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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都市圈建设一盘棋

温济聪

江苏加快推进生产换线、机器换人、企业上云——

促 进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本报记者 蒋 波

京津冀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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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9.6

万亿元，是 2013 年的 1.7 倍；京津冀三次

产业构成比由 2013 年的 6.2∶35.7∶58.1 变为

2021 年的 4.5∶30.6∶64.9⋯⋯自 2014 年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持

续增强协同联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阶

段性成效，产业、交通、生态环境及公共

服务等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高质量发

展稳步推进。2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

个世界级的城市群正在浮现。

交通一体化网络加快构建

春节过后，位于北运河东岸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建设工地

塔 吊 林 立 ， 工 人 们 正 热 火 朝 天 地 加 紧 作

业。更让人期待的是，这里即将诞生囊括

地铁、城际铁路、公交场站、运河码头在

内的“超级枢纽”。

“这里将建设成为车站、城际铁路、轨道

交通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站城一体产城融

合的北京新门户。”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枢

纽公司副总经理张登科说，副中心站枢纽工

程的地下建筑规模 128 万平方米，地上规划

建筑规模 139 万平方米。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阶段，预计 2024 年年底完工。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北

京城市副中心拉开城市框架、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这座枢纽通过城际

铁路可实现高效辐射京津冀区域，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交通支撑。”张登科

说，项目内设置京唐城际和城际铁路联络

线，建成后 15 分钟到达首都机场、35 分钟到

达大兴国际机场及河北唐山市、1 小时内到

达滨海新区及雄安新区。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枢纽将真正实现

“站城一体化”。与传统火车站不同，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功能全部位于地下，

通过轨道交通可实现快速联系中心城区；地

上进行综合开发，主要布置商务办公、商场

等，预计可提供 4 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城际

铁路车站上方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运营开发，

这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是首例。我们希望

通过该项目，成功探索站城一体化开发模

式。”张登科表示。

当前，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建设通州区与

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而交通一

体化正是其中关键部分。“今年将试点试行

国贸到北三县定制快巴，并逐步在环京地区

推广，同时实现北运河京冀段游船互联互

通。”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说。

跨区域医疗结算难将破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

持续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民生红

利”不断释放。

从崇文门到亦庄，眼耳鼻喉科享有盛

名的北京同仁医院正在发生变化。“医院主

体从原来的崇文门院区顺利南移至位于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亦庄院区，崇文门院

区圆满完成疏解床位 800 张、职工 1300 余

名的任务。”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黄志刚

说，2021 年 12 月主体南移后，亦庄院区日

均门急诊量由 2020 年 11 月新门诊开诊前的

2643 人次增至 4960 人次。

过去 8 年，北京核心区三级医院床位累

计疏解 2200 余张，2021 年核心区三级医院

外地患者较 2019 年同期减少约 186 万人次。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导向，北京

积极开展京津冀区域住院跨省直接结算工

作，推进住院跨省直接结算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河北和天津的患者到北京就医正变

得越来越方便。来自北京市医保局的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1 月底，北京 690 余家开展

住院业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累计为津冀参

保人员来京住院直接结算 82.46 万人次，涉

及费用 273.03 亿元。

截至今年 1 月底，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已累计为津冀来京就医参保人员减

轻资金垫付负担 155.65 亿元。“我们正在推

进解决京津冀跨区域医疗结算难问题，同时

推进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的跨省直接

结算试点工作，力争在年底前全市每个区至

少 开 通 2 家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可 承 接 此 项 业

务。”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郑

杰说。

产业协同水平不断提升

近日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上，为运动员

及相关人员提供运输服务的零排放氢燃料

客车成为一道绿色风景线。而这背后，正

是协同构建产业发展链条的成果。此前，

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

唐山市和保定市等 12 个城市 （区） 组成城

市群，获批成为国家首批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

“ 京 津 冀 三 地 经 信 部 门 加 强 统 筹 协

调，携手打造产业链条，围绕新能源及智

能网联汽车、氢能和燃料电池、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梳理，绘制产业链

图谱，提高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王

佐说。

过去 8 年，京津冀三地以搭建产业合作

平台为抓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活

动，产业对接步入快车道。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河北省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

单位 2.9 万个、产业活动单位 1.1 万个。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挂牌成立 5 年来，紧密

推进与北京中关村示范区的合作发展，累计

注册企业突破 3000 家，其中北京企业占全

部新注册企业的三分之一，科技型企业占

40%，已成为京津两市重要合作平台。科技

创新链加快形成。2014 年以来，北京输出

到津冀两地的技术成交额累计达到 176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两成。

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和重点建设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京

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致力于打造国家创

新体系的战略节点、高质量发展重大动力

源，为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我们以专业产业耦合联动，促进区域

协同创新。”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主

任吕冬姣说，本部按照“专业”维度建设

研究所，着力整合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研

发原始技术和培育新兴产业。津冀分部则

按照“产业”维度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依

托本部全球化专业能力，多学科协同攻关

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着力转化应用和推动

产业升级。

“8 年来，一批标志性项目开花结果，

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经过多年

努 力 ， 三 地 产 业 协 同 发 展 的 水 平 不 断 提

升。”王佐说，未来京津冀三地将继续完善

京津冀产业协同对接机制，加强产业政策

衔接，加速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构

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生态。

“这个智能立体仓库采用全进口堆垛机搭载

超高货架，通过自动移载车、自动化滚筒输送

线、快速提升机、自动缠膜机等设施与车间机器

人搬运车对接，可以全天候自动化操作、物流信

息实时共享。”不久前，江苏苏州太仓市裕克施

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智能仓库正式启用。该公司

负责人说，在江苏省和苏州市“智改数转”项目

资金支持下，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步伐明

显加快，新建的智能立体仓库在空间利用率上较

传统仓库提高了 4 倍到 5 倍。

裕克施乐智能制造转型是江苏实施制造业

“智改数转”的一个缩影。所谓“智改数转”，即智

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去年底，江苏启动了制造

业“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创

新、领军服务商培育、自主可控工业软件应用、智

能硬件和装备攻坚等 10 大工程，并在资金、融资、

人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大力推进生产换线、机

器换人、企业上云等，加速制造业驶入“数字化发

展”新赛道。

在宿迁市，走进恒力（宿迁）产业园德顺纺织

的一个生产车间，10 台全自动穿综机正在快速运

行，车间只有 10 多名工人。

“一台全自动穿综机 1 分钟可穿综 200 根，以

前人工穿综，一个车间需要 350 名员工，现在一个

车间只需要 15 名员工，生产效率提高了 70 多倍。”

恒力（宿迁）产业园总经理助理郭建洋说，这些都

得益于“智改数转”政策的实施。

“智改数转”实施以来，宿迁市已累计建成省

级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3 个、市级工业互联网标杆

工厂 33 个、“两化”融合贯标企业 145 家、星级上云

企业 924 家。

“宿迁坚持把‘智改数转’作为转型发展的‘关

键一招’，持续以数字化技术创新为驱动，促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

企业在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各环节的智能化

水平。”宿迁市委书记王昊表示，宿迁将用好风险

资金池、贷款贴息奖励等配套政策，年内将完成

7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

去年底，江苏省印发 《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

改 造 和 数 字 化 转 型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2—2024

年）》，每年将拿出 12 亿元专项资金，聚焦先进

制造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加快推动龙头骨干企

业、中小企业、产业链“智改数转”，夯实工业

互联网平台、工业软件、智能硬件和装备、网络

设施及安全等基础支撑，目标是率先建成全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针对行业龙头企业，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5G 全连

接工厂，实现从单项应用到集成应用创新转变；针

对中小企业，建设江苏中小企业‘智改数转’云服

务平台，对规模以上中小企业提供免费诊断服务，

推行‘专精特新’企业智能制造顾问制度；针对重

点产业链，支持‘链主’企业基于平台开展协同设

计、采购、制造、销售和配送等全环节应用创新，带

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协作和精准对

接。”江苏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苏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将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目标是到 2024 年底，重点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达到 65%，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超过 80%，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接近 90%。

近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书记市长联

席会议暨专项推进组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了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合作发展联席会议

章程》《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2022 年工

作要点》。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

新、辽阳、铁岭 7 市及沈抚示范区协同发

力的新蓝图正在绘就。

打造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我国高质量

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水平的着力点，已成为各地合作发展

共 识 。 从 各 地 看 ， 自 2021 年 以 来 ， 南

京、福州、西安、郑州等地的都市圈发展

规划获批或推出各自发展规划。

不过，打造现代化都市圈仍存在不少

瓶颈和问题。例如，部分城市主动融入意

识不强，存在行政区划壁垒及“小算盘”，中

心大城市产业、资本、技术外溢意愿不强，

周边中小城市主动承接转移诚意“不足”，

不愿“跟班”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各地

要树立大局观和共赢思维，“一条心”拧成

“一股绳”，形成“一盘棋”。各局部之间要

互相协调，优势互补，做好产业错位发展；

做好取与舍，肯于牺牲“局部小利益”和眼

前利益，以发展全局为先。

首先是应明“棋理”。现代化都市圈

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推进现

代化都市圈建设，是各地应坚持不懈的一

项重大方略，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随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要培育发展一

批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形成区域经

济发展的竞争新优势。

其次是应善于选“棋谱”。“千钧将一

羽，轻重在平衡”。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

内在要求。正所谓“一盘棋”，即整个棋盘

的态势，各局部之间要互相协调，服从全局和大局。这就要求现

代化都市圈的各地市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各展所长、协同

共进的有序发展局面。

再次是应走好新“棋路”。城市组团力量大，应在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下好“一盘棋”。不仅要有规

划、方案等文件指引，更要关注在实际操作和执行层面能否真

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为例，在产业发

展方面，应利用本溪市中草药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

业，推动沈阳、本溪共同打造辽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示范

区；在基础设施领域，应推进沈抚交通同城化，推动沈阳抚顺

城际铁路重启及抚顺段实现公交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完善

异地就医网络渠道，建立区域医疗中心，推进医养结合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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