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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恒山路两侧，塔吊高悬、机器轰
鸣，首批入驻高新区的项目正在加紧施
工。其中的行有恒（京津冀）互联网电
子医药协同产业园规划占地30.4亩，总
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这里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我们将把这里建设成为集互
联网区域性医药供应链大数据分析与研
究于一体的互联网电子医药服务平
台。”该项目经理杨志展说，目前园区
正在加快建设，计划明年年底前完工。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第一个获批
的跨区域合作共建高新区，北京亦庄·
永清高新区将重点承接北京企业产业链
延伸、生产外溢项目，为北京的优秀企
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壮大廊
坊的高新技术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
进，廊坊抢抓发展新机遇，科学谋划新
思路，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着力推进
与京津在产业、交通、生态旅游、医疗
养老等方面一体化发展，努力在对接京
津、服务京津中加快自身发展。

互联互通——
构建立体交通体系

在国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中，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体系为重
点环节，廊坊域内在国家大框架中的大
通道已经基本构筑，但与周边京津县

（市、区） 的区域性合作正在紧锣密鼓
地实施。今年年初，廊坊与通州、武清
共同签订了《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
协议》，规定三地将从加强顶层谋划和
规划对接，从交通规划、生态保护、产
业协作、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
加强对接合作，助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
展向纵深推进。

潮白河大桥横跨北京通州与三河燕
郊，大桥整体工程基本完工，工人们正
在实施亮化、涂装等辅助工程，预计今
年年底通车，将极大缓解燕郊至北京的
交通状况，使两地往来更便利。

着眼与京津交通全方位联通，廊坊
大力建设京津廊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
体系，积极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构建北
京新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公路交通
网。目前，津保铁路、京台高速、密涿
高速（廊坊段）建成通车，京廊通勤高
铁开通运行，全市高速公路达 8 条段，
通车总里程385公里，市区公交车全部

实现京津冀公交“一卡通”。通过多层
次立体交通体系建设，使廊坊与京津形
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交通整体，有力促
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精准承接——
加快产业一体化

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是京冀两地
推动协同发展的试验田。“从2015年开
建至今，已有 40 个项目签约落地，包
括京东、神州数码、惠买在线、联合出
版等一批知名企业。我们将用 10 年时
间，打造一个产值千亿元、税收百亿元
的升级版‘新亦庄’。”高新区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邹本雨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
顶层设计下，廊坊确定了科技研发创新
成果转化引领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聚集区、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区、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承载地的

“三区一地”发展定位，把“大智移
云”确立为首位产业，着力打造新型显
示及智能终端产业、大数据产业、电子
商务产业、新材料及装备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精准承接
产业转移，构筑起与京津功能互补、协
同发展的格局。

3 年来，全市累计引进京津项目
681个，引进资金1450.7亿元。第6代
AMOLED 新型显示面板及模组、京东
集团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原子高科同位
素药物研发生产等重大项目纷纷落户，
万库标杆、科大迅飞、小米科技等新兴
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亦庄·永

清高新区、中关村固安高新技术产业
园、大兴固安生物医药产业园、京冀通
航产业园等科技园区建设加速推进，对
京津科技资源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不断
提升。

“北京研发、廊坊孵化”，廊坊积极
对接京津高校、科研院所，成建制引进
创新资源，截至目前，共有廊坊·中关
村软件园人才与产业创新基地等 15 家
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落户，与中国技
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北方技术市场、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等京津冀 30 余家技术交易机构实现
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仅 2016 年，
全市技术合同交易总额达 21 亿元，其
中吸纳京津技术成交金额12.92亿元。

改善环境——
推动经济增“高”变“绿”

廊坊紧邻京津，是京津冀大气污染
防治“2+26”城市、“1+2”核心城
市，肩负着“禁煤区”、保障“京 60”

（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
左右）等重大环保任务。

近年来，廊坊坚持与京津建立区域
大气、水污染防治协作联动机制，联手
筑起生态屏障。与京津签订大气污染防
治合作协议，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
一标准、统一监测、应急联动等方面为
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

今年以来，廊坊举全力开展了“散
乱污”企业集中整治、根绝散烧煤、严

打严控供热锅炉超标排放、臭氧污染综
合治理等为重点内容的雾霾阻击战。在
全面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同时，廊坊积
极构筑京津冀绿色生态涵养保护支撑
区，两年间植树造林100多万亩，全市
森林覆盖率近30%。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撬动了全市休闲旅游业快速发展。

10 月 28 日，廊坊市固安盛世农合
生态园举办了蒙古风情艺术节。骑马游
庄园，蒙古包里享美食，充满浓郁少数
民族特色的艺术节迎来了不少京津游
客。“这里有骏马、烈酒、篝火、戏曲
……还可以采摘，体验农事，以后我要
经常来这里休闲放松。”家住北京大兴
的游客卢文林说。从传统农业种植转型
发展休闲生态旅游产业，让生态园年收
入超过1000万元。

围绕“京津乐道 绿色廊坊”品
牌，当地确定了“京津冀休闲目的地”
发展定位，规划推出了“影视文创、乡
村休闲、温泉养生、骑行竞技”4大旅
游品牌以及“第什里风筝小镇、大城红
木文化小镇、国华影视小镇、威武屯骑
行小镇、别古庄核雕小镇、庄络亲子农
场小镇”6个新兴旅游目的地，借助生
态优势加快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

“高”变“绿”。

合作共享——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有了医保异地即时结算，跟在北
京的医院看病一样，不用自己再垫钱
了。每月还可以领到 100 元交通补贴，
直接打到‘北京通——养老助残卡’
内，我们可以像刷银行卡一样取现、消
费。”在廊坊燕达医院门诊大厅，几位
长期在燕达国际健康城养老的北京籍老
人告诉记者。

燕达医院的“医养结合”模式，有
效缓解了北京老人的养老压力，这也是
廊坊强力推进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
的一个缩影。

去年6月份，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
签署合作协议，提出构建环京津健康养
老产业圈，将廊坊燕达国际健康城等3
家机构作为试点，重点打造一批环首都
大健康产业聚集区，推动北京市养老政
策外延。

近年来，廊坊签署了京津冀毗邻地
区疾控和卫生监督协同系列协议，廊坊
市卫计委与北京市卫计委、河北省卫计
委共同签署了《京冀廊医疗卫生合作框
架协议》，与北京世纪坛医院、首都儿
科研究所、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回龙观
医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
共建“儿童发展中心”“廊坊市重大传
染病防治中心 （研究中心） ”“廊坊市
精神卫生中心”等 3 个公共卫生项目。
此外，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签署《框架
协议》，启动“健康京畿·中医药先行
8·10 工程”，推动两地中医药领域的
全方位发展；与全国初级保健基金会合
作，在全国率先开展新生儿 35 种遗传
代谢病免费筛查；与北京、天津9个县

（区） 合作，建立京津冀毗邻地区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长效合作机制。截至目
前，廊坊7家三级医院均与京津医院开
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与北京部分市属
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制度；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有 20 余家与京津医疗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部分县级二级医院与京津
知名医院达成了专科共建意向，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依托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河北廊坊加速对接京津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张 迪 孙亚安

宋波是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新塘
镇万福村生态扶贫产业园的负责
人，他在外地种植 1000 多亩芒果
致富，现在回到家乡种植600多亩
百香果。走进宋波的产业园，一排
排藤架整齐地排列着，百香果挂满
枝 头 ； 远 处 ， 果 农 正 给 火 龙 果
浇水。

“去年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荒
地。从今年初开始，我投入 70 多
万元进行土地流转，平整土地。通
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
式，建成第一期百香果、火龙果等
水果基地650亩。如今每亩产值超
过了 1 万元。”宋波告诉记者，该
产业园带动了 200 农户 600 多人
致富。

去年12月份，宋波在村干部和
村“第一书记”的引导下，成立了
广西贵港市佳润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并以合作社为主体，创建万福

村生态扶贫产业园。“除特色果蔬
花卉、开展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外，
我们还组织收购、加工、销售、运
输 、 储 藏 合 作 社 成 员 种 植 的 产
品。”宋波告诉记者。如今，万福
村生态扶贫产业园成为集产业扶
贫、生态种养、观光旅游、农产品
运转流通于一体的立体型复合产
业园。

近年来，港南区以建设特色产
业示范项目为抓手，通过经济能人
带动，探索产业发展和贫困户增收
有效途径。该区结合现代特色农业

（核心） 示范区整区推进建设工
作，把贫困户就近纳入示范区内，
实现产业发展、贫困户受益、经济
能人增收“三赢”的局面。像万福
村这样的生态扶贫产业园已不是特
例。港南区区长曾健清告诉记者，
目前，全区所辖的8个乡镇都建立
了特色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共建立

了11个特色水果示范基地，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444家。示范区的建
立，使港南区农业逐渐向规模化、
特色化、标准化发展。

瓦塘镇三多村推行“党支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发展模式，流转土地200多亩，大
力推动产业脱贫。去年三多村联合
马蹄种植、甘蔗种植、竹子种植等
5 家合作社，成立了村专业合作社
联合会党支部，鼓励经济能人发展
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为了进一步发挥扶持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帮扶
带动作用，港南区选择 1 至 2 个覆
盖面广、效益较好的特色产业作为
整村、整镇推进脱贫摘帽的主导产
业。预计到年底，将实现贫困村单
个产业覆盖率达30%以上，全区特
色主导产业覆盖率达 60%以上。”
港南区委书记杨亚俊说。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能人”带动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周骁骏 通讯员 梁 宇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深入推进，河北廊坊依托

独特的区位优势，推进与

京津在产业、交通、生态旅

游、医疗养老等方面一体

化发展，在对接京津、服务

京津中加快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彭世繁报道：河南省西华
县在综治中心建管中探索以警务室为基础、以“一村一
警”为依托、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管理新模式，通过社
会购买服务、村民自治发展壮大了一批平安志愿者、社区
工作者、社会服务者、群防群治队伍等社会化力量。

西华县拥有1个技防视频监控中心、4个片区分中
心、22个视频监控平台，新增摄像头3600个，技防卡
口35处，并织密了治安防控网、刑侦基础网、国保情
报网、消防安全网、交通安全网“五网”一体三级网
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

西华县依托综治中心创建“平安和谐家园”，鼓励
外出务工人士返乡创业，全县已有2000多名在外经商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办了胡辣汤产业园、奈安生物、
晨辉工贸、金鑫车业等“回归型”企业30多家。当地

“以商招商”引进了电商产业园、无人机产业园、中电
建设综合管线等项目。

西华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程维峥介绍说，2016
年，全县生产总值达209亿元，同比增长8.7%；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1517元，同比增长9.1%；农民人均纯
收入8943元，同比增长11.9%。如今，西华县群众安居
乐业，经济发展迅速，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图为从北京迁至河北省固安高新区的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数控加工
车间。 赵永辉摄

河南西华：

创新完善社会治理能力

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
举行“疆果东送”启动仪
式，上千吨“冰糖心”苹果
乘坐货运卡车从新疆阿克苏
地区红旗坡农场驶向阿克苏
火车站，然后搭乘冷藏集装
箱班列驶向浙江，预计5天
后抵达萧山站。

天高云淡，新疆阿克苏
大地色彩缤纷，红彤彤的苹
果挂在枝头；果园里，人们
正忙着采摘、遴选、装箱。

“依靠优良品质，抵御价格
波动”，如今已成为当地果
农的共识。阿克苏地委委员
尼牙孜·阿西木表示，全地
区已基本实现了农产品由

“生产导向”向“消费导
向”转变，产量优势向质量
优势转变。

此次发往浙江的农产
品，通过“十城百店”在当
地销售。今年以来，浙江省
利用对口援疆机制，启动了

“十城百店”工程，在浙江
省 10 市建设阿克苏特色农
产品公共仓，实施统一平台
运作、统一仓储服务、统一
地域品牌、统一物流配送、
统一质量追溯，辐射100家
以上销售门店，形成“十城
百店”市场网络。

“通过与浙江合作的带
动，红旗坡苹果在内地的销
量有望比去年翻番。”阿克
苏红旗坡林果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猛认为，“疆果东送”连接了市场两端，
减少了中间环节，果农增收有了保障，有助于将阿克苏
特色林果的规模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苹果种植大户杜忠生告诉记者，在政府引导下，如
今实现林果丰收、保证苹果品质已不是难事，最担忧的
是运输成本高。如果中间环节多，市场价格再好，果农
受益也很有限。农产品坐上冷藏班列直达内地，一定会
帮助阿克苏林果打开销路。

经过多年发展，阿克苏地区林果总面积已达450万
亩，农牧民约 40%的收入来自林果业，但该地区林果
业仍面临诸多挑战。据尼牙孜·阿西木分析，目前重数
量轻质量的问题依然存在，生产环节市场主体发育不充
分、生产标准化程度较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开
拓力度不大及品牌建设力度不够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将会影响全地区特色农产品健康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为此，阿克苏地区推进建设“百十一”优质特色农产品
产业基地，连接“十仓百企”加工联盟，将建设形成以
浙江省“十城百店”销售网络为主，覆盖上海、辐射华
东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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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2017年10月9～17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采
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采用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态评
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7 年 10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35.3%的断

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污
染。其中Ⅱ类占2.9%、Ⅲ类占32.4%、Ⅳ类占50%、Ⅴ类占8.8%、劣
于Ⅴ类占5.9%。未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指标主要有溶解氧、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苏沪边界6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和急
水港周庄大桥2个断面水质为Ⅲ类，吴淞江石浦大桥和千灯浦千
灯浦桥2个断面水质为Ⅳ类，盐铁塘新星镇桥1个断面水质为Ⅴ
类，浏河太和大桥1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14个河流
监测断面中，芦墟塘陶庄枢纽、南横塘长村桥、北横塘栋梁桥、頔塘
苏浙交界处、新塍塘北支圣塘桥、新塍塘西支洛东大桥和澜溪塘太
师桥7个断面水质为Ⅲ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长三港升罗桥、
大德塘思源大桥和江南运河北虹大桥4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双林
塘/弯里塘/史家浜双林桥和上塔庙港乌桥2个断面水质为Ⅴ类，
后市河太平桥1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12个河流监测
断面中，坟头港大舜枢纽1个断面水质为Ⅲ类，丁栅港丁栅枢纽、
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秀州塘/七仙泾/枫泾塘枫南大桥、蒲泽
塘/清凉港清凉大桥、面杖港/嘉善塘东海桥、黄姑塘金丝娘桥、惠
高泾新风路桥、六里塘六里塘桥、上海塘/胥浦塘青阳汇、俞汇塘俞
汇北大桥和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11个断面水质为Ⅳ
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Ⅲ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
断面水质为Ⅱ类。

（二）太湖水质
2017年10月太湖全湖平均总磷指标为Ⅳ类，其余指标均达到

或优于Ⅲ类，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按照最差指标进行评价，太湖全湖水质为Ⅳ类。
水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月太湖水域 7.4%为Ⅲ类、
84.2%为Ⅳ类、5.5%为Ⅴ类、2.9%为劣于Ⅴ类；83.0%水域为轻度富
营养，17.0%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
为：高锰酸盐指数4.50㎎/L、氨氮0.05㎎/L；太湖营养状态评价指
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76㎎/L、总氮 0.96㎎/L、叶绿素
a44.6㎎/㎥。与2016年同期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平，主要水质指
标高锰酸盐指数和叶绿素a浓度有所上升，氨氮、总磷和总氮浓度有
所下降；轻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减少，中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增加。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7年10月省界水体10个监测断面，9个断面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水标准，占90%；1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
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Ⅲ类。浙闽边界9个河流和

水库监测断面中，寿泰溪S52寿泰溪大桥1个断面水质为Ⅰ类，寿
泰溪柘泰大桥、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泰大桥东溪
交汇口上游、安溪庆元政和交界处、松原溪马蹄岙水库坝头、竹口
溪新窑和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7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甘歧水库1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本

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53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44个。省界河流缓冲区41个，有11个水

质达标，达标率为26.8%。其中苏沪边界6个缓冲区，2个缓冲区水
质达标；苏浙边界16个缓冲区，7个缓冲区水质达标；浙沪边界18
个缓冲区，1个缓冲区水质达标；浙皖边界1个缓冲区，水质达标。
省界湖泊缓冲区3个，其中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
区和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9个，其中新安江皖浙省界缓冲区和
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2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7个缓冲区水
质达标，达标率为77.8%。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