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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随着王府井等13个传统商
圈升级和长安商场等8家老百
货“一店一策”改造基本完成，
北京首店经济蓬勃发展。1至3
季度，共有696家首店（含旗舰
店）落地北京，超出2020年全年
入驻首店数量513家，餐饮业态
首店数量过半。携程调查显
示，受环球度假区带动，北京位
居今年全国国庆旅游热门城市
榜首。

天津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
能源汽车、智能手机零售额较快
增长。2021年中国（天津）国际
汽车展览会成交额突破30亿元，
前3季度国家会展中心周边18
家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企业合
计营业额同比增速超过50.0%。

据了解，三地重点区域建
设稳步推进。1至3季度，北京
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完成
投资占通州区投资的比重超过
7成，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
博物馆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完
成。天津滨海新区承接非首都
功能疏解项目965个，协议投
资额2142.4亿元。河北雄安新
区建设持续推进，域内完成投
资同比增长37.5%。雄安新区
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雄
安新区新北堤防洪治理工程
（一期）、雄安站枢纽片区市政
道路（一期）等项目加快实施。
启动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服
务中心项目完工，已进入装修
收尾阶段。

本报讯 金慧英 林单丹 日
前，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和北辰区人民政府主办，天津
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
心、天津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承
办的2021“农担杯”第五届天
津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在天
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拉开帷
幕。来自10个涉农区的21名
参赛选手参加了大赛角逐，参
赛项目涵盖种源农业、特色种
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业
态和类型，展示了天津市近年
在农村创业创新领域取得的
成果。

本次大赛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业创
新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突出
新农民唱主角，搭建创业成就
展示平台，激发创业创新活
力。本届大赛在天津市前四
届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成功举
办的经验基础上，采取了赛训
结合、以赛代训、以赛促学、互
比互学、竞技选拔等形式进行

组织。通过集中培训，对各区
推荐的100余名参赛选手进行
了系统集中培训，并进行了初
赛选拔和预赛选拔，最终有21
名参赛选手进入决赛。通过
创意、商业模式、带动能力和
临场发挥等环节的比拼，经专
家打分，最终评出一等奖2名，
二等奖4名，三等奖9名。

大赛搭建了选手们同台
竞技的平台，也让农村创业创
新政策和金融服务落到实处，
通过不断营造农村创业创新
发展的良好氛围，让有点子、
有创意、能励志的新农民充分
展示创业风采，打造农村创业
创新升级版，为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天津正在全力打造农村
创业创新升级版，截至目前，
全市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和基
地已经达到80余个，创业创新
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2000余
个，农村创业创新人数超过1
万人。

天津以赛事推动农村创业创新

河北饶阳供应京津冀“菜篮子”
本报讯 近日，河北饶阳县

大尹村镇南北岩村的瓜菜交
易市场，一辆辆装满西红柿的
大货车在这被装满，开往京、
津、石等地的蔬菜批发市场。

近年来，饶阳县大力扶
持、引导蔬菜产业发展，通过
规模扩张、科技赋能、品质提
升实现了产业升级。目前，
“饶阳蔬菜”不但在京津冀餐
桌上必不可少，也走出国门远
销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成为当地农户发家致富的
金钥匙。

为了鼓励规模化生产，饶
阳县从土地、资金和基础设施
等制约瓶颈入手，制定出台了
相关优惠措施，鼓励农民自主
化规模化发展。目前，蔬菜种
植已经实现了“人均一亩菜、户
均一个棚”目标，并且每年以2
万亩以上的速度递增，群众种
植热情高涨，设施菜发展势头
十分强劲。

经过30多年发展，饶阳的
蔬菜产业形成了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生
产格局，先后获得“中国蔬菜之
乡”“河北省饶阳设施蔬菜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蔬菜科技创新
示范区”“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
多项荣誉。饶阳以专业化促进
规范化，不断提高辖区蔬菜、瓜
果的品质，帮助村民积极拓展
销售渠道，保障京津“菜篮子”
绿色安全、供应充足。

截至目前，饶阳县蔬菜播
种面积43万亩，其中设施蔬菜
34万亩，年产各类新鲜蔬菜240
万吨，居河北第一，是京津冀蔬
菜主产区之一，成为京津冀知
名的“菜篮子”和“后厨房”。

近年来，饶阳县围绕蔬菜

特色产业，着力打造京津冀蔬
菜测评中心，通过引进国际标
准化测试方法，筛选出适栽的
优良品种，同时形成了一套减
水、减肥、减药的标准化科学
栽培模式，助力当地设施蔬菜
产业提档升级，通过技术赋能
让河北优质蔬菜“赢在起跑线
上”。以科技提档升级，为京
津冀打造一个科技引领、产业
兴旺的高水平样板，是饶阳蔬
菜努力的方向之一。

设施果蔬产业是饶阳县的
传统优势产业。饶阳地处“京
衡大通道”重点区域，京九铁路
和大广高速穿境而过，2小时可
直达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
四地5个机场，以及天津港、黄
骅港 2个港口，交通优势明
显。北京、天津市场上七分之
一的果蔬产品都来自饶阳。

绿色蔬菜和有机产品是
蔬菜产业发展的方向。谁拥
有“绿色”这张王牌谁就拥有
了市场的主动权。近年来，饶
阳县从拼数量向卖质量转变，
牢固树立绿色有机理念，大力
发展绿色、有机蔬菜，建立了
“宣传教育、源头管理、质量追
溯、产品监测”四位一体、环环
相扣的绿色蔬菜生产体系，确
保了蔬菜品质，共认证绿色产
品27个，有机产品4个。

饶阳县蔬菜主要采取设
施栽培，全县蔬菜达到无公害
标准，其中“饶阳甜瓜”被国家
质检总局认定为地理标志农
产品。蔬菜产业基本形成了
前后延伸，左右拓展，与加工
流通、休闲旅游和电子商务等
有机整合，紧密相连、协同发
展的生产经营方式，有力地提
升了农民收入水平，带动农民
脱贫致富。

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
本报讯 陈

雪 柠 今 年 以
来，京津冀三
地持续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纵
深推进协同联
动，总体经济
稳定恢复，高
质量发展动能
增强。昨天，
北京市统计局
发 布 数 据 显
示，前三季度，
京津冀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7
万亿元。其
中北京、天津、

河北分别为3
万亿元、1.1
万 亿 元 和

2.9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分别

增长10.7%、

8.6% 和

7.7% ， 与
2019年 同 期
相比，两年平
均 分 别 增 长

5.3%、4.2%
和4.6%。北
京、天津两年
平均增速较上
半年分别加快

0.5个和0.7
个百分点，河
北与上半年持
平，经济保持
恢复势头。

1至3季度，北京工业生产
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8.7%，两年
平均增长 17.7%，比上半年提
高1个百分点，疫苗生产带动
作 用 突 出 ；天 津 同 比 增 长
10.6%，两年平均增长5.2%，与
上半年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两年平均增速快于全市工
业 3.2个百分点；河北同比增
长 5.1%，两年平均增长 3.9%，
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新
能源产业两年平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

服务业对总体经济发挥
重要支撑作用。1至3季度，京
津冀三地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分 别 增 长 7.4% 、8.7% 和
10.5%。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持
续恢复，三地金融业和批发零

售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均
比上半年有不同程度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京津冀三
地跨区域产业协作稳步推进，
要素流动持续增强，创新联系
日益紧密。1至3季度，北京输
出津冀技术合同3593项，成交
额 228.7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4%。天津吸引京冀投资额
1150.6亿元，占全部引进内资
的比重超过4成，引进北京地
区投资项目705个，到位资金
同比增长22.7%。京津中关村
科技城紧密推进与北京中关村
示范区的合作、融合发展，目前
累计注册企业500余家，从北
京转移的项目占比近7成。河
北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236
个，其中，法人单位2687个，产
业活动单位1549个。

新经济孕育发展潜力，壮
大增长动力。1至3季度，京津
冀三地新产业增势良好。北京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1.1%和
19.1%，两年平均增长12.8%和
11.5%；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和
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7.1%、24.7%和27.8%。天津高
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分别为15.6%和26.3%，均高于
上年同期。河北规模以上工业
中，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3.4%和11.4%，增速快于工业
平均水平。

成立仓储式会员店、直播
带货，开设邻里中心……三地
新消费持续升温，带动零售额
大幅增长。据统计，1至3季度，

北京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33.8%，同比提
高2.6个百分点。天津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售额两年
平均增长10.8%，电商促销等新
模式带动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3.2%。河北实现网上零售额
2240.3亿元，同比增长28.0%，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015.2
亿元，同比增长24.4%。

三地新设市场主体呈现高
端化特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北京新设
立企业同比增长40.5%，其中科
技型企业占比接近4成。天津
新增市场主体20.8万户，其中，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服务业同比增长22.7%。河北3
季度末新设高技术制造业法人
单位8.2万个，同比增长9.6%。

北京输出津冀技术合同3593项

三地新经济逐步发展壮大项

京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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