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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区 域 协 调 发 展 迈 出 新 步 伐协 调 发 展 迈 出 新 步 伐

共谱高质量发展协奏曲

熊

丽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

会⋯⋯2023 年，多场重磅座谈会为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迈向更高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我国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各地区基础条件差别之大在世界上少有，统

筹区域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党的十八大以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推动落实，支持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健全。2023

年，党中央专门成立“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

将从更高层面统筹重大区域战略。当前，各地区正

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我国

区域经济布局更趋优化，区域城乡发展协调性不断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协奏曲”在神州大地奏响。

2023 年的重磅座谈会中，“现代化”都是关键词。

比如，对于长三角地区，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

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

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对于长江经济

带，要求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

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东北地区，要求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中，需要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对于京津

冀，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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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依然存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 2024 年九项重

点工作之一。下一阶段，我国将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集聚，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打造产业创新联合体
本报记者 王胜强

2023 年以来，

河 北 省 努 力 在 推

进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和高标准高质量

建 设 雄 安 新 区 中 彰

显 新 担 当 ，借 助 京 津

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

和高端研究人才，强化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

推 进 京 津 研 发 、河 北 转

化 ，承 接 好 京 津 科 技 和

产业。

雄安新区抓住疏解北

京 非 首 都 功 能 这 个“ 牛 鼻

子”，出台人才政策，优化发

展环境，让疏解单位和疏解

人 员 愿 意 来 、留 得 下 、发 展

好 。 2023 年 以 来 承 接 引 进

央企二级、三级子公司 34 家，目前央

企在雄安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

200 多家。

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秦皇岛中

关村 E 谷创想空间的秦皇岛玥朋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设备被打

包、装箱，正准备发往深圳。这是一家

8 年前从北京落户到秦皇岛经开区的

企业，不久前该公司北京研发中心研

发的立体车库分布式控制系统在秦皇

岛工厂投产。“我们把研发放在北京，

那里有更好的智力资源；把生产推广

放 在 秦 皇 岛 ，这 里 有 更 大 的 生 产 空

间。”该公司总经理周永军说。

在秦皇岛中关村 E 谷创想空间，

从北京迁移来的公司有 10 余家。“我

们发挥区位、成本优势，探索‘北京研

发+秦皇岛制造’合作模式，引进北京

化工大学秦皇岛环渤海生物产业研究

院等京津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全链

条孵化体系，全力支持科技创新。”秦

皇岛经开区科技局局长张伟忠说。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场景有很

多。河北唐山高新区围绕机器人等产

业链条，瞄准京津产业疏解转移企业，

开 展 强 链 补 链 固 链 延 链 工 程 ，截 至

2023 年 10 月底，实施与京津合作亿元

以上项目 12 个，总投资 39.1 亿元。保

定市莲池区加强与北京二三级子公

司、天津企业等建立沟通联络、互动考

察、促进了解、信息共享、协调推动的

工作机制。河北平泉市引入中国农业

科学院张金霞团队，推广好品种、好技

术，如今该市食用菌年产量达 63.5 万

吨，优质菇率达 85%以上，产业链产值

达 80 亿元。

为破解京津科技成果“蛙跳”现

象，河北还致力于推进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立法。“不断健全科技成果转化

对接机制，打通信息共享渠道。”河北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金深表

示，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

通过的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区域

创新体系等 20 条举措，将更加有力地

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目前，河北通过强化科技中介、

科技金融服务，举办科技成果对接等

活动，与京津共同组织实施基础研究

合 作 专 项 ，推 动 组 建 产 业 创 新 联 合

体，开展氢能、钒钛等领域重大技术

攻关。2023 年前三季度，河北吸纳京

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464.7 亿元，同比

增长 50.8%。

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长三角互联互通再进一步。

新胜路跨吴淞江大桥、外青松公

路跨吴淞江大桥不久前正式

通车。至此，沪苏浙之间

已 有 9 个 省 界“ 断 头

路”项目建成通

车 。 上 海

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市政建设科科长徐剑

鸿介绍，相关项目采取联合审批、一方代建

等方式推进工程进展。在打通省界“断头

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商共建的体制机制，

探索出跨省界项目建设的方法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空间布局充分融

合，在产业安排中互相支撑，在政策落实上

注重实效。

在沪苏浙的水上交界处，

全国首个地跨 3 个省级行政

区的标志性建筑——方

厅水院的施工有序

进行。预计到 2024 年底前，这里将崛起一座

四合院布局的方形院落，院子中心正是“长

三角原点”所在。方厅水院被称为助力缝合

边缘的“第一颗纽扣”，沪苏浙皖在院子的 4

个角各设一个主体展示空间，实现“一刻钟

走完沪苏浙，一天逛完沪苏浙皖”。

长 三 角 交 通 一 体 化 加 速 推 进 。 截 至

2022 年底，长三角高铁营业里程超 6600 公

里；在建高铁里程超过 3100 公里。公路方

面，城际交通网与都市圈通勤交通网稳步搭

建。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1.67 万

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里程（不含改扩建）为

3285 公里。

交通更便捷，链接更密切，正在深刻改

变长三角的产业生态。2023 年 5 月 28 日，国

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趟商业航班飞

行，这离不开长三角产业的协同联动。“这是

一架充满长三角力量的飞机。”航天海鹰（镇

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志强说，部

分复合材料结构件来自镇江企业，合肥企业

为飞机雷达罩进行雷电防护试验，空气冲压

涡轮发电机舱门则是“浙江造”。

这样的分工布局，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范围内已是常态。“目前示范区的产业新

动能加速形成，支撑创新发展的要素平台加

快集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示范区

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以集成电路产业为

例，已经形成相对聚集、分工协作的发展态

势：上海青浦区在设计、设备材料领域具有

优势地位，苏州吴江区在设计、制造方面具

有一定基础，浙江嘉善县在封装、测试和设

备领域已经具备产业基础。

如今，在长三角区域，产业一体化态势

日趋明朗，各类生产要素正在更大的范围内

加速流动，新的产业形态呼之欲出。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吴 浩

2023 年以来，黑龙江省在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中，大力实施产

业振兴计划，加快构建“4567”现

代产业体系，聚焦数字经济、生物

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大

经济”，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加

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全

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3 年 12 月 6 日，哈电集团

参建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全球

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

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

程”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该示

范工程主氦风机设备是我国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第

四代核能系统安全特性的高

温气冷堆核心设备。

“历经 10 年时间，我们成

功研制出主氦风机，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多

项国内技术空白，为世界

首台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顺利投产发电奠

定了基础。”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汉成说。

主氦风机的成功研制是黑龙江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缩影。当前，黑龙

江瞄准科技创新前沿，引领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新能源风光荷

储一体化绿色化发展，石墨、有色金属和

生物基等新材料产业集群化发展，先进制

造业高端化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

展，促进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智能农机产

业跨越式发展，争创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近年来，黑龙江省创新发展迎来机遇

期。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航天高端

装备未来产业科技园获批，“空间环境地

面模拟装置”投入运行，环大学大院大所

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扎实推进。

近日，牡丹江市在全市开展招商引资

“冬季会战”，围绕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

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和冰雪经

济、动漫、电竞等新兴产业，招引一批突破

性、带动性、示范性强的项目。牡丹江市

委书记代守仑表示，牡丹江正处于加快高

质量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力以赴抓

招商，千方百计上项目，多措并举兴产业，

切实用招商引资的实际成效推动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振兴。

黑龙江省积极招引一批大项目、好

项 目 签 约 落 地 。 2023 年 1 月

份至 10 月份，全省千万元及以

上 项 目 利 用 内 资 达 2719.8 亿 元 ，

增长 15.9%；实际利用外资为 1.9 亿

美元，增长 9.7%。黑龙江还优化招商

引资考核办法，突出落地率、资金到位

率、投资完成率和竣工投产率，扎实推进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转化。

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表示，黑龙江将

贯彻落实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新质

生产力，加快构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

在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中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可持续振兴。

强化区域协同融通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2023 年 12 月 27 日，杭昌高铁黄昌段开

通运营。“杭昌高铁黄昌段开通后，串联起已

通车的京港高铁、沪昆高铁、杭昌高铁杭黄

段，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再添一条‘大动

脉’。”昌九城际铁路公司工程管理部主

任马水生说。

江西地处长江经济带“龙腰”位

置，拥有九江长江岸线 152 公里，全

省 97.7% 的 国 土 面 积 属 于 长 江 流

域，具有联通东西、承接南北、通

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长江

经济带战略实施以来，江西省

强化区域协同融通，在筑牢

长江中游生态安全、综合交

通走廊建设、长江中游城

市群共建、沿江区域一

体化、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等方面积

极作为。

江西不断强化战略通道支撑，以九江区

域性航运中心为重点，着力构建“互联互通、

多式联运、通江达海”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

体系。2023 年以来，推动九江港与重庆港、

武汉港、南京港等长江沿线航运枢纽串接，

开行定期班轮航线，九江港货物辐射地区为

江 苏 、浙 江 、上 海 、四 川 等 21 省 份 。 全 省

2023 年 1 月 份 至 9 月 份 完 成 港 口 吞 吐 量

19159.8 万吨，同比增长 16.6%。

“2023 年 11 月 21 日，九江港瑞昌港区、

彭泽港区成功通过国家口岸验收组考核验

收，九江口岸‘一港五区’已经实现了全开

放、全贯通。我们将始终立足口岸开放良好

条件，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九江市副市长容

长贵说。

江西充分发挥“四面逢源”的区位优势

和国家战略叠加的机遇，主动加强与长江流

域兄弟省市合作，拓展与长三角及周边城市

群的互动发展。一方面，江西优化完善全省

区域发展格局，强力推动强省会战略深入实

施，进一步推动赣江新区与南昌、九江等地

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与沿江省市生态

环境联防联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一

体化体系建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多领域

协商合作，如协调推动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重大事项；组织召开推进长江中

游三省常务副省长联席会、发改委主任调度

会，联合印发《推进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

2023 年工作要点》。

2023 年 12 月初，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深入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之后，江西省党政代表团赴

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考察学习，对接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江西提出，要以长江经济

带建设为纽带，加强协同发展、联动发展，

在深化产业发展、扩大开放、数字经济等领

域交流合

作 中 ，密 切 科

技、人文交流，推动

医疗教育、旅游资源、公

共服务等共建共享，携手推动

区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刚刚闭幕的江西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 ，江 西 省 委 书 记 尹 弘 表 示 ，要 深 入 推 进

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重点对

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 建 设 等 战 略 ，全 面 提 升 对 内 对 外 开 放

水平。

图为唐山国华科技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工人在组装机械。

该公司是北京国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在唐山的生产基地。

赵 亮摄（中经视觉）

图为 2023 年 12 月 2 日，沪苏省际“断头路”项目新胜路跨吴淞

江大桥（新胜大桥）通车。 （资料图片）

近年来近年来，，在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在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

施中施中，，江西浮梁县江西浮梁县开展昌江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昌江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确保一江清水入长江确保一江清水入长江。。图为长江流域鄱阳湖支图为长江流域鄱阳湖支

流昌江流昌江（（浮梁段浮梁段）。）。 梁梁 轩轩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为哈电集团汽轮机公

司叶片加工智能化生产车间。

刘 宇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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