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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市区 74 公里，有北京“夏
都”之称的延庆区凭着“生态优先”这

“一招鲜”打造出生态文明的“金名片”，
先后成为2019年世园会承办地和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用绿水青山
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生态优先”换来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以来，延庆由一个地处偏
远、发展落后的县城摇身一变成为生活富
裕、环境优美、和谐文明的宜居城市。

上世纪 90 年代，延庆就确立了生态
保护优先原则，坚持做到一切与生态保护
发生冲突的行为都必须为保护和建设生态
环境让路。

远望白花花、连灌木都不长的石头山
没难住延庆人，他们用爆破炸出树坑，背
来客土，帮助杨树、榆树、刺槐、油松扎
根，再在树下覆盖上茂密的灌木。122万
亩荒山变绿，成为抵御风沙进京的一道
防线。

进入 21 世纪，延庆重点实施了风沙
源治理、水源涵养林、绿色通道、退耕还
林等工程；2005 年制定“生态文明战
略”，相继建成 30 公里妫河生态走廊、
2.5万亩官厅生态库滨带、44公里北山生
态观光带；到2012年，延庆的林木绿化
率由80年代初的37.8%增长到71.2%。

延庆始终没有放松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方才守得这一汪绿水，留下这一片青
山。延庆区水务局副局长胡加林最清楚他
们付出了多少，打造山区生态屏障，从上
游源头积蓄生态养水动力；构建平原生态
林网，提升下游水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实
施全域河网综合整治和湿地生态修复，贯
通生态水系，实现活水还清。

以松山—玉渡山西北山区、东北山
区、八达岭南部山区为主，实施荒山造
林、封山育林，持续增强山区森林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以“九曲花
溪、多彩森林”的理念实施平原造林工
程，融入万亩滨河森林公园景观。以妫水
河为轴、南北干渠为环，沟通流域水系，
形成山水相依、河湖相通、曲水相连的良
性水循环体系。

经过近40年建设，2017年延庆林木
绿化率已经达到 71%，森林覆盖率达到
58%。延庆的城镇宜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
善，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64.39%，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39.09平方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资源成
为延庆最厚实的“家底”。根据北京新版
城市总体规划，延庆被赋予首都西北部重
要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生态
文明示范区、国际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名
区、京西北科技创新特色发展区的功能
定位。

“生态优先”引来两场“盛会”

2017 年，延庆区成为北京市唯一入
围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区名单的
区。凭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延庆先后成为
2019年世园会承办地和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三大赛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千
载难逢的机遇。

“延庆正处于产城人割裂‘生态发展
1.0’模式，餐饮住宿、医疗卫生等城市
服务品质不高，绿色产业、专业人才等发
展支撑不足。”延庆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闫成银坦言，“赛会带动了延庆发展破题
攻坚”。

自此，延庆区明晰破题思路，提出生
态与产城人融合发展的“生态发展 2.0”
模式，以生态优势为基本点，以筹办举办
冬奥会世园会为支撑点，以紧抓赛会机遇
实现以城破题、以城引人、以人筑产、以
产优城为关键点，最终形成生态、产业、
城市、人口的正向循环。

京张高铁、延崇高速、兴延高速3项
联络线工程，使延庆跻身首都“半小时交
通圈”；水电气热路等基础设施极大提高
了城市服务承载能力；园林水务等生态工
程建设，有效提升了绿化美化以及大气和
水环境质量。

2019 年4 月29 日，北京世园会开幕
时，人们不仅能在园区内欣赏一场花卉大
联展，还能感受到园区周边的美丽风景。
近日，世园路、百康路、阜康路、圣百街
这4条成“井”字状排列的世园会市政道
路将完成绿化建设，分别以“多彩花境”

“锦绣绿荫”“红粉映翠”“花香汇景”为
主题，形成一街一品。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平原造林办公室负
责人张可栋说，明年，围绕冬奥会、世园
会，延庆将新增造林绿化1.6万亩，建设
生态廊道，改造提升4.3万亩。以京藏高
速、京新高速、五环路等世园会和冬奥会
交通干线为重点，对绿色廊道加宽加厚。

在延庆中心区，紧邻夏都公园的北京
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正在妫水河边拔地
而起，预计11月底钢结构封顶，2019年
6月份整体项目建成。

“延庆就是要‘用生态赢得未来’。”
延庆区冬奥办专职副主任宋海田说，办会
是延庆发展的机遇、平台和抓手。通过打
造全球知名的冬奥冰雪之城，使冰雪运动
与旅游产业要素整合发展，打造四季休闲
度假目的地。

绿水青山成就优势产业

20世纪90年代起，延庆就实行了十

分严格的产业规制政策。正是这份“耐得
住寂寞，扛得住责难，抵得住诱惑”的精
神，使“生态优先”模式最终得以实现。

多年来，旅游业一直是延庆经济发展
的支柱。1979 年，八达岭长城开始接待
游人，1987 年龙庆峡首届冰灯艺术节开
幕，2012 年以来，延庆以发展全域旅游
为抓手推动旅游休闲产业提质增效，入选
全国十大“国际优秀乡村旅游目的地”。
2013年至2017年5年间，景区收入增长
了近 50%。两大盛会的举办，正推动延
庆加快构建绿色高精尖产业体系。

海坨山下的张山营镇是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延庆赛区所在地。眼下这里正在
筹建冬奥冰雪休闲小镇，不仅将建设 32
公顷的冬奥森林公园，还将建设龙聚山庄
冰雪休闲片区、西大庄科冬奥片区。龙聚
山庄冰雪休闲片区内有颇受市民欢迎的石
京龙滑雪场，将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业态
丰富多样、面向大众冰雪休闲运动的冰雪
运动小镇。

自2017 年持续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延庆在加快一般制造性企业调
整退出和“散乱污”企业治理的同时，引
进雪族科技等一批冰雪企业，举办冰雪欢
乐季等冰雪旅游休闲活动和国际雪联越野
滑雪中国巡回赛等冰雪体育赛事，“冬奥
冰雪之城”知名度不断提升。

进入筹办冬奥、世园关键阶段，延庆
区酒店接待能力快速提升，遍地开花的乡
村旅游精品民宿更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支撑。

同时，中关村延庆园也成为中关村示
范区“一区十六园”之一，将培育壮大信
息产业、园艺产业和体育休闲产业，促进
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电子商务等智慧
服务业发展，加快构建符合延庆功能定位
的“高精尖”经济结构，打造长城脚下的
创新家园。

数据显示，延庆的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年的2.8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137.6
亿元，增长近50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
的 913.9 万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6.2 亿
元，增长 176 倍；农民人均收入从 1979
年的 125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21248 元，
增长近170倍。

北京延庆：“生态优先”赢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深化“政银合作”

西安新登记市场主体超40万户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何汪维报道：

2018 年西安市新登记市场主体突破 40 万颁牌暨
“政银一网通·融资直通车”启动仪式日前举行。
在活动现场，西安市工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吉利
发布了西安市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报告，2018年西
安市新登记市场主体已突破40万户。西安市委副
书记韩松向2018年西安市新登记的第40万户市场
主体——西安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颁发了营业
执照。

同时，西安市工商局与招商银行西安分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12家银行签署了“政银一
网通”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今后在西安市投资
创业的企业不仅能够通过“政银一网通”平台一
次性完成登记注册、申领营业执照和开立银行账
户，还能快速享受招商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
行、中国银行、西安银行 5 家银行提供的融资服
务。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为企业减少开办成本，同时又能让企业及时享受
银行提供的融资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东北地区入关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
铁通道——京沈高铁辽宁段日前开始模拟载客试运
行，新民北至通辽高铁也同步开始模拟载客试
运行。

京沈高铁辽宁段自今年联调联试以来，经过
轨道、路基、桥梁、隧道、通信、信号设备等动
态检测，使各系统和整体系统功能得到了优化。
京沈高铁是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网的收
官之作，也是东北地区入关最快捷的通道。建成
通车后，北京至沈阳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 2.5 小
时左右，京沈高铁与目前的京哈铁路秦沈段，将
在东北地区形成一东一西两条进京客运通道，客
运能力将得到很大提高。东北地区客运通道进一
步便利畅通后，进出关的铁路货运能力也将得到
很大提高，对于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入关最快捷通道

京 沈 高 铁 辽 宁 段 试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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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坚持做到一切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的行为
都必须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让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的延庆先后成为2019
年世园会承办地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两大盛会的
举办，正推动延庆加快构建绿色高精尖产业体系

绿色产业体系

按照行业经验，生物制药厂的建设及认证周期需

要3年时间。但杰华生物“乐复能”产业化项目落户青

岛市崂山区时，崂山区以“交钥匙工程”的方式帮助杰

华生物建设生物医药生产基地，所有工作精确到天，在

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仅用了9个月时间就高标

准完成了项目工程。

以杰华生物为龙头，崂山区在生物医药产业持续

发力，确立了“高端研发平台+孵化培育平台+科技服

务业”发展定位，在生物发酵、生物催化等领域与华东

理工大学共建青岛创新研究院，引进建设国家科研平

台、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四大研究中心，打造高水平的科

研创新基地、高效率的产业技术孵化基地和高质量的

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崂山区共有生物医药企业30余

家，其中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13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12 家。2017 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总收入达

28.4亿元。更重要的是，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集聚了

一大批高端人才。

杰华生物及生物医药产业的人才集聚，是崂山区

打造国内一流人才高地的缩影。崂山区确立了以产业

聚人才的战略，全方位营造人才生态圈，越来越多的海

内外人才把崂山作为创新创业的首选之地。目前，全

区拥有两院院士、泰山学者等高端科研人才及产业领

军人才200多人。这些高层次人才成为崂山区新旧动

能转换的生力军。

依托高端产业重点吸纳高端人才团队，是崂山区

集聚人才的亮点。崂山区把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产

业、旅游产业和大健康产业“四大产业”作为以产聚

才、以才兴产的基石，围绕智慧产业、智能制造、生

物医药、虚拟现实、新能源新材料、微电子和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6+1”新兴产业体系，持续集聚高端人

才团队和高端研究院，做到每个产业都有院士领衔源

头创新、龙头企业支撑带动。其中，在虚拟现实产

业，先后引进北航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北师大虚拟

现实工程研究院等10个高端研究院，设立虚拟现实

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分室，落户歌尔、黑

晶、金东等企业及研发机构80家，获批全国虚拟现

实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集聚了国内VR领域60%以

上的高端人才。

依托特色创新平台多层次育才用才，是崂山区引

才留才的基础。崂山区充分发挥总部型创新平台链接

全球人才资源的优势，依托海尔、海信、歌尔、中科曙光

等全球研发总部，加速集聚全球人才。以人才创业园

区建设为重点，崂山区高标准建设了国际创新园、院士

智谷、微电子创新中心等特色园区。其中，青岛院士智

谷已入驻院士专家项目10个、注册资金2.5亿元，集聚

研发人才170 余人；青岛国际创新园已自主培育3人

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依托政策和金融创新大力扶持人才创业，是崂山

区充分发挥人才效应的保证。崂山区建立了精准化的

人才政策扶持体系，设立2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和 5 亿元的高

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引导基金，

为人才创新创业

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

持和资金保障。他们还突

出了区财政“投资人”角色，引导

各类资本采取科技保险、投贷联动、股权

投资等多种方式，搭建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一直

到IPO阶段，涵盖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助力人才项目做大做强。同时，还率先出台直

接股权投资办法，对单个项目最高投资额可达 1.3 亿

元，并在股权退出时优先向人才团队转让，撬动社会资

本助力人才科技成果转化。

为促进人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崂山区还积极打

造重大活动载体，先后举办了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

会、创新企业家年会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一系列

重要会议和论坛，推动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深度融

合。针对制约产学研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崂山

区探索建立高校、院所、事业单位、企业“四位一

体”的人才聚合体，迈出了科研体制改革的关键一

步。针对人才高度关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崂山区通过建设人才公寓、高品质学校和引进外资全

科医院，实现人才居有良所、病有良医、学有优教、

老有颐养。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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