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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渤海之滨的河北唐山曹妃
甸区传来好消息：京冀 《共同打造曹妃
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 实施以
来，北京企业纷纷抢滩曹妃甸，去年以
来，首钢京唐二期、华润二期等投资上
百亿元的大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北京中
恒(映美)复印材料、城建重工新能源汽
车、保利北斗智慧城、相变绿色能源循
环控能产业园等一批投资在 5 亿元以
上、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相继开工。大
项目的开工建设、签约落户，使曹妃甸
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中的战略地位更加
突出。截至去年 11 月底，曹妃甸全区
开 工 京 津 项 目 达 到 55 个 ， 总 投 资
1654.4亿元。

京企为何青睐曹妃甸？刚刚落户曹
妃甸的全球著名的自动驾驶高科技企业
图森互联联合创始人陈默道出了京津投
资者的心声：“我们之所以选择曹妃
甸，是因为这里的各类设施已经很完
善，各种要素配备齐全，是最适合京企
投资的地方。”

同建基础设施

2016 年冬季供暖期，北京市用气
量大幅上升。恰在此时，曹妃甸 LNG
码头接卸来自法国的液化天然气，气化
后将其注入陕京管网输送到北京东南部
的通州门站和采育门站，大大缓解了北
京冬季用气量暴增的压力，为保障首都
冬季供暖、平稳用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部署，整个冬供期内，唐山 LNG
接收站计划接卸 LNG 船 25 艘，LNG 接
卸量 186 万吨，气化外输 27.6 亿立方米
天然气，将有效保障京津冀地区特别是
北京市冬季天然气供应需求。

曹妃甸在开发建设之初，就把着眼
点放在吸引京津企业，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建设油、气、水物资供应基地。

位于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
头，是曹妃甸为吸引京津企业落户精心
谋划建设的第一个项目。作为首钢搬迁
配套的重点工程，曹妃甸港区如今已与
巴西、澳大利亚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有

贸易运输往来，曹妃甸港矿石码头成为
渤海湾唯一能停靠 40 万吨矿石船舶的
港口。曹妃甸矿石码头的建设，为首
钢京唐带来成本优势，每吨钢的成本
下降了 200 元。随后，曹妃甸建设了
曹妃甸(码头)原油商业储备基地。该工
程建成投用后，为天津石化、燕山石
化、沧州炼厂和石家庄炼厂 4 家炼化企
业提供管输原油，为保障华北地区石
油 资 源 的 存 储 和 供 应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同时，曹妃甸海水淡化项目更是
实现了从“冀”到“京”，从产业到民
生的密切联系。如今，首钢京唐海水淡
化一期项目一天淡化 5 万吨水，能够满
足首钢京唐生产用水；二期项目将于
2018 年年底投用，日处理海水能力将
达15万立方米。

共创产业园区

前不久，首钢京唐公司荣获“中国
工业大奖表彰奖”。作为首钢搬迁的载
体，坐落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已成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企业。首钢京
唐总工程师朱国森说：“首钢搬迁到曹
妃甸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真正
践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

首钢京唐的成功，正是践行“共
建、共管、共享”理念的结果。曹妃甸
的开发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
施，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为了打破区
域限制，2014年7月京冀两地政府签署

《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
协议》，按照“共建、共管、共享”的
原则，以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和非首都功
能疏解为核心，以“一区六基地”为抓
手，精准发力，率先突破，示范区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

从“地缘相近”到“人缘相亲”。
京冀每年互派百名干部双向挂职，规模
大、级别高、层次全。

孙学军是北京市经信委都市处副处
长，不久前按照京冀互派干部协议来到
曹妃甸示范区管委会任主任助理。在他
看来，这种互派干部机制让挂职干部两

地都能“说上话”，通过月汇报、周专
报、微信群等平台载体，实现了示范区
建设动态与京冀领导、相关单位每周见
面、实时关注，保持了京冀两地三方沟
通对接机制顺畅。曹妃甸协同办与河北
省和唐山市协同办、北京市协同办及北
京市政府研究室已建立常态交流机制，
相关协同发展信息实现互通共享；区教
育、卫计、人社等部门与北京对口部门
也建立起常态的业务对接联系，已实现
京冀协同发展信息共享常态化。

为了在产业园区建设中实现“共
建、共管、共享”，2015年9月，《北京

（曹妃甸） 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产业发
展 规 划》 正 式 发 布 ， 拉 开 了 “100 +
5.5+3.5+N”的发展框架，由曹妃甸负
责的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和两个先行启
动区控制性详规已编制完成；总投资
65.41 亿元的 35 个基础设施项目正全面
推进；100 平方公里北京 （曹妃甸） 现
代产业发展试验区 5 平方公里造地工程
完成勘测、可研编制。

承接产业转移是示范区建设的核心
任务。截至去年 11 月份，曹妃甸共签
约 京 津 项 目 62 个 ， 总 投 资 832.93 亿
元 ， 其 中 北 京 项 目 52 个 ， 总 投 资
816.99 亿元；开工京津项目 33 个，总
投资 1398.33 亿元，其中北京项目 26
个，总投资1386.3亿元。

齐兴社会事业

在产业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成绩的同
时，京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在社会协同方
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共建创客新城，
吸引北京医疗、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
资源聚集，加快与北京同城化进程。

为推动京津冀教育资源的协同发
展，北京景山学校于 2015 年 10 月在位
于曹妃甸的唐山湾生态城创建分校。
2016 年 9 月 1 日，小学一年级、高中一
年级开学，标志着京冀两地推进优质教
育资源合作与共享又向前迈进一步。分
校校长、知名教育专家范禄燕介绍：

“分校将按照本校的教学和管理方式，

与本校实现课堂同步，共享北京优质教
育资源。”

目前，唐山湾生态城已集聚华北理
工大学、北京曹妃甸国际职教城、北京
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唐山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等一批优质教育资源，大大提升
了曹妃甸的文化“软实力”。

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更好地
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发展培育创客空
间、创新工场等创业孵化新模式。以创
业创新为主题、兼具“沟通、拓展、孵
化”三大功能的公益性咖啡馆——北大
1898 咖啡众创空间入驻唐山湾生态城
文化创意主题街区。目前，该街区一期
近 200 家商户全部投入使用，集聚了充
满青春气息的文化产业，不仅为唐山湾
生态城生活服务的配套、大学智力资源
的产学研平台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更为曹妃甸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打造
了新的引擎。

去年4月22日，北京友谊医院曹妃
甸合作医院挂牌，友谊医院派驻执行
院长，全面开展合作医院筹建工作。
医院还选派各个专业的知名专家团来
到曹妃甸免费坐诊，并为医护人员开
展培训。院长助理刘力戈教授表示：

“坐诊活动是在京曹战略合作框架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曹
妃 甸 工 人 医 院 众 多 合 作 中 的 一 项 内
容，今后会不定期地来曹妃甸，开展
坐诊、讲课、会诊等一系列合作。”享
受到了北京专家坐诊的福利，来自曹
妃甸十农场的刘阿姨高兴地说：“不用
长途坐车跑大医院，在家门口就有北
京专家给看病，真方便。”

此外，北京安贞医院、妇产医院
曹妃甸合作医院分别于去年 7 月、9 月
挂牌，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中心投入使
用，累计引入专家 20 批次 40 余人，开
展心血管方面手术 108 例，社会反映
良好。

基础设施共建稳步推进；产业园区
共建蒸蒸日上；社会事业共建阔步前
进，曹妃甸工业园区正朝着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带动力最强的龙头迈进。

按照“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精准发力，率先突破——

曹妃甸：释放协同发展带动效应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常云亮 王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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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李珊报道：广西玉林
市装配式建筑与现代绿色建材产业基地首批入园项目
签约仪式日前在南宁举行。玉林市与华南理工大学亚
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
宁分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等 13
个机构、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将在玉林市福绵
区建立绿色装配式建筑项目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额
约117亿元。

据玉林市市长苏海棠介绍，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不断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推动玉林市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玉林市委、市政府正在抢抓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并加快建设国家先进装备制造基地、现代商贸物
流 基 地 、 特 色 农 业 基 地 ， 争 创 国 家 产 城 融 合 试 点
城市。

此次签约的 13 个项目，涵盖生产、科研、环保、
金融等全产业链要素，对玉林市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
调 整 、 培 育 新 的 增 长 点 、 增 强 发 展 后 劲 具 有 重 大
意义。

广西玉林建绿色建材产业基地
首批13个项目签约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每逢柑橘成熟的季节，湖南省资兴市
东江湖畔清江镇柑橘种植基地里，漫山遍
野的红橘挂满枝头，采橘、运橘、销橘、购
橘的繁忙场景随处可见。柑橘种植大户
李志华说：“刚移民到这里，政府提倡种柑
橘，开始时不敢大面积种。在尝到了甜头
后，我就在自家的山林里全栽上了柑橘，
全家现在吃的是‘柑橘饭’。”

30 年前，东江大坝关闸蓄水，包括李
志华家在内的库区 11 个乡、67 个村、466
个村民小组的近6万名居民举家搬迁，成
为库区移民。大多数移民没有外迁，只是
从平地迁到山中。关闸蓄水后，库区只剩

下 24 万亩水面和 170 多万亩山地，耕地
资源极度缺乏。为了带领库区移民自力
更生创业致富，资兴市委、市政府经过深
入全面调研分析，大胆决策：依托东江湖
的青山绿水，“唱山歌、走水路”，开发非耕
地资源，闯出一条开发式创业致富路。

资兴市委、市政府从库区移民中选送
一批年轻人到大中专院校进行培训，对库
区青年进行果茶栽培技术培训，同时在提
高柑橘质量上下功夫，提出“基地示范”移
民产业发展措施，投办了果树研究所、青
草村精品果园等产业示范基地。精品果
园试验示范成功以后，整个东江湖的“清
江柑橘”品牌打响了。“2002 年到 2003
年，每斤柑橘价格卖到了 1.8 元，那个时
候我们就赶快建园、育苗，哪里有空地，就
到哪里育苗。现在的橘子很抢手，摘下来

就有人来收，价格也高，批发价达到了
3.5元。家里的年收入有几十万元。”李志
华满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30 年前，雄伟的东江大坝拦腰锁住
了不羁的东江水，也造就了烟波浩渺的东
江湖。大力发展产业经济的同时，资兴市
委、市政府再辟新途径，做活水文章，开发
东江湖旅游资源。

东江湖旅游开发从兜率岩开始。滔
滔东江水淹没了兜率岩周边的大小群山，
独让其显露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随着
资兴市委、市政府对旅游产业引导和扶持
力度的不断加大，东江湖旅游日益红火。
越来越多的库区移民参与到旅游项目开
发，带动起农家休闲旅游。

黄草镇前程村移民陈文是最早从事
农家乐的。他告诉记者，黄草镇现有农家

乐 30 多家，东江湖 2015 年成为国家 5A
景区以后，农家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这
里成为游客向往的“湖心小镇”。

清江镇是库区移民大镇，1.2 万人口
近一半是移民，东江湖蓄水后，该镇大力
发展蜜橘等水果种植，畅销全国并吸引各
地游客前来采摘。“清江是水果之乡，蜜
橘、柚子、杨梅、黄桃⋯⋯各种水果成熟的
时候，就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镇里40
多个农家乐几乎都爆满。”2012 年，在广
州打工的黄林珊回乡创办“水果农庄”，随
着清江柑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进一步扩
大，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

守护一湾清水，走稳水路。2016年1
月至 11 月，资兴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59.34万人次，同比增长29.23%；累计旅
游总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27.15%。

湖南资兴市扶持库区移民发展山地种植和湖区旅游

唱 好 山 歌 走 稳 水 路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何志强

·创新园区
本 报 讯 记者李 茹 萍

报道：《珠海市环境保护和
生 态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日前正式出台,提出 20
项指标，重点解决饮用水
水 源 安 全 、 城 市 黑 臭 水
体、空气环境质量和土壤
环境质量等问题，让市民
喝上安全的水、呼吸新鲜
的空气，进一步增进民生
福祉。

珠海以提高环境质量
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
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规划》 重点突出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规
划思路，强化环境质量指
标，提出要在 2020 年实现
的 20 项指标中，环境质量
指标共 10 项，总量控制指
标共 7 项，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指标共 3 项。其中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指标：城市空
气质量达到二级天数占全
年比例 93%、PM2.5 年均浓
度低于 28 微克/立方米、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
与 近 岸 海 域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地表水水质优良比
例85%或以上。

《规划》 提出，以生态
文 明 建 设 为 统 领 ， 夯 实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基线、排放总量上限、环
境安全底线”，坚守“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的环境
面貌，为珠海市加快建设
生态文明示范市提供坚实
的环境基础。

《规划》 要求，要加强
污染整治力度，改善环境
质量；落实重点工程，扎
实推进总量控制；划定生
态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强化环境风险预警，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倡导生态
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共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健
全环境保护制度体制；完善环保市场体系，促进环保产
业发展。

“十三五”时期，珠海将全面实施环保领域改革创
新，推进建立完善规范的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
排放许可制度，全面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改革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

让市民喝上安全水

呼吸新鲜空气

珠海出台最严格环保制度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农委获悉：今年天
津 市 将 继 续 推 进 美 丽 村 庄 建 设 ， 再 建 成 美 丽 村 庄
150个。

在美丽村庄的建设上，天津市以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为重点，持续推进清洁村庄行动。今年计划完
成 324 个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实现达标排
放；以保洁员队伍建设和村庄环境卫生长效管护制度
落实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重点
开展村旁、宅旁、水旁、路旁“四旁”绿化，完成 6.7
万株绿化植树任务。

今年天津市将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20 万亩，调减后
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 15 万亩，种植经济
林、生态林、苗圃 5 万亩；继续大力抓好农产品质量
安全建设，在“放心菜”和“放心肉鸡”的基础上，
将“放心猪肉”和“放心水产品”基地陆续投入使
用；围绕建设现代化都市型农业的总体目标，通过农
家院和休闲旅游项目来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市场化改
革，提高农业规模化程度，真正使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天 津 今 年 再 建 150 个 美 丽 村 庄
重点改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