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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 ， 临 近
雪 季 尾 声 的 一 个 周
末，位于河北张家口
的崇礼小城又迎来了
大批来自北京的“雪
友”。万龙滑雪场热闹
非凡，滑雪大厅与各
级赛道上，早已是人头
攒动。“北京冬奥点燃
了冰雪热情，爱上滑雪
的人越来越多，这两天
雪场日接客量都达到
八九千人！”滑雪场负
责人罗力兴奋地说。

2014 年，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2015 年，北京联
合 张 家 口 成 功 申 办
2022 年冬奥会，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强
劲的动力，京津冀区域

“一盘棋”发展渐入佳
境。随着京张高铁的开
通，北京至张家口时间
缩短到 50 分钟，曾经
距离北京四五个小时车
程的崇礼，一脚踏进北京“一小时生活圈”。

借力冬奥筹办，推动产业转型，冰雪旅
游持续升温。申奥前，崇礼只有 4家滑雪场，
而今已拥有7家大型滑雪场、169条雪道，昔
日的贫困地区成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
前，崇礼直接或间接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
务的人员已达3万多人，其中曾经的贫困人口
就有9000多人。

四台嘴乡营岔村阚凤龙一家的生活，因
冬奥会筹办而改变。阚凤龙一家多年来住在
土坯房里，守着 30多亩地，主要以种圆白菜
为生，山里缺水，靠天吃饭，一下冰雹就可
能颗粒无收。随着家乡建起了太舞滑雪小
镇，全家人都吃上了“冰雪旅游饭”。阚凤龙
说，冬奥会让更多人认识了崇礼，作为崇礼
人，感到十分自豪。

客人迎进来，资源走出去。地处塞外的
张家口“风光”无限，但本地消纳能力与丰
富的资源不匹配。冬奥会的筹办，为解决这
一难题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服务 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重点建设项目，张北柔性直流工
程线路采用了 12项新技术，显著提升张家口
地区新能源外送能力，1110 座光伏扶贫电站
总容量133.9万千瓦，惠及104896户贫困户。

共享冬奥机遇，就是拥抱美好未来。“有
了屋顶的这些光伏板，既能保障冬天可靠供
暖，每月还能为我们带来收益补贴。冬奥为我
们带来了好生活！”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村
民王登云说。在德胜村，曾经的贫困户如今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696元，是2014年的4倍。

在电网的另一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建筑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自张北地区的绿电点
亮了比赛大厅的灯光，北京冬奥会由此将成为
历史上首届场馆全部使用绿色能源的奥运盛会。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互补互
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筹办冬奥会的过
程，正是“创造奥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
新典范”的过程。从冰雪天地到城乡新貌，
从激情赛场到多彩生活，北京冬奥会的筹
办，为全面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工作汇报，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
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7 年多来，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深刻改变了京津冀大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体制机制改革
持续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正在
重构。以绿色发展推动协同发展，以协同
发展落实绿色发展，京津冀正展开新画卷。

功能疏解：牵住一个“牛鼻子”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

7年来，北京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
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以疏解非首
都功能为重心，开启了“从集聚资源求增
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的城市转型之路。

放弃大而全的经济结构，构建高精尖
产业结构。2014 年，北京“动物园批发市
场”启动疏解。现在，这个批发市场已转
型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
区。北京污染企业关闭、一般制造业企业
集中退出、区域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
务已基本完成。

北京连续发布并修订新增产业禁限目
录，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更大空
间。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
业的新设市场主体持续增加，占比由 2013
年的40.7%攀升至2020年的60%。

认清“舍”与“得”的关系，办好
“减”与“增”的大事。北京从向扩张要增
长，转向向减量要质量——北京在人口、
建设用地、建筑规模“三个减量”的同
时，全员劳动生产率从 2015 年的人均 21.2
万元提高到 28万元以上，超大城市减量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核两翼：首都呈现新格局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首都的空
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
雄安新区的先后设立，使首都的空间结构
调整为“一核两翼”的新格局。2017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 《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2016年—2035年）》，新的总体规划
贯彻新发展理念，为首都建设立规，让规
划对发展形成刚性约束。

立足千年大计，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奏响了京津冀的
华彩篇章。“未来之城”将不仅是首都之
翼，也是未来京津冀腾飞之翼！

围绕着“一核两翼”，新机场、高速公
路、轨道交通、新的交通枢纽，一大批重
点工程先后竣工。7 年间，首都如雄鹰展
翅，在更广阔的空间拉开了城市框架；而
富集资源的首都也正在更大范围产生辐射
带动作用，成为协同发展新的动力源。

凤凰展翅：轨道联网京津冀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
仅仅不到 5 年时间，大兴国际机场犹

如凤凰展翅，一飞冲天，创造多项全球、
全国纪录，成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大兴机场恰好处于北京、雄安、天津
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和北
京城市副中心连线的中点，并且与首都机
场、天津滨海机场形成“品”字形布局。
如此落子，堪称“神来之笔”，这正是打破

“一亩三分地”思维、推动三地协同发展战
略的生动体现。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奔跑。2020 年
底，复兴号奔驰在刚刚开通运营的京雄城
际铁路，将北京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
紧紧联系在一起。京张、京沈等高铁线路
接续开通，高铁逐步连点成网，京津冀半小
时、一小时交通圈已初具规模，让空间上的

“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7年

来，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里程增长超过
25%，路网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四纵、四
横、一环”的京津冀骨干路网格局初步建
立，市民手持交通互联互通卡，就能“一
卡走遍京津冀”！

机关搬迁：重新认识“都”与“城”

理顺“都”与“城”的关系，北京市
级行政机关迁入城市副中心。

2019 年 1 月 10 日晚，东长安街南边，
正义路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牌匾缓
缓摘下，移交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政府
办公地址正式告别北京市中心。入夜，搬
家的车队沿长安街一路东行。1 月 11 日，
北京市级行政机关正式迁入城市副中心，

首批35个部门共1.2万人搬入办公。
重新认识“都”与“城”的关系，这

不是一次单纯的搬迁，更是认识的整体升
华。北京的规划建设，包含两个概念，一
个是首都，一个是特大城市。当看清楚这
两个层次的不同，规划、建设、管理，便
都豁然开朗了。

以实现“都”的功能，来谋划“城”
的发展；以“城”的更高水平，服务保障

“都”的功能。正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
局下，这一“都”一“城”的辩证关系，
才能更好良性互动。

生态治理：天蓝水绿已可期

生态治理，披荆斩棘，7年携手奋斗，
京津冀创造了污染治理的协同范例。

协同治霾，顶层设计指导有力，联防
联控机制创新。关闭污染企业，调整产业
结构，三地壮士断腕；减少燃煤污染，改
变能源结构，三地协力同心；倡导绿色出
行，改变交通结构，三地持续用力！北京
以“一微克行动”呼唤蓝天。2020 年京津
冀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
比2014年下降51%。

协同治水改变了以往的治水困局。京
西北的官厅水库，因上游截流排污，一
度水位下降，污染加剧，退出北京水源
地。而今，京冀协同治理已让官厅水库恢
复碧波万顷。官厅水库开闸放水，干涸了多
年的北京母亲河永定河迎来滚滚水流。密云
水库流域优化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协同护
水。2020年，京津冀119个国控断面监测中，
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上升到64.5%。

携手治沙，种树不止。京津冀风沙源
治理工程，一直向西北坝上延伸。

重霾退去，蓝天回归，地表水正还
清，地下水在上升，森林在增加……京津
冀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以较短时
间实现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协同创新：产业结构更优化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根本要靠创新驱动。

北京中关村，已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
创新的强大引擎。2016年11月22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成为探索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模式的“试验田”。短短几年
时间，在这座北京东南方向 140 多公里外
的园区里，已经聚集了 1600余家来自北京
乃至全国的企业，成为京津冀协同创新发
展下的“新地标”。

保定、秦皇岛、石家庄、滨海新区、
宝坻……在天津、河北，中关村的元素随
处可见，形成了一条条从北京辐射到津冀
各地的创新带。

7年间，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设立
8800 余家分支机构，达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1410亿元，年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014年的
83.1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47 亿元。京津
与河北共建的各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达 95
家，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能力。2020 年，河北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15.9%和 23.2%，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北京创新、津冀转化”，三地共同书
写产业新篇。

对口帮扶：三地携手奔小康

京津携手河北，一起奔向小康。
坝上四月，春寒料峭，河北省张北县

郝家营乡西高庙村的温室大棚里暖烘烘
的，一盘盘水培生菜绿油油、水汪汪。西
高庙村脱贫户席照忠和几个村民在移栽菜
苗，他到村里北京援建的蔬菜大棚挣工
资，加上光伏项目分红，全家已脱贫。11
座大棚年产生菜 80万棵，直销北京，带动
全村 110 户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一个扶
贫项目让贫困户有收益，村集体有创收，
合作社有效益。

京津对口帮扶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
定市共 28 个县（市、区）。2013 年至 2020 年，
京津两市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共62.85亿
元，实施帮扶项目 2356个。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环京津地区发展步入快车道。

截至2020年底，河北受援贫困县全部脱
贫摘帽，129.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民生福祉：共建共享一家亲

开门“过日子”，三地一家亲。
热热闹闹的燕郊，许多人分不清属于

北京还是河北。北京的戴百祺奶奶，入住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已有多年。全
套家居，拎包入住，设施高端，价格中
端，探视方便，服务周致，戴百祺老人
说：“在这里，老人有‘三心’：安心、顺

心、放心。”京冀医保跨地域直接结算，养
护中心配有的燕达医院首开先河。

异地医保，扩面增效。目前，河北参
保 群 众 就 医 时 ， 可 持 社 保 卡 在 北 京 23
家、天津 62 家试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河北 101 家医疗机构加入试点。三地协
同，让数据跑路，异地医保手续不断简
化，更加便民。

民生服务共建共享，协同发展向民生
领域纵深发展。北京公交早已驶过永定
河，开到了河北固安等环京县市。近些
年，北京的环卫、热力等服务穿过潮白
河，也延伸到河北三河等地；北京优质学
校把分校办到了雄安新区，把骨干教师派
到当地……

机制创新：打破分割促共赢

利益共享、三地共赢，体制机制创新
催生变革。

北京的创新基因，在位于天津宝坻的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生根发芽。通过一系列
制度架构，京津之间建立了互利双赢的利
益共享机制，极大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京津冀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方
式差异巨大，协同发展只有破除行政体制
分割，实现利益分享和补偿，才能固根
本、利长远。

曾经，津冀 3 个亿吨大港虽为近邻，
却你争我抢，各不相让，640公里的海岸线
上，物流复杂，效率低下。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
心区定位明确，津冀港口形成合作、错位
发展新态势。

京津冀三地共同制定人力资源服务区
域标准，用新的统一标准，促进人才流
动；三地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打破行
政区域壁垒……构建常态化多层次的区域
利益平衡和对接协调机制，京津冀三地会
商制度常态化，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进一
步破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践行新发展
理念过程中，京津冀正按照党中央确立的
目标，扬帆远航。

图①：天津港码头。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图②：2022年冬奥会崇礼赛区，工作人员在进行人工造雪。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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