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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期目标节点之年。随
着北京、天津、河北今年两会
的召开，三地政府工作报告
披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五
年取得的新进展、“十四五”
时期的新目标和任务。

濒临渤海，背靠太岳的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
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但也存在“大城市
病”、三地发展不均衡等问
题，被称为“发达的中心城
市，落后的腹地”。2014年2
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对于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补齐河北发
展短板、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和打造新的增长极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自此，三地紧抓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
子”，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
维定式，携手下好“一盘棋”。

紧抓“牛鼻子”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期目标实现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
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继续被写
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且篇幅较
多。“十三五”期间，北京大力
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
动，基本完成一般制造业企
业集中退出、区域性批发市
场大规模疏解任务，完成
3500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此间，北京以钉钉子精神治
理“大城市病”，城市宜居水
平实现新跃升，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交通拥堵趋势得到
缓解。

北京做减法“瘦身提
质”，天津、河北错位发展，通
过加法“强身聚核”“健身增
效”。天津这五年引进北京
项目 3062个、投资到位额

4482亿元；中交建京津冀区
域总部、中国核工业大学、清
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等一批项目落地。

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
津中加快发展。五年间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承接
京津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
1171个，总投资11348亿元。
在“十三五”规划收官的2020
年，“三件大事”取得标志性成
果，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
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
目标如期实现，76个冬奥项目
全部完工。

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
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专职副主任田学斌说，京津
冀协同发展连年写入当地
政府工作报告，说明三地对
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
重视，也从中看到在交通、
生态环保、产业等领域取得
的突破性进展。

高铁“同城化”助力一
群城市走向世界级城市群

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
开通开启中国高铁时代，也让
北京、天津两地间通达时间缩
短至半小时，催热“双城记”。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
2020年底，北京至雄安新区的
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北京
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
时间不到1小时；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
分钟可达。京雄城际铁路通
车和雄安站的建成，进一步完
善京津冀区域铁路网布局，雄
安与北京、天津等京津冀城市
联系更加紧密。

河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京张高铁、太行山高速等一
批标志性工程建成投用，“轨
道上的京津冀”主框架基本
成型。

随着津保、京张、京雄、
京哈等铁路的通行运营，京
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
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
基本形成。这极大缩短了时
空距离，降低了人流、物流成
本。正在建设的京唐高铁，
也同时出现在三地政府工作
报告中。

高铁“同城化”，让“双城
记”走向“多城记”，有助于调
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
间结构，也助力京津冀区域城
市走向一个世界级城市群。

相约“十四五”三地协
同发展更加紧密

“十四五”时期，北京主
要目标之一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水平明显提升；疏解非首
都功能取得更大成效，城市
副中心框架基本成型；推动
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
群主干构架基本形成。

天津重点任务之一是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
更大进展，抓住“牛鼻子”形
成发展合力；加快北方国际
航运枢纽建设。

河北将促进京津冀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融合，共
建世界级城市群、机场群；港
口群，完善区域生态环境联治
联建机制，推动京津优质公共
服务资源向河北延伸。

田学斌说，京津冀协同
发展要做好解决北京“大城
市病”问题、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减法，也要做好打造全国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
加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
目标实现后，正向2030年远
期目标迈进。三地把协同发
展作为重点写入“十四五”规
划，未来将继续坚定不移按
照中央决策部署来贯彻落
实、见效。“这也是三地未来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 鲁达 陈林

本报讯 2月 24日上午 11
时，随着今年中欧班列第60列
班列成功发车，天津地区发往满
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三个
口岸站出口的中欧班列已达到
60列3240车，同比增长8.2%。

在天津货运中心天津新港
站内，一列满载汽车、家具和日
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发出。
据了解，该列车编组54辆，承载
1458吨货物。截至2月23日，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发送货物5527.57万吨，同
比增长7.3%。其中开行中欧班
列79列，同比增加31列。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运输工作，释放通道能
力，打通运输瓶颈，确保矿石、煤
炭等大宗物资运能利用的最大
化。同时开辟中欧班列受理绿
色通道，不断优化班列作业组
织，加大中欧班列开行力度。“在
这趟班列上，我们有10个大柜

的货物，主要是从韩国、东南亚
发运到天津，然后再运出境的货
物，有汽车、食品、日常生活用品
等货物。由于国外疫情的原因，
现在国际海运、空运、公路运输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
海运、空运的订单转到了铁路运
输，所以现在中欧班列的发运量
比以前有了快速的增长。”万嘉
集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多式
联运部主管边疆说。

据天津货运中心新港营业
部经理孙凯介绍，为实现中欧
班列的稳定开行，该中心开辟
受理绿色通道，以路港联合办
公室为依托，建立与天津港各码
头公司、船公司、货运代理公司
日常联系机制，动态掌握中欧班
列货物船期、靠泊时间和卸船进
度。在天津港航运中心开通中
欧班列铁路受理服务窗口，及时
审验中欧班列单据，协助客户办
理铁路发运手续，提供受理、装
车、发运“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杜燕 2020年，京津
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万亿
元。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
为36102.6亿元、14083.7亿元和
36206.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分别增长1.2%、1.5%和
3.9%，比2020年1-3季度分别提
高1.1个、1.5个和2.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从生产领域看，
京津冀三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分别增长2.3%、1.6%

和4.7%，增速比2020年1-3季
度提高2.4个、1.5个和2.0个百
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1.4%和3.3%，提高0.9个、
1.3个和2.1个百分点。

从需求领域看，三地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分别增
长 2.2%、3.0%和 3.2%，增速比
2020年 1-3季度提高 0.4个、
1.7个和1.5个百分点；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下降8.9%、

15.1%和2.2%，降幅收窄4.2个、
1.7个和1.5个百分点。

从民生领域看，北京2020
年4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
至4.1%，各季度均控制在年度
预期目标内；天津2020年全年
新增就业37.09万人，调查失业
率呈现稳中有落态势；河北城
镇新增就业85.9万人，2020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3.46%，低
于4.5%的计划目标。

2020年，北京市不断加强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从文化
中心建设看，2020年北京市规
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
收入达到1.4万亿元，上市文化
企业占全国三成；从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看，2020年北京市技术
合同成交额达6316.2亿元，增
长10.9%，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

天津市围绕建设全国先进

制造研发基地，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
全年增长1.5%，占全市规上工业
的比重为72.9%。

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新进展。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
值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
点，超过第二产业14.1个百分
点。同时，积极构建全国现代
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物流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

去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8.6万亿元

本报讯 近年来，京津冀三
地海关深化合作，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数
据显示：2020年12月，北京关区
进口整体通关时间29.31小时、
出口1.44小时，与2017年12月
相比压缩72.8%和90.6%，均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了解，北京海关率先启
动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为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拉开了序幕。“通
关一体化改革以来，北京地区海
关通关环境不断改善，通关效率
大幅提升，进出口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自主选择申报、纳税口
岸。目前，天津港到港货物可以
直接在北京申报，无需转关，通
关时效大幅压缩。”北京海关综
合业务处副处长刘伟姮表示。

据悉，近年来，京津两地创
新开展进口“提前申报+船边直
提”，出口“提前申报+抵港直装”

模式，北京企业在天津港进出口
货物可以不再经历二次集港落
箱操作，企业可按自己的意愿决
定货物抵港或提货时间，加快了
口岸物流运作效率，降低了企业
通关时间和运营成本。

此外，北京海关还注重加
强京津冀三地海关联动。三关
签订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合作备忘
录，共同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建
立京津海关优化营商环境固定
协调配合机制，两关如一关，
协同作业，共同推动跨境贸易
便利化水平提升。截至目前，
“两段准入”信息化监管模式
已覆盖北京关区，实现了各作
业环节、口岸与属地海关、企业
物流安排能够自动有序衔接。
截至目前，京津两地已连续发
布8个京津联合公告，出台148
项措施。 （据《北京日报》）

京津冀三地通关一体化
提升营商便利度

开辟受理绿色通道助力
中欧班列京津冀高质量开行

从三地政府工作报告
看京津冀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