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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两翼”新格局风采日显
月季盛开的时节，中关村论坛成为北京

的又一道风景，运载火箭、轻轨列车、触觉芯

片等产业协同成果高调亮相；北京城东，副中

心五河交汇处，对标伦敦金丝雀码头的运河

商务区已然起步；北京以南，雄安新区启动

区，国贸中心、体育中心、大学园图书馆等重

大项目拔地而起⋯⋯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两翼”齐飞。

京津冀，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9 年多来，

三地携手发力，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蹄疾步

稳。2022 年，三地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元。

首都功能不断提升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棋局中，北京是

“一核”，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

“两翼”联动发展。疏解与城市更新这对“姐

妹花”，为北京的产业升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

空间。

不久前，“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北

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中关村厂区以北京卫

星制造厂科技园的身份重新亮相。园区建筑

外覆红砖，白杨林立，古朴大方。北京微芯区

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北京柏惠维康科技

有限公司、海杰亚（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等行业尖兵企业在这里入驻。

“这个科技园是驻地央企和区属国企联

手盘活海淀区国有空间资产的一次成功尝

试。”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专职副主任何建吾

说，海淀区瞄准更强创新动能、更新产业结

构、更优城市功能、更绿生态底色、更高生活

品质，推进高精尖产业体系布局，“筑巢引凤”

实现产业迭代升级。未来，海淀区将进一步

整合释放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城市更新不只在“三城”。紧邻北京南站

和南二环路的大康鞋城，今年变身“京印国际

中心”。这个曾经的亚洲最大鞋类批发市场，

借力更新，达到国际甲级写字楼标准，将于今

年下半年正式开放，打造成为丰台区总部经

济高能级发展的城市更新样板。

地铁 4 号线、14 号线穿行京城，北京南

站联通京沪。“我们看重项目具有绝佳的地

理位置和丰台区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京

印国际中心项目负责人王荣芳表示，项目改

造后会呈现出多维空间，包括城市开放空

间、活力创想空间、绿色人文空间，也就是

“都市会客厅”。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北京坚

持把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解决“大城市病”、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先导和突破口，以减量

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北京发布实施并多次

修订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累计不予办

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超 2.44 万件；2014

年以来，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近

3000 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

心近 1000 个。

有舍自有得。疏解整治促提升后，北京

高精尖产业发展获得更多空间，2022 年全市

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经

营主体占比达 65.6%。

疏解之后，北京不只有产业迭代，教育医

疗资源布局也在不断优化。北京电影学院等8

所市属高校在五环外建设新校区，天坛医院等

15 家市属医疗机构建设新院区。城六区实现

常住人口比 2014年下降 15%的目标，城乡建设

用地减量 120平方公里。利用疏解腾退空间，

建成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 560余处、各类公园

1050个，高大乔木构建起城市绿化框架。

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北京全面落实“四

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首都功能不断提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航程已然开启。

城市框架有序拉开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运河、通惠河、温

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五河汇聚之处，运河

水道两侧，现代化楼宇鳞次栉比。这里，是城

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所在地。

今年，从中心城区疏解、落户运河商务区

的北京绿色交易所，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

级绿色交易所，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

发展示范区助力。也是在五河交汇处，工商

银行北京通州分行辖属运河商务区绿色支

行，成为全国首家通过“绿色网点”服务认证

的金融机构。

“运河商务区刚刚起步，未来发展目标是

对标银行总部云集的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

打造一处具备国际范儿的金融高地。”中关村

通州园管委会主任，运河商务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林正航说。

600 年前，五河交汇处曾是繁华的京东

码头；而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北京银

行的财富管理相关总部相继落户。“十四五”

时期，运河商务区要打造国家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示范区——集聚金融科技企业超过 110

家；吸引绿色金融机构落地超过 10 家；集聚

财富管理机构力争超过 200 家。

金融机构纷至沓来的背后，是日臻完善

的城市形态，是更加宜居的生态环境。持续

进行的水环境治理，使五河交汇地区水质从

劣Ⅴ类恢复到地表Ⅳ类。西海子公园、运河

文化广场、运河奥体公园簇拥⋯⋯运河商务

区注册企业突破 2 万家，其中不少是从中心

城区疏解来的重点项目。

曾经的东方化工厂原址变为副中心最大

绿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被污染的土壤

经过几年生态修复，已成为 50 多种野生动物

栖居的生态乐园；初夏的风吹过，树叶沙沙声

响过，崭新壮观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三大

建筑在万亩林海中拔地而起。

今年 9 月底，北京艺术中心将竣工验收，

10 月正式开幕运营。“北京艺术中心的结构、

外立面、机电等工程大部分都已完成，我们现

在正在进行精装修。”北京艺术中心前期筹备

组副组长江涛说。

正在建设中的未来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副中心站，把自然光线直接

引入位于地下二三十米深的站台，大大节省照

明费用。东六环入地改造，地面原有主路将建

成“高线公园”，“缝合”城市空间、串联多个功能

区，为副中心增加绿化面积约50公顷。

运河商务区所有开发项目全部按照绿色

建筑要求设计，创新性地把交通体系和保障

城市运行的设施引入地下，地上腾出的空间

布局慢行系统和商业体系。由东关隧道、北

环环隧、南环环隧（在建）三大隧道构成的一

座 3 平方公里的“地下城”，大大减少了地面

车流，让街区环境更加舒适宜人。

2019 年以来，北京市级机关 1.7 万人迁

至城市副中心办公，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逐步建成，以副辅主、主

副共兴，“千年之城”的城市框架有序拉开。

新区承载作用显现

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了几分热度，雄安新

区启动区内，中国中化大厦项目建设正酣。

“金芦苇”八角形造型轮廓初显，中国星网总

部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中国华能总部项目加

快建设，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在新区注册落地

并完成总部选址⋯⋯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作用日益显现。

“接下来，我们将高标准打造城市办公空

间，加快产业空间载体建设。”中国雄安集团

副总经理翟伟告诉记者，将高品质运营城市，

加快完善住宅、公寓、酒店、会展、商业等城市

生产生活配套功能。

同为建设者，在北京建工雄安宣武医院项

目经理赵育华眼中“雄安宣武医院是青春最好

的见证。”经过1000多个日夜奋力拼搏，医院建

设进入机电设备安装和精装修阶段。这是“三

校一院”中规模体量最大的项目，作为新区新

建的第一所大型三级综合医院，为周边居民提

供高水准、全方位的优质医疗服务，为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提供有力保障。

如今的雄安，随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景。在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互联网产业

园、大学园、金融岛等功能片区建设有序推

进，国贸中心、体育中心、大学园图书馆、中科

院雄安创新研究院科技园区、科创综合服务

中心等重大项目拔地而起。作为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中央企业在雄安新区

已设立各类机构 150 多家；今年将争取 30 家

央企二级、三级子公司落户。

在钢筋混凝土的硬支撑外，离不开“软”

环境。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工作人员王凯娜指导一家企业当场拿到营业

执照，“即来即办，立等可取”。“一枚印章管到

底”全贯通服务改革，使审批事项实现雄安事

雄安办。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高立春表

示，通过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政务服务更规

范、群众办事更便捷，将效率高、成本低、服务

优的“雄安服务”品牌擦得更亮。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定安公交站，智能网

联 巴 士 901 线 001 号 车 在 进 行 实 际 道 路 测

试。雄安智能城市创新联合会副秘书长、高

级工程师谢秉鑫说：“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团队一起开展数字道路、车路协同示范，促进

区块链、大数据服务实体经济，很多场景都是

全国首创。”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雄安新

区全面提升产才融合效能，通过“雄才引进”

一揽子计划，截至目前，引进院士及其他高端

领军人才 12 名，招引规划建设重点领域人才

100 余名，选录招聘“双一流”高校人才 3000

余名，新增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2.5 万余名。

崭新的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静待首批

学生到来。校长黄春说：“北京学校的到

来，会为雄安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们

要让这里每个孩子的未来都绽放光彩。”如

今，59 所京津冀优质学校、65 所京津冀知

名医疗卫生机构与雄安新区建立帮扶

合作关系。

6 年，2000 多个日夜，一

座千年之城破土、萌芽、

生长，雄姿英发。

9年前的早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北 京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 明

确 了 北 京 在 新 时 代 的 战 略 定

位，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和谐

宜居之都的奋斗目标，发出了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动

员令”。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第

一个区域重大战略。

从中国地图上看，京津冀地

处雄鸡版图咽喉、环渤海心脏地

带。改革开放后，这片山同脉、水

同源，地缘相接、人缘相亲的区域

逐步成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

瓣 不 同 ，却 瓣 瓣 同 心 。”习 近 平

总书记曾以花为喻，形象地阐述北

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的关系。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

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两

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

新选择。”9 年多来，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三地跳出“一

亩三分地”，在“大棋局”中寻找新

定位。

北京率先探索以减量发展推

进高质量发展，从北京发展转向

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

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

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首都功能不断提升。

遵循“一核”辐射、“两翼”齐飞的设想，北京自觉把首

都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大局，副中心城市框架逐步拉开，首

都北京“以副辅主、主副共兴”的格局正在形成。区域发

展一体共进稳健前行，“两翼”齐飞生动格局日渐明晰，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京津冀协同发

展硕果累累、气象一新。“虹吸效应”弱化，“辐射带动”显

著，交通、产业、医疗、教育、政务等多领域对接，使优质资

源触手可及。2022 年，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

元，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协

同发展之“花”已然绽放。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提出“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

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正在宏阔时空中稳健

推进；新时代的建设者，正在新征程上驰而不息。岁月不

居，芳华有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京津冀协同之“花”必将结出丰硕果实。

吉林松原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软 环 境 带 来 硬 实 力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黄沙村，蓝色的光伏发电板依次排布。近年来，会昌县

利用荒山、废弃矿场、厂房屋顶等区域进行集中式和分布式清洁能源深度开发，加快推进光伏

发电项目落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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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450 亿元的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

园，是吉林省松原建市以来央企落户的最大产业

项目。这个产业园从签约立项到项目开工用时

100 天，从项目开工到去年 7 月初产品下线也用了

100 天。正泰集团下属的松原市新能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设备制造、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销售等业务，拟在松原市投资 100 亿元。

从去年 9 月 8 日全面动工，到去年 12 月 15 日第一

批组件成功下线，99 天建成投产的“松原速度”让

该企业增强了投资信心。

上述重点项目的快速推进，得益于松原市大

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近年来，松原市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松原速度”。2022

年，松原市 18 项主要经济指标有 12 项位居全省前

三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7%；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 443.8 亿元，同比增长 35.1%，经济社会

发展得到强有力支撑。

松原市委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

程，提出“打造省内乃至全国一流营商环境”的目

标任务，建立“四级书记抓营商环境”工作机制，成

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营

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下设以市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同志为组长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领导小

组，形成纪委监委牵头推动、政府副职督导部门带

动、市县两级同步联动的专项整治格局。

“现在窗口办理业务可快了，原来跑两三次才

能办完的事儿，现在一上午就能办完。”在松原市

政务服务中心，不少办事群众和企业对相关职能

部门优化流程、提升办事效率赞不绝口。

压缩审批时限、规范执法行为、推动转变作

风，被松原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列

为重点工作。为此，松原市纪委监委推动全市具

有审批职能的 36 个涉企市直部门连续 3 个月在当

地媒体刊发优化营商环境审批事项、公开承诺等

内容，方便社会监督、倒逼部门改进工作。

松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

郝春林说，他们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确保

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他们负责的 185

项政务服务事项，法定办理时限共计 1873 天，承

诺办理时限共计 785 天，对审批时限进行压缩试

点后，降为共计 342 天；在压减经营主体开办环

节，按规定采取并联审批和承诺制审批制度，极大

提升了办理时效。

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玉学告诉记

者，公司之所以能实现 99 天建成投产，得益于松

原市审批环节的高效率，也离不开相关部门及时

送服务上门。企业开建时，松原市及时组建项目

专班，不断完善专班化服务和包保机制，有些部门

干部连续多天吃住在建设工地，第一时间协调解

决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加快了项目建设进程。

不仅重点企业享受到了利好，中小企业也对

松原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成效感受颇深。作为

一家水处理行业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吉林省基翔

净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征说，现在去政府

部门办事越来越顺畅了，办理时效越来快了。“现

在市里的很多政策都已经上网，企业不用出门就

能够远程操作申请，减少了企业办事的时间成

本。”张新征说，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企

业的“无事不扰”，有利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吉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经理侯景

亮对此深有同感。他说，去年疫情期间，政府工作

人员积极协调物流运输、防疫物资事宜，极大减轻

了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为巩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成果，松原市

纪委监委近日总结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十二条举

措。松原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主任鞠明辉

表示，松原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已

经将各部门优化后的审批事项、环节、要件和时限

清单装订成册，发放给各部门，下一步将以党委政

府文件形式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定下来，促进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制度化长期化。

图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外景图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