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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 民 众 乐 享 协 同 红 利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增

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立足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京津冀三省份

深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协作，持续保障和改

善民生，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越

来越多的协同发展成果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异地就医更便利

68 岁的河北石家庄市市民张琴（化名）

于 2018 年查出肺结节，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不久前，看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

刘军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出诊的

消息，她立刻预约挂号。刘军详细询问病情，

细心对比影像资料，为病情作出诊断。“在石

家庄就能向北京专家问诊，省去奔波麻烦，省

时省力！”张琴说。

提 高 医 疗 服 务 能 力 ，拓 展 协 同 发 展 成

果。近年来，京津冀三地通力合作，致力于医

疗卫生服务共建共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友谊医院等在京央属、市属医

院与河北、天津医疗机构持续开展合作，通过

专家出诊、会诊转诊、授课指导等多种形式，

提升当地医院医疗服务水平，让更多百姓看

病就医更便利。

在石家庄合作医疗机构，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多个学科 100 余名专家全面开展诊疗工

作，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两批专家先后

入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个学

科专家定期出诊。京津专家的到来，快速提

升了合作医疗机构的临床技术和医疗服务水

平，让群众享受到更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们为新生儿进行胸腔镜食管气管瘘

修补术+食管吻合术，填补医院技术空白；为

早产儿开展剖腹探查+肠粘连分解术+横结

肠双孔造瘘术，开创医院胎儿分娩当天手术

的先河。”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医生王晓芳细

数着医院近半年来的多个专业医疗技术水平

的新突破。

互融互通，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纳入

同心圆，普惠百姓民生。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医疗机构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和政策不断完

善，三省份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达到

685 家、互认项目 50 项，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

享 313 家。

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从今年

4 月 起 ，京 津 冀 三 地 全 面 取 消 异 地 就 医 备

案。目前，京津冀 4900 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

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6500 余

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与北京通州一河之隔的河北廊坊三河市

燕郊，是京津冀养老试点单位和北京市养老

外延试点之一。漫步于三河市的燕达金色年

华健康养护中心，环境幽雅，生活便利，房间

也是居家式的，充满家的氛围。独具特色的

“医养结合”新模式，让老年人有“医”靠更安

心。“刚刚从燕达医院取药回来，离得近，很方

便。”入住健康养护中心的尚军说，在三河可

享受 30 家京津三甲医院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养护中心入住的九成以上都是京籍

老人。

跨域通办少跑腿

新建优质校、进行师生互访、开展科研交

流、一对一结对帮扶⋯⋯教育协同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核心一环。近年来北京多措并

举，多渠道助力京津冀教育发展，如今京津冀

教育协同发展局面已逐步形成。

今年 4 月份，在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举办的一场主题系列科技活动上，100 余名

来自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朝阳区实验

小学雄安容西分校的师生组团来到北京，与

本校同学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探索科学奥

秘。“与北京的同学们一起参加科技活动，收

获真的很多。”一位来自雄安校区的学生告诉

记者。

实际上，这样的跨区域开展活动，在朝阳

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内并非首次。为助力提

升雄安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

北京主动支持、积极配合。2018 年，北京和

雄安签订雄安教育发展合作协议，积极开展

教育帮扶项目，其中，朝阳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和容城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北京送到雄安新区启动区的第一批公共

服务与民生保障项目“三校一院”中的雄安北

海幼儿园、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雄安

校区“三校”已全部交付使用。

近年来北京通过教师互派、课程共享、远

程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津冀两地的教师

培训。北京、天津等地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通

过开办分校、联合办学、建立联盟、委托管理、

集团办学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合作，让更多孩

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带动

教育发展水平提升。

随着协同走向纵深，京津冀在打造现代

化营商环境上下足功夫，促进三地政务服务

平台互联互通。在 2023 年中关村论坛展览

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区一台政务服务智能终端

前，工作人员正在示范自助办理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有效期届满换证事项。北京北投智慧

城市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泽新介绍，这

台智能终端集市、区、镇街、村居 4 级政务服

务事项于一体，可实现跨区协同和异地办理，

同时还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目前已经实现与河北、天津共 13 个区的

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异地办理，实现了让数据

代替企业跑腿。

今年 4 月，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天津

市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河北省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联合印发《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专区工作规则》，进一步推动更多政务服

务事项纳入各渠道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专区统一提供服务，持续提升“跨省通办”

质效，便利企业群众异地办事。截至目前，北

京市通州区与北三县（河北省廊坊市三河

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3600 余个政

务服务实现跨域通办。天津市武清区联合北

京通州、大兴、朝阳及河北廊坊等 8 区（市）共

建“区域通办”平台，全力打造区域一体化政

务服务合作新模式，247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区域通办”。

就业服务精准化

就业是民生之本。联合举办招聘会让百

企千岗辐射京津冀，京津冀失业人员可在区

域内任一地点进行失业登记，职业资格证书

核验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京津冀地区群众享受到越来越多便利和实

惠，折射出人社部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

局的成果。

才聚京津冀，绽放新梦想。在近日举行

的第十一届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来自京津

冀地区的 500 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在线上线

下参会，吸引来自京津冀三地近 20 所高校学

生参加。

“我的研究方向是免疫检测，希望未来能

向医疗检测方面发展。”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白毓敏说，这次来

的企业给出的薪酬待遇和专业方向很有吸引

力，自己投了几家医疗类公司，希望有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自 2021 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就

业服务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定期推送岗位，联

合举办招聘会，三地人社部门联动引导区域

劳动力有序流动，推进三地重点企业用工保

障和重点群体就业服务。

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北京将推动《公共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

务规范》地方标准向京津冀特别是北三县地

区延伸落实。这意味着北京的“四精准”就业

服务将向津冀延伸，通过精准识别、精准指

导、精准匹配、精准支持，为京津冀地区求职

者提供全流程、针对性指导和帮助。

就业服务的不断完善，带动了就业量质

齐升。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21 年，京津

冀地区就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城镇新增就

业 9 年累计 1442 万人，京津冀三地分别新增

288.1 万人、405.5 万人和 748.4 万人。就业结

构不断优化，2021 年，北京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中，第三产业比重为 84.4%，较 2013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

占比达 25.5%，较 2013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

天津和河北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 60.5%

和 46.6%，较 2013 年提高 10.9 个和 15.1 个百

分点。

协同发展一路走来，人民作为关键词，

始终重若千钧。“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化京津冀三地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

域协同发展，促进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向河北延伸，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人表示。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韩秉志 周 琳 王胜强

推动共建共享深细实

韩秉志

医疗合作走深走实、教育

合作不断深化、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在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进程中，唯有加快推进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不断增强发

展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切

实解决广大群众关心关切的利

益问题，才能使区域协同发展

成果更广泛更公平惠及地区

群众。

公共服务事关民生改善和

民生保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

展，既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必

然要求，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养新的增长动能提供了路

径。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京津冀三省份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京津冀协同发展取

得新的显著成效。三地在教育

合作、医疗卫生联盟、社会保障

协同等方面签订多项战略合作

协议，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实

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适应了我国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

途径。

当 前 ，京 津 冀 三 地 共 识

高、推动难度小的任务基本完

成，协同发展进入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公共服

务一体化发展等深层次难点

问题越发凸显。例如区域间、

城乡间公共服务供给分布不

均衡，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和待遇标准均

存在差异等。有些细节看似小事，其中却包含着民生冷

暖，百姓惦念，这也恰恰是协同发展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

口。面对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更高期待，需要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和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痛点难点，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新招，从资源共享、制度

对接、待遇互认、要素趋同、流转顺畅、城乡统一和管理协

调等方面入手，构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共建共享、流转

顺畅、协作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制，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一体化，更加有力有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为此，还

要坚持在大局下思考行动，促进在区域内信息共享与对接，

探索跨区域共建共享新模式和新业态，使公共服务资源要

素突破地域界限充分流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

新台阶。

宁波 数字赋能麦收便捷
连日来，在浙江宁波海曙未来农场的田间

地头，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三夏”行动正在同步

上演。

农场内，农机手趁着天气晴好，驾驶收割机在

麦田里穿梭抢收小麦。不到 1 个小时，一旁的运

粮车便满载成吨的小麦驶出农场。在海曙未来农

场的操作室里，这一幕幕景象实时显示在“种植大

脑”的屏幕上，种粮大户许跃进可以在这里看到农

业机械在地块中的运行情况，确保农业生产有序

进行。

“考虑近期会受台风天气影响，我安排了 4 台

收割机进行抢收小麦。”许跃进表示，从人工镰刀

作业到现在农机普及，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提高

了粮食生产效率。过去 1 亩小麦需要一个人工收

割 1 天，现在一台收割机只需 1 个小时就可完成

5 亩的小麦收割。

海曙区农业农村局农机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三夏”生产开始后，海曙区加大抢收马

力，近 500 台农业机械投入农业生产，目前海曙未

来农场以及全区 2.83 万亩小麦收割进展顺利。

进入 6 月份，忙碌的“三夏”场景在宁波处处

可见。在宁海县长街永丰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5 台大型收割

机开足马力在麦田中忙碌穿梭。伴着阵阵轰鸣

声，饱满的麦粒被卷进车厢，田里只剩下被打碎

的秸秆。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作业，高科技的农机设备让我们种田越来越轻

松。用大型收割机进行收割，不仅不掉粒、无麦

糠，小麦秸秆也能就地粉碎还田，为后续粮食作

物生长提供有效的养分和有机质。”长街永丰水

稻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强强捧着颗粒饱满

的小麦，“小麦抢收期间经常遭遇阴雨天气，及时

烘干是保障小麦品质、确保小麦丰收到手的重要

环节。今年永丰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改造升级

的数字烘干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在小麦烘干过程

中，实现了温度、水分、风量等工况的实时监控和

自动化干燥作业，烘干能力达到 160 吨/批次，大

幅降低人工及管理成本，提高作业效率。”胡强强

告诉记者。据了解，今年宁海县小麦种植面积约

4.68 万 亩 ，其 中 ，长 街 镇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3.5 万 余

亩，预计亩产在 450 公斤至 500 公斤，质量和产量

均明显好于往年。

记者从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宁波

小麦播种面积为 34.25 万亩，比计划下达的粮油

生 产 小 麦 种 植 任 务 22.5 万 亩 有 较 大 幅 度 的 增

长。除了面积增加外，2023 年小麦亩产也创出历

史新高，平均亩产预计 325 公斤，创下单产历史

最高纪录。

小麦收割完毕，水稻育秧插播就马上登场。

在宁波海曙未来农场育秧中心，单季稻已进入育

秧期。全自动流水线配合一头的秧盘自动给盘，

不同分工的工作人员在中间环节加入准备好的基

质、种子。结束机械播种，种子就会被统一运入出

苗室，在 48 小时的数字化控温下，享受到保温保

湿的“待遇”实现出苗。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先进

的“1+N”叠盘设备进行自动化育秧，育秧中心日

均育秧量可达万盘，全力保障后续 7.5 万亩单季晚

稻种植目标。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6 月 10 日，新疆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游客在千亩油菜花基地赏花游玩。六工镇利用自

身地理优势，在原有农业、养殖业的基础上，积极打造农业休闲旅游、特色水产养殖观光等项

目，受到游客青睐。 何 龙摄（中经视觉）

动车组列车行

驶在京滨城际铁路

宝坻至北辰段。

李佳骏摄

（新华社发）

图 为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海 曙 未

来 农 场 开 展 小 麦

收割。

张昊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