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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承接对接“快起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9 年来，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
子”，京津冀三地推动产业承接对接工作跑出“加速度”。

坚持严控增量与疏解存量有机结合，北京加快“瘦
身健体”。2017 年以来，全市累计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
2093 家，科技、商务、文化等高精尖产业的新设市场主
体持续增加，占比由2013年的40%升至2022年的65.6%。

一核疏解，两翼齐飞。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是产业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看城市副中心——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 《数说京津
冀协同发展九年成效》 系列报告显示，2022 年，围绕行
政办公、商务服务等主导功能，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
区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重点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比61.7%，较2013年提升11.9个百分点。

再看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项目开工建设，产业集
群组团落户，“未来之城”展现出勃勃生机。

在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施工现场，直径近百米的
基坑内，几十根钢结构柱已经竖起，三台塔吊高高矗
立，一派热火朝天景象。“为让项目加速落地，在确保安
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目前工地24小时都在施工。”中建二
局三公司项目经理刘凤龙介绍，他们正让建筑主体建设
和初步装修同步进行，尽可能缩短工期，为企业入驻打
好基础。

“春节过后，几乎每天都有考察团来到雄安，一些机
构、企业也表达了在这里发展的意向。”雄安新区改革发
展局副局长张飞说，“政策高地”优势和企业自身发展需
求，让雄安新区受到不少企业青睐。据介绍，目前已有
140多家央企在新区设立分支机构。2023年，雄安新区将
争取30家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在雄安落户。

与此同时，津冀两地积极做好产业有序承接，活力
迸发。2022 年，天津吸引京、冀投资 1989.4 亿元，河北
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 4395个，2014年以来累计转入
4.39万个，其中近八成为北京转入。

协同发展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更要借此机会转型升
级、更新换代。京津冀三地共同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汽车等优势产业，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们的生产基地设在了河北廊坊，公司大部分研发
专家在北京，产品出口则依靠天津港。”久智光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庆国说，依托京津冀产业链协
同，企业成了直接受益者。

放眼京津冀，类似的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故事接
连上演。截至目前，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签约
北京项目465个，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
累计超过 4000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
2100亿元。

“京津冀区域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以更高标准提升发
展质量，持续加大创新投入，高端产业引领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展现活力，创新主体发展壮大。”北京市统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京津冀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3949.1亿元，是2013年的2.1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表示，未来数字经
济等领域可能成为京津冀产业协同的新增长点，三地政
府可通过继续合作提供低成本协同优势，创造更为良好
的营商环境。

一体化交通网络“密起来”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在京津冀，交通“一张网”
越织越密。

“京津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
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
网络基本形成。”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赵同安介绍。

不久前，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顾子城再
次从天津宝坻区来到北京招商。与过往不同，这次赶路
的辛劳程度大大降低。原来，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在今
年元旦前正式通车，设有宝坻站。“我们从宝坻去北京，
以前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坐高铁最快只需 18分钟。”
顾子城感慨，高铁出行极大缩短了宝坻往返京冀的时
间，让出行更加便捷。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 9 年来，“轨道上的京津
冀”主骨架基本成形。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末，京津
冀区域营运性铁路总里程达10848公里，较2014年末增长
38.3%。

在北京，除了京唐、京滨城际铁路，京张高铁、京
哈高铁京承段等建成通车，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

清河站已投入使用；在天津，津保、津秦铁路直通河
北，铁路路网密度排名全国第一；在河北，铁路通车里
程达 8243 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石家庄到北京 1 小时
即可通达。

公路方面，京昆、京礼、津石、大兴国际机场高速
等一大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国家高速网的首都放射线
路段全部打通。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0585.5公
里，较2014年末增长32.6%。

“前几年老百姓还在谈省界上的‘断头路’，现在北
京与河北之间的高速公路全部连上，‘断头路’成为历
史。”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指出，现如
今，京津冀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已全面构筑。

随着道路条件的提升，定制客运悄然兴起。3月30日
下午6时，在北京国贸工作的郑燕结束办公，搭上定制快
巴，只用1小时便到达了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
的家中。

“2022年，北京至廊坊北三县定制快巴开通运营，为
跨省通勤人员提供定制客运服务。”赵同安说，目前已开
通廊坊北三县至北京国贸主线3条、支线10条，惠及8.9
万人。下一步，定制快巴将根据乘客需求规划燕郊至望
京、中关村、亦庄等区域的定制线路，全力打造环京一
小时通勤圈。

内畅外联、海陆并进，现代化津冀港口群加快建设。
碧海蓝天间，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来自韩

国仁川的 1000多个集装箱从“现代王朝”轮卸下，整齐
地码放在堆场内。整合全球资源重点发展集装箱航线，
近年来，天津港立足京津冀，全力打造内通外联枢纽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4年年均增长率超7%。

河北沿海港口大宗物资运输主枢纽港地位不断巩
固，生产性泊位246个，设计通过能力11.6亿吨，吞吐量
达到12.8亿吨，津冀港口集装箱合作航线达到7条，干支
联动的集装箱运输网络正加速完善。

赵阳表示，到“十四五”末，京津冀将基本建成
“四纵四横一环”综合运输大通道，实现枢纽功能优化提
升、运输服务一体便捷、协同发展机制健全完备。

生态环境持续“好起来”

9年来，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有目共睹。随着三地生
态环境部门逐步建立完善协同机制，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的京津冀生态新貌正加速呈现。

一根采样管从车顶天窗探出，将空气吸入车内的质
谱监测仪，监测仪每隔5秒便生成一个数据柱，反映着周
边挥发性有机物的实时数据……行驶在北京路面上的走
航监测车，是京津冀三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京津冀三地联合制定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每天交换空气质量预
报信息、每月交换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建立重污染天气
联合会商机制。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三地细颗粒物

（PM2.5） 年平均浓度与 2013 年相比降幅均达到 60%以
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幅增加。

共护一片蓝天，京津冀凝聚起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
协同合力。据统计，三地分类整治“散乱污”企业 16.3
万余家，北京实现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天津燃煤锅炉
和工业窑炉基本完成清洁能源替代，河北基本淘汰 35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

同时打响的还有“碧水保卫战”。京津冀互为海河流
域上下游、左右岸，因此三地坚持流域共治，携手保上
游好水、送下游清水。

北京实施永定河、潮白河等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补
水，如今永定河河段等五大主干河流重现有水贯通，平
原地区地下水位也连续六年回升。

水污染问题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天津高标准
组织实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明确现有排污口治理与
管理要求，完善新设排污口审批程序，有效管控入河污
染物排放。

阳光洒在水面上，点点银光四散开来，初春的白洋
淀，不时有鸟雀飞来“亲吻”水面。“这几年，来白洋淀
的‘新朋友’越来越多，除了灰鹤，还有白鹭、苍鹭
等，都从候鸟变成留鸟。”站在岸边，河北省保定市安新
县观鸟爱鸟协会副会长张学农一边拍摄，一边解释说，

“白洋淀生态环境一天天改善，越来越适合鸟类生活。”
白洋淀被誉为“华北之肾”。雄安新区设立后，在白

洋淀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一体化推进
补水、治污、防洪等综合治理，白洋淀水质实现“全域
Ⅳ类、局部Ⅲ类”目标，成功跻身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据了解，北京已率先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天津、河
北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三地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水质优良 （Ⅰ—Ⅲ类） 比例均动态达到“十四五”
国家目标要求。

河北张家口南壕堑林场大青山林区管护员杨虎，每天
都会在茂密山林中穿行巡查。对这份工作，杨虎格外重视：

“我们大青山林区属一级防火区，绝不能发生一点意外。”
厚植生态底色，京津冀三地从严管理守“净土”。以

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2022 年，张家口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新增营造林108.8万亩，加强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全市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均
达100%，环境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筑牢首都生态
安全“防护伞”。

此外，三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去年，北
京平谷区、天津津南区、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等获国家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北京丰台
区、河北石家庄赞皇县、河北邯郸复兴区等获国家第六
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民生红利释放“多起来”

公共服务，惠及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京津冀三地深度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释放民生
红利越来越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

“跨省看病不用提前备案了，特别方便。”4 月 2 日，

在位于天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河北沧州市
民李淑丽高兴地说，这次看病就医，她拿着自己的社保
卡就能挂号缴费，省时又省心。

李淑丽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如若没能办理跨省异
地就医备案手续，她只能在北京、天津的医疗机构自费
就诊，这样产生的医疗费用也无法报销。

根据京津冀三地医保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京
津冀区域内就医视同备案工作的通知》，自 4 月 1 日起，
京津冀各统筹区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
证在京津冀区域内所有定点医药机构住院、普通门诊就
医、购药等，均视同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可直接
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免备案后，我省所有参保群众到京津看病就医，医
保报销政策实行与在省内就医同标准、同待遇。”河北省
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胜群说，下一步他们将根据赴京津
免备案政策实施效果，加快取消河北参保群众赴全国所
有省份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打通异地就医壁垒，更要让京津优质医疗资源“流
动”起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助推下，2015年5月，北京
儿童医院全面托管河北保定儿童医院，北京的专家常态
化来保定出诊会诊、查房讲座、科研带教，真正实现了

“患者不动医生动”。托管以来，已有400余名北京儿科专
家来保定出诊，诊疗患儿超2.8万人。

医疗合作走深走实，教育合作也在提质增效。当
前，京津冀已成立 15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探索开展
中职阶段在河北培养、高职阶段在北京培养的“3+2”模
式，2022年，6所京津高职院校在河北投放单招计划3000
余人。9年来，京津冀高校优质课程实现共享，优势科研
资源不断开放，河北累计有上千名骨干校长、教师到京
津优质学校跟岗培训。

“我准备在天津武清区开家公司，但不知道我的产权
材料合不合规，刚才跟武清的工作人员视频连线了一
下，她告诉我是合规的，并帮我预审了材料。”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民于海洋很是高兴。

人在北京，也能办理天津、河北的事儿。去年 6月，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了“云窗口”，需要办
理相关事项的企业、群众，可以和天津武清、宝坻、滨
海新区等三个区，河北廊坊、三河、香河等六个市县的
工作人员，实时视频连线，远程预审材料。

记者了解到，在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内，179个政
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同事同标”，231个事项实现京津冀
线上通办，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去年底发布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显示，2021 京津
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为127.6，较上年提高1.8。其中，区
域人均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持续增加，2021年为 7261
元/人，较上年增长3.2%，拉动作用明显。

“未来，要推动京津市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延
伸布局，把京津冀建设成为全国公共服务建设高地。”南
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贵建议，完善工伤、
养老、失业等各种保险的异地管理和直接结算办法，制定
跨省市就业人才的医疗、住房、科研等综合性保障政
策，探索建立京津冀优质公共服务跨区域供给体系。

一张图规划 一盘棋建设 一体化发展

协同发展，京津冀书写精彩答卷
本报记者 刘乐艺

3月 31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塔吊林立、焊花
飞舞，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施工正酣。

4 月 1 日，河北白洋淀景区碧波荡漾、蒲草摇
曳，斑嘴鸭等珍稀鸟禽不时在水中追逐嬉戏，再现

“荷塘苇海、候鸟天堂”的生态图景。
4 月 2 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

来就诊的河北邢台患者王利群持外地医保卡实现了
即时结算，“一卡通行”看好病。前不久，京津冀
全面取消异地就医备案，三地就医可直接享受医保

报销待遇。
协同发展 9年来，京津冀三地一张图规划、一

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产业、交通、生态、公共
服务四大领域率先突破，一张精彩答卷展现世人面
前。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 10 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 2013 年的 1.8
倍，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

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
坡过坎、攻坚克难，京津冀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良好
状态，不断谋划发展新篇章。

▲在莱伯泰科 （天津） 科技有限
公司，刘学 （左） 和妻子于丽新展示
他们写下的心愿。刘学曾在北京工作
多年。2019 年，他和妻子一起被派到
天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参与分
公司的设立。现在他们一家人已经在
天津落户。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摄

◀通燕高速京冀交界处，飞舞的
鸟儿与蓝天碧水、城市建筑共同勾勒
出一幅和谐画卷。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雄安新区高速
公路。

孙立君摄
（人民图片）

◀从北京转移到
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
济开发区的某家具企
业，机器手正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