居民楼里有没有电动车进电

梯？地下管廊里的水、电、气、热管线是否安然无恙？在“雄安之眼”

“云上雄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同期（杨忠）：我们建立了物联网平台和视频一张网平台，实现了各

种感知数据的共享，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我们城市各个方面的数字化

服务。

解说：杨忠不仅是缔造“云上之城”的带头人，还是“地上之城”的

建设者。他推动容东片区装配式临时施工通道、混凝土搅拌站、建设

者之家等 19 项配套项目建设，为新建片区大规模建设探索了创新路

径和宝贵经验。

同期（杨忠）：容东片区的建设，1000 栋楼房拔地而起，地下地上

同时开建，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的协调组织。

解说：面对在建项目多、时序重叠、作业面交叉、现场调度复杂的局

面，杨忠牵头组织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创造性地运用 BIM、CIM

等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协调解决施工难题，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

“可能”。除了云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在地下之城建设中，他也组织

力量积极创新探索，提出长节段、大吨位整体式预制拼装综合管廊建

造技术，极大提升我国装配式管廊的整体建造水平。伟大的梦想，要

靠扎实地奋斗去实现。踏实努力，久久为功。

同期（杨忠）：我突然感到过去的三十多年，自己的工作好像是为今

天雄安新区的建设在做准备。我相信未来和雄安的建设者一道，通过

我们共同的努力，雄安会越来越美丽。



最美雄安建设者 | 李嘉：优质服务让百姓更有“医靠”

解说：118 公里，是雄安宣武医院院长李嘉往返于北京、雄安的通勤

距离。路上的一个半小时成了他和同事们高效梳理工作的宝贵时间。

同期（李嘉）：现在京雄高速开通了之后，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可

以从北京直达我们雄安宣武医院。

解说：曾经参加援藏、援外医疗任务的他，从雪域高原、加勒比海，

到“未来之城”，又一次踏上征程。2017 年，李嘉担负起北京市支

持雄安新区建设“交钥匙”项目之一的雄安宣武医院一期工程建设重

任。

不到七年时间，年仅 48 岁的李嘉，一头乌发已经花白。雪染霜华换

回的是一所高水平、现代化的综合医院从一片空地拔地而起。

同期（李嘉）：雄安宣武医院的开工，不仅是一个建筑工程的起点，

更是一个健康梦想的启航。

解说：2023 年 10 月 16 日开诊试运行。从项目交付到开诊试运行仅

仅间隔 17天。截至今年 3月初，医院已开诊科室共 30个，累计服务

患者 3 万余人。

（检查准备情况现场同期）李嘉：这一车是吗？同事：对，还会有一

批特殊的定制器械。

同期（李嘉）：4月 1日之后，我们除了之前已经开放的门诊区域之

外，包括我们的手术室、ICU，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包括我们的心内

科的重症监护室，以及我们的导管介入中心等等，这些都将投入使用，

另外还有像我们的 600 张病床也将投入使用。

解说：医院采用“一站式服务”；与北京宣武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绿

色通道：北京专家每天往返坐诊，针对急症、难症患者直接转诊北京。

他们把医疗质量和安全作为医院的生命线。2023 年雄安宣武医院被

评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先进集体”。

同期（李嘉）：雄安宣武医院依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国家神

经疾病医学中心、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双中心”“国家

队”的优势，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致力于打造医疗质量管理的“宣

武特色”。

解说：从立足雄安、服务京津冀，雄安宣武医院，以先进的医疗设备、

专业的医疗团队和贴心的服务理念，为百姓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健



康医疗保障。“医疗国家队”落户雄安，让百姓更有“医靠”。

同期（李嘉）：我们将继续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雄安新区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医疗保障，并努力对新区医疗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最美雄安建设者丨王伟肖：下好社区治理“绣花”功夫

解说：南文营社区是雄安新区首批回迁安置社区。居民回迁后，生活

品质有了明显提升，但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一老一小”的就

餐需求。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伟肖，从解决老年人吃饭问题入手，谋划

了社区食堂项目，通过“市场+公益”模式，为 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

优惠就餐服务，现在每天都有 800 余人到食堂就餐。

同期（社区居民）：我 83了，41 年的，我们离这不远，还挺方便的。

同期（社区居民）：这饭挺好吃的，也方便，在家不用做饭了，挺顺

嘴的，愿意要哪个有哪一个。

解说：以前想象不到的这些社区服务，这么快变成了现实。为了让居

民住得安心、放心，回迁之初，王伟肖就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上门走访，建立“民情台账”，推行“一呼联应”社区治理联席会议

工作机制，动态更新居民家庭情况，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同期（社区居民杨帮会）：他是聋哑人，从出生来都是不会说话，天

生都是这样的，上这儿来是王书记给俺们找的这个地点，叫俺们修理

电动车、修理自行车，维持一家的生活负担。

同期（王伟肖）：谁家的暖气漏水、谁家的煤气欠费，谁家的老人需

要特别看护。台账里的每一件事必须件件有着落，努力将每一件实事

都办到群众心坎儿里。

解说：她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当成亲人，积极创新社区治理，在家

门口为群众提供 45 项便民政务服务，集中打造社区食堂、社区博物

馆、邻里驿站、双创空间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深入开展悦容行动、

结对帮扶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同期（王伟肖）：社区书记是老百姓的大管家，再小的事，在我们这

都是大事，用心服务群众，倾力为民解忧，和百姓同心，才能把社区

建设得更加宜居！

解说：如今，南文营社区环境宜居、生活便利、设施完善、服务优质。

王伟肖，像千千万万社区基层干部一样，不断用实际行动，下好“绣

花”功夫，努力构筑新时代宜业宜居的“人民之城”。

同期（王伟肖）：亲身感受着雄安的日新月异，拔节生长，感受着越

来越完善的公共服务，感受着身边的群众在这个新的家园里满满的幸

福感，对我自己来说非常荣幸和自豪，在众多雄安建设者和雄安群众

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雄安，我们的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