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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

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样板
本报记者 韩秉志

7 年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国家发展全局高度，作出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决策。7 年来，伴随一批批

重要事项、重点项目、重大政策落地见效，这

一国家战略正不断向纵深推进、开花结果。

协同发展大格局加快形成

京津冀三地总面积 21.6 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 1.1 亿，GDP 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却一度

不得不面对“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

吃不着”的尴尬。北京的“大城市病”怎么

治？京津冀发展不协调的难题如何破？

制定大战略，需要理清大逻辑。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

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

津“双城记”。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和管理好首

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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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至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市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作出的一系列

重要论断，发人深思。

实施大战略，需要心怀大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三地面临矛

盾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优化国家生产力布

局和空间结构、打造新增长极，建设世界级城

市群的需要。7 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加

强顶层设计，规划体系“四梁八柱”基本形成。

2015 年 6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印发。随后，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京

津冀“十三五”规划印发实施，京津冀土地、城

乡、水利、卫生等 12 个专项规划全部印发，京

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

区规划等相继出台⋯⋯

2017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一个堪与深圳经济特区、上

海浦东新区媲美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前沿、高

质量发展样板，如春芽破土而出。截至 2021

年上半年，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 2600 多亿

元，125 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协同，既是区域发展的必由路径，更是响

当当的生产力。2021 年上半年，京津冀交出

一份可观的成绩单：北京经济增速达 13.4%，

新 经 济 增 加 值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40.9% ；天 津 经 济 增 速 达 11.4% ，不 断 积 蓄

“进”的力量；河北省经济增速达 9.9%，产业

结构实现提质增效。

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

疏 解 非 首 都 功 能 是 解 决 北 京“ 大 城 市

病”、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先导和突破口。

7 年来，北京始终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

个“牛鼻子”，持续加强与天津、河北两省市的

协同联动，加快构建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

中心“两翼”联动发展格局，为解决区域发展

不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京津冀

协同办主任谈绪祥表示，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

存量相结合，政府和市场两手用力，取得阶段

性成效。以交通、生态等为代表的重点领域不

断取得突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工作有序推

进，为提升首都功能和发展水平腾出空间。

7 年来，北京发布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

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不予办理

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近 2.4 万件，累计

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 2800 余家，疏解提

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 980余个，区域

大规模集中疏解专业市场任务基本完成。

7 年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

统和先行领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形成北京“双枢纽”

格局；京津城际延长线、京张高铁、京雄城际

铁路、京哈高铁京承段等建成通车，“轨道上

的京津冀”加快打造。

7 年来，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力度不断加

大。京津冀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重污染天气

预警分级和启动标准。2021 年 1 月至 8 月

份，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 PM2.5平均浓度

为 4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6%。

7 年来，产业对接和创新协作不断深化。

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签约

项目达 235 个。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建成投产

以来累计产销整车超过63万辆。天津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 2000家。

探索区域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起科学长效

机制，长久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

的效果？

一个好汉三个帮。7 年来，“通武廊”三

地密切合作，勇当改革创新协同试验田。坚

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

控”，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合作共建原

则，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向北

三县延伸布局。

协同发展，并非简单“迎来送往”，需要产

业升级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期进行，政治、

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等多方面推进，才能打

造我国经济新增长极的样本。

一系列改革创新，已让广大群众切身感

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7 年来，基本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三地百姓更多享受协同发展的实

惠。由于实现异地就医直接持卡结算，“跨省

异地养老”的北京老人在河北燕达医院看病

省去了两地奔波、繁琐报销之苦。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启动之初，习近平

总书记就强调，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

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

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

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据了解，北京中关村企业已在津冀设立

分支机构超过 9100 家。河北省有关部门数

据显示，7 年来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

近 2.6 万家、产业活动单位近万家。

“十四五”期间如何做好产业协同发展工

作？今年 8月份，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十

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立足京

津冀整体谋划重点产业链布局，以新兴产业作

为突破口，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协

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

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相信京津冀协同

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必将进一步凝聚腾

飞能量，书写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新篇章。喜见燕郊路畅通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日，家住河北三河市燕

郊镇，在北京通州区行政中心

附近上班的李建军喜笑颜开。

因为就在几天前，通燕高速燕

郊出口立交枢纽建成通车。“原

来我上班要用大约两个小时，

现在燕郊出口立交枢纽建成通

车，通勤时间缩短为单程 30 分

钟左右。”李建军说。

燕郊出口立交枢纽的建成

通车，是北京通州区域与河北

廊坊北三县（香河县、大厂县和

三河市）交通一体化建设的一

个缩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戴为民表示，京津冀协同

发展，交通要先行。我们不断

推动交通一体化向广度深度拓

展，为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

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河北廊坊北三县与北京通

州区同处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

区。近年来，有关部门通过广

泛对接，聚焦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实现

“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深化协同发

展。自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出台以来，累计有 1700

多公里的“断头路”被打通。

目前，北京轨道交通 M22 号线正在加紧建设，其中途

经三河燕郊段的潮白大街站、神威大街站已进场施工。该

地铁线路建成后，将成为三河连接北京最便捷的交通通

道。建设北京东边的立体交通网络，不仅让周边地区人们

出行更方便，更对促进地区生产、生态、生活协同发展产生

了重大意义。“十三五”期间，廊坊累计引进京津项目 552

个、资金 2520.8 亿元；累计签约北京成果转化项目 1734 个，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达到 58.1 亿元。

融入大战略 共谱新篇章
杨学聪

在中国版图上，面积 21.6 万平方公里、拥有 1 亿多人

口的京津冀地区，与南方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遥

相呼应。这片区域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

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具备相互融合、协同

发展的天然基础。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三

地面临矛盾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

和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建

设世界级城市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2014 年 2 月 26 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毅然作出了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决策。7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部门和

地方携手合力、担当作为、真抓实干，这一国家战略不断

向纵深推进，京津冀大地硕果累累、气象一新。

如今，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大城市病”

治理有力有效，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得以优化提升；雄

安新区建设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未来之城”蓄势待发；

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加快推进，“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形

成，产业升级转移不断取得新突破；医疗、养老、教育等

公共服务建设有序拓展⋯⋯桩桩件件成绩令人鼓舞。

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当前已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更为繁

重 艰 巨 的 任 务 还 在 后 头 ，需 要 下 更 大 力 气 继 续 向 前

推进。

写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文章，必须始终抓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既严控增量又疏解存量，

共同下好协同一盘棋；必须加快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思

维定式，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各种壁垒障碍，推动要

素充分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区域大市场。同时，要让京

津冀三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特别是逐步补齐民生短

板，积极有效促进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一年。建好“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强生态环境

联防联控，不断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协作水

平，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还需要携手合作、协同联

动。“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

心。”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件一件事去做，一

张蓝图干到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

成为现实。

图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中新天津生态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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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一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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