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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方素菊 京津冀协同发
展统计监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近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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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总体平稳
生产需求稳步恢复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2021年前
三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0万亿元。其中北京、天津、河北
分别为3.0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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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分别加
快 0.5个和 0.7个百分点，河北与
2021年上半年持平，经济保持恢复
势头。

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工业生产
增势较好。2021年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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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提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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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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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运行总体稳定。2021年
前三季度，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7.4%、8.7%和10.5%，两年平
均分别增长 3.7%、4.3%和 5.7%，比
2021年上半年分别提高0.4个、1.0个
和0.4个百分点，对总体经济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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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有
不同程度提高。北京信息服务业保
持较快增长，两年平均增长12.6%。
天津高质量推进世界一流绿色指挥

枢纽港口建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2.7%，比
2021年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集
装箱吞吐量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河北服务业结构继续优化，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两年
平均增长15.2%，高于服务业平均水
平9.5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逐步恢复。2021年前
三季度，三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分别增长14.0%、7.8%和9.7%。升
级类商品消费增长较快，京冀两地通
讯器材类和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
同比增速均超过20%，天津金银珠宝
类和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57.5%和27.6%。

新经济逐步壮大
高质量发展动能增强

新产业增势良好。2021年前三
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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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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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2.1倍、96.8%和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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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和太
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倍、
52.6%和70.8%。

新消费持续升温。2021年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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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零售企业通过成立
仓储式会员店、邻里中心等新业态，
带动零售额大幅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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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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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体呈现高端化特点。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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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比增长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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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末高技术制造业
法人单位8.2万个，同比增长9.6%，高
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26.2万个，同比
增长16.8%，合计占全省法人单位的
比重超过两成。

产业协作稳步推进
创新联系日益紧密

京津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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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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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区域建设推进增潜力。
2021年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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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家央企新设企业完成注
册，注册资金594亿元，其中二、三级
总部45家，注册资金343.2亿元。河
北雄安新区建设持续推进，域内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37.5%，继续保持全省
领先位置。

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动能增强

游客在平泉
市南五十家子镇
大杨杖子村一农
业种植园内采摘
草莓。近年来，河
北省平泉市南五
十家子镇通过引
进客商规模化种
植、推广应用草莓
立体、无土栽培等
先进技术，大力发
展采摘体验、生态
旅游等农旅融合
发展模式，带动周
边农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刘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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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颖妍
当前，天津市新冠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全力阻断疫情扩
散迫在眉睫，1月9日，
天津市烹饪协会向各
餐饮企业发出倡议，
呼吁餐饮企业全面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

餐 饮 企 业 负 责
人、党员干部要起到
带头作用，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大局为上，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号召，从自身做起，
倡导员工做好“非必
要不离津”工作，减少
流动与聚集，服从全
市疫情防控部署。在
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
作基础上，结合自身
优势，积极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保障医疗
机构及各核酸检测点
的餐饮供应，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

高度重视疫情风
险，保障广大餐饮从
业者和消费者健康安

全，防止发生聚集性
疫情传播风险，餐饮
企业成立疫情防控应
急小组，按照当地疾
控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的工作指引，做好
员工培训教育，积极
配合筛查工作，严格
执行各项防疫规定。

尽快组织员工进
行核酸检测，在岗人员
必须佩戴口罩定时测
温，按时记录，对发现
有发热、感冒、咳嗽症
状、呼吸道感染的员工
立刻停止工作进行隔
离，到医疗机构就诊。

利用网络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主动向
企业员工、家人亲友
传递权威疫情防疫信
息。从自身做起，不
发布、不传播、不评论
未经证实的消息。增
强对谣言的鉴别力，
自觉抵制网上虚假信
息，做到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筑牢疫情
防控的网络防线。

河北隆化整合物流
资源服务智慧农业

天津市烹饪协会倡议
加强餐饮业疫情防控

本报讯 隆冬时
节，河北隆化县气温
已经降到零下10度以
下，可在该县农业食
品园区的北戎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却是一派热气腾
腾的生产景象。“通过
有计划的系统化建
设，县里的物流体系
非常发达，头天晚上
宰杀的肥牛，最快的
第二天早晨就可抵达
北京居民的餐桌，这
对我们农产品加工企
业健康发展非常的有
利。”该公司法人代表
闫玲高兴地说。

据隆化县县委书
记焦军介绍，为了促进
农业产业化进程，让农
产品尽量走向市场，隆
化县通过整合县、乡、
村三级物流场站，已经
在全县建成1个县级
仓储物流配送中心、6
个乡镇仓储配送分拣
中心、12条乡镇物流线
路、357个村级物流站
点，多级联动实现当日
下单，48小时送到，确
保农产品快速抵达销
售网点，实现年发货量

500万件、配送额5亿
元，配送范围覆盖县内
25个乡镇，辐射承德市
所属各县区，以及赤
峰、北京、唐山等周边
市场。

隆化县地处承德
市中部，凭借优越的
生态资源，现已发展
成为绿色有机农副产
品宝地，截至目前，全
县肉牛饲养量达48.3
万头，蔬菜、中药材、
草莓、特色林果种植
面积分别达21万亩、
17万亩、7500亩、5万
亩。隆化草莓、隆化
越夏西红柿等7项产
品被评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

为了进一步推动
全县农业、农村实现
高质量发展，隆化县
持续在智慧农业、电
子商务和高速物流方
面进行深度开发。去
年12月24日，隆化县
与京东物流正式达成
协议：在隆化县共同
建设智慧农业一体化
供应链基地，实现农
产品种植数智化升
级。 （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