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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河北唐山曹妃甸区举行
城市产业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智能装
备、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等 19 个项目，涉
及金额 258.6亿元。

一批大项目集中落户，表明曹妃甸
已进入产业加速集聚的机遇期。唐山市
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孙贵石说：“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抓住
机遇，外引内联，产业集聚出现了量增质
升的良好势头。”今年上半年，曹妃甸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全部财政收入 61.9 亿元，同比增长
13.6%；港口吞吐量达 1.51 亿吨，同比增
长 18.8%，正朝着年吞吐量 3 亿吨大港
迈进。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2010 年初来曹妃甸时，这里一片
荒芜，连路都没有。没想到短短七八年
时间，就发展得这么好。”中南置地集团
养生事业部董事长冯士伟说。能够吸引
这么多企业签约落户曹妃甸，得益于曹
妃甸得天独厚的组合优势和日益完善的
基础设施。

作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连接点，曹妃甸是连通中
国三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走廊，建成或在
建高速、国省干线 10 条、铁路 5 条，形
成了四通八达的路网格局。其中，年输
送能力 2 亿吨、我国西北区域重要出海
通道的蒙冀铁路，于 2015 年 12 月份全
线通车。特别是唐曹铁路将与京唐城际
铁路相连，通车后 100 分钟可达北京。
今年上半年，曹妃甸区已经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540 亿元，水、电、路、通讯等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正加快实现全面

“七通一平”。
2015 年 11 月份，40 万吨级大船“宏

远”号第一次驶入渤海湾，成功靠泊曹妃
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矿石码头，
开启了唐山乃至河北航运史上的“大船

时代”。“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
滩”，曹妃甸拥有深水岸线 116 公里，可
规划建设矿石、煤炭、原油、LNG、木材、
液体化工、集装箱等各类码头泊位 375
个，常年不冻不淤，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
开挖航道，即可建设 30 万吨至 40 万吨级
大型深水泊位的港址。依托深水大港的
天然优势，目前曹妃甸已建成运营码头
泊位 82 个，开通内外贸航线 110 条，通达
世界各地。

集聚产业精准发力

7 月 26 日，城建重工（唐山曹妃甸）
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首台纯
电动厢式新能源物流车下线。

“事实证明，从北京迁到曹妃甸，我
们没有选错。”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庞忠说，“曹妃甸区位优越，生产场
地大，干部办事作风好，这是我们投资兴
业最看重的”。

占地 397 亩，总建筑面积 14.3 万平
方米，年产可达 5000 辆新能源专用车的

城建重工（唐山曹妃甸）新能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是京企搬迁至曹妃甸的成功
典范，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缩影。

2016 年 4 月份，京冀协同发展示范
区管委会组建，京冀每年互派百名干部
双向挂职，规模大、级别高、层次多。李
宏宇是北京选派到曹妃甸的 13名干部之
一，目前担任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区管委会副主任。从来到曹妃甸的那一
刻起，李宏宇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工作，

“我们将与曹妃甸同呼吸、共命运，充分
发挥自身力量，大力推进京曹对接工作，
为曹妃甸与北京协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利用互派干部这一工作机制，让挂
职干部两地都能“说上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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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部门也已建立起常态化业务对接。

京冀签署《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
展示范区框架协议》以来，曹妃甸以承接

北京产业转移和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
心，精准发力，率先突破，示范区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仅今年上半年，曹妃甸共
签约京津项目 41 个，总投资 821 亿元。
一批投资在 5亿元以上、科技含量较高的
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四大板块融合互动

曹妃甸区副区长薛波表示，曹妃甸
发展城市产业有资源、有基础、有条件，
尤其是曹妃甸新城，经过多年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框架雏形初步形成，
未来将成为一座宜居宜业、灵韵秀美的
滨海新城区。

规划面积 59 平方公里、拥有 18 公里
优质滨海岸线的曹妃甸新城，位于曹妃
甸区南部，近期规划面积 34.3 平方公里，
作为唐山市中心城区和滨海城区“双核”
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核，被确定为唐
山南部沿海次中心城市和全区行政、文
化及商务会展中心。曹妃甸区现有曹妃
甸新城、临港商务区、曹妃甸城区和南堡
开发区四大城市板块，按照“港产城协调
发展、新老城互动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思路，推动四大城市板块融合互
动、协调共建。

曹妃甸新城“三河环绕、南向大海”，
与曹妃甸工业区、综合保税区隔河相望，
既是便捷的生活居住区，也是高端商务
会展活动的承载区和综合保税区口岸、
展示、贸易、金融、物流等功能的拓展区，
推动着曹妃甸新城商务居住、会展、金融
服务、流通产业的蓬勃发展。曹妃甸新
城正着力构筑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装
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金融、会展等
13大产业集群。

华北理工大学、北京曹妃甸国际职
教城等大专院校已在曹妃甸建成开学，
文化创意街区、北大创业咖啡馆初具创
业规模，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职业教育
的良性互动，为曹妃甸的产业发展提供
着高端技术支持。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集聚势头
强劲，产城融合已见成效，曹妃甸开发已
经步入产业大发展、快发展的崭新阶段。

外 引 内 联 协 同 发 展

河北曹妃甸：好产业大项目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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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浙江湖州的发展底
色，绿色金融则是湖州绿色发
展的重要引擎。

今年 6 月份，浙江湖州市
成为全国首批 8 个创建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地市之
一，探索实践绿色金融支持绿
色产业发展。

湖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告诉
记者，近年来湖州率先探索发
展绿色金融，主要路径有三条：
一是为生态建设提供金融支
持，促进市场主体绿色转型；二
是为绿色发展优化金融动力，
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
业；三是为产业升级强化金融
引导，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 试 验 区 ，创 新 的 路 子 怎 么
走？湖州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
发展，致力于绿色产业与生态
文明的交融互助。

高家堂是安吉县的一个小
山村，如今已成为省级全面小
康建设示范村，来这里的游客
络绎不绝。高家堂的发展，离
不开安吉农商银行的资金活
水。该行在全国地方小法人银
行中率先建立绿色金融事业
部，开发绿色产品，完善绿色渠
道，践行绿色公益。2008 年至
今，该行“美丽乡村贷”已累计
发放 7.8亿元，助力 118个行政村完成美丽乡村改造。

点绿成金，以金融支持生态建设。湖州以辖内农业
银行、兴业银行、湖州银行、安吉农商行 4 家机构为“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示范点”，探索建立绿色金融专营机制。例
如，湖州银行制定了《绿色信贷行业营销指引》，将绿色生
态、节能和循环经济类产业细分为 9 大类 27 小类，结合
行业形势采取积极支持和选择性支持的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湖州所
有银行都将“环保一票否决”纳入信贷管理全流程，部分银
行还制定绿色信贷业务发展指导意见，真正实现绿色信贷
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贷以及资金重点保障。

在绿色保险方面，湖州也同样先行一步。目前，企业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白茶低温气象指数险、湖羊特色
险等系列产品已经在湖州相继落地。

湖州市市长钱三雄告诉记者，绿色金融要致力于培
育绿色产业。通过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
绿色金融体系，引导金融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确
立以绿色、高效、智能、集约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
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培育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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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今年 1月份至 7月份，曹妃甸港货物吞吐量达 1.84亿吨，同

比增长25.2%，成为助力唐山港货物吞吐量增长、跃居为全国第四大港口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