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在交通、生态、产业、公
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将迎
来新突破。

交通网络方面，京唐城际铁路
今年建成通车，市郊铁路城市副中
心线（北京西—良乡段）整体提升
工程和东北环线工程建设将启动，
国道109新线高速、承平高速、西太
路等将加快建设。

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和联防联
治方面，三地将健全完善空气重污
染联合预报预警机制，做好重污染
天气应急联动应对，加快实施永定
河山峡段、平原南段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工程，实施京冀密云水库水
源保护共同行动，系统推进官厅库
区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

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对
接协作水平：发挥京津冀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作用，加快构建京津冀科

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持续推进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宝坻中关村
科技城、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合
作园区建设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协同发展。

合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继续
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
挂职交流、互访互学等活动，发挥职
教集团（联盟）作用，促进职业院校
服务能力升级；持续推进北京市属
医疗卫生资源与张家口、保定、廊坊
等重点医疗卫生项目发展，加快门
诊直接结算定点扩面，确保年底实
现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推
动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提高就业社
保服务能力；巩固完善京津冀疫情
联防联控联动工作机制，抓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加强生活必需品和防
疫应急物资保障。
（综合自《河北日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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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白波 天津食品集团全资
二级子公司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有限
公司冷链物流一期项目4月13日在天
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开工。项目将承接
北京外溢业务，保障京津冀食品物资
供应和食品安全。

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冷
链物流一期项目总占地面积4.26公
顷，项目全部竣工后，库容约5万吨，计
划总投资额4.67亿元。项目是天津食
品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冷链物流板

块的重点工程，将围绕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承接北京外溢业务，打造首都
“1小时保障圈”，保障京津冀食品物资
供应和食品安全，守好京津冀老百姓
的“米袋子”“菜篮子”。

天津食品集团2015年成立，承担
天津及周边“菜篮子”、肉禽蛋奶、粮油
等食品供应，保障国家及市级粮食、肉
类、糖储备安全。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
有限公司是天津食品集团内外贸供应
链平台，将依托东疆口岸及综保区功能

优势、东疆冷链物流基地产业配套及政
策优势，进行多元化产业融合布局。

据介绍，天津食品供应链集团有
限公司将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
手段，推动冷链物流智能化运营，优化
海外业务合作，合理布局建设海外仓，
提升冷链物流配送效率，创新“跨境电
商+海外仓”商业模式，打造集冷链仓
储、通关服务、加工分包、供应链金融、
生鲜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冷链
物流集散中心。

本报讯 贾楠 从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今年，全省将积极对接京津地区文化
和旅游资源、产品、产业和品牌，共同打造
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发展协同体，努力推动
形成京津冀文化旅游资源共享、公共服务
协同、平台渠道共用、规范标准共管、精品
线路共推的发展机制。

强力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与京津深化合作，深入推进长城、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建
设山海关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长城风景
道、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等重大标志性项目，统筹推进长城文化带、
运河文化带发展，共同打造全国长城、大运
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段。

协同推动冬奥冰雪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以2022年冬奥会举办为契机，以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重点，协同推动冬奥冰
雪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京津科技、金
融、市场等优势资源，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推
动冰雪产业与文化旅游融合，联合推出满足
京津冀市场需求的冰雪旅游项目，打造冰雪
旅游品牌，提升区域冰雪旅游消费，做优做
强冰雪文化旅游产业。

积极承接京津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
强化协调沟通和招商引资，吸引更多京津
优质文化和旅游项目落地河北。研究制定
实施2022年项目投资工作推进方案，围绕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进一步谋划推进项
目合作，梳理明确重点任务清单、项目清
单、责任清单，从促进项目建设、落实优惠
政策、解决资金困难、积极拓展市场等方
面，推动京津重点项目、国家文化公园项
目、重大旅游产业带项目等项目建设，以强
有力措施推动重点项目实现新突破。

建设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示范片区。
加强与京津沟通协作，围绕雄安新区建设、
冬奥会举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国家战
略和重大工程，通过统筹规划、要素集聚、
联合开发、共同营销等方式，着力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和特色产业发展，推进通武廊、京
雄保、京张承、津唐沧文化协同发展示范片
区建设。

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会同
北京、天津共同制定《2022-2025年京津冀
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工作
重点，完善协同机制，推进京津冀文化和旅
游协调、快速发展。联合北京、天津市文化
和旅游部门共同编制《京津冀自驾驿站建
设和服务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京津冀
自驾驿站建设和服务水平。

实施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共塑工程。联
合京津共同承办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第
十九届群星奖决赛。充分利用2022“一带
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第七届
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打造京津冀三
地文旅融合交流平台。发挥京津冀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走廊联盟作用，推动举办京津
冀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依托“京畿福地 乐
享河北”总品牌，全方位推广八大旅游主
题、十五大品牌旅游目的地、五百条精品旅
游线路。

推动京津冀文化市场一体化综合监
管。启动京津冀文化市场执法联防联控机
制，适时组织文化市场联合执法行动，全力
打击文化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
挥京津冀文化市场“护城河”联防联控机制
作用，形成京津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齐抓
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河北积极打造京津冀
文化和旅游发展协同体

《工作要点》提出，北京将以构建现代
化首都都市圈为统领，带动协同发展重点
领域取得新突破。

今年，北京将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
都市圈，包括建设环京周边地区“通勤
圈”，京津雄地区“功能圈”和节点城市
“产业圈”。

“通勤圈”主要是深化北京通州、大兴、
房山等区与廊坊北三县、固安、天津武清等
环京周边地区密切合作，率先构建一体化
交通体系，引导北京适宜产业在环京地区
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功能圈”主要是深化雄安新区与北
京城市副中心“两翼”对接协作，形成错
位联动发展格局；唱好京津“双城记”，推
动科技创新合作园区建设发展，推进北
京空港、陆港与天津港的规划衔接融合，
用好津冀出海通道。

在支持雄安新区提升承接能力方
面，北京将继续推动“三校一院”交钥匙
项目后续工作。推动出台雄安新区中关
村科技园发展规划，支持符合雄安新区
功能定位的创新资源集聚发展。

“产业圈”主要是共同改善区域营商环
境，支持重点产业承接平台建设，以创新链
带动产业链，共建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
等上下游衔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完
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与配套。

2021年，北京企业对“通勤圈”投资
次数是2015年的2.4倍，“通勤圈”作为北
京产业发展腹地作用显现。2021年北京
企业对“功能圈”“产业圈”投资次数分别
是2015年的2.2倍、2.1倍。

日前，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印发《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安排部署了
12大类70项重点任务，涉及173条重点事项。

在今年的《工作要点》中，北京安排了一批延续性的任务，比如，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深入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抓好支持雄安新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建设等任务。据了解，这些任务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通过再谋划、再梳
理，提出了2022年的目标任务，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同时，北京市统筹布局一批新的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比如，学习借鉴长三
角等区域一体化发展经验做法，推动出台北京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相关方案；发挥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作用，加快构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持续发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作用，扎
实做好冬奥遗产利用工作等。

推动北京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一河之隔的北京通州区与廊
坊北三县，能否打破地理和行政上
的界限，锻造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设想让越来越多北京的
优质项目“精准”“定向”输送到北
三县。自2019年以来，北京与廊坊
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三年累计
签约项目120余个、意向投资额约
800亿元，涉及产业、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等领域。

学习借鉴长三角等区域一体
化发展经验做法，北京市正配合国

家相关部门研究通州区与北三县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相关方案。

今年，北京市将有序推进厂通
路道路及跨潮白河大桥建设，开展
姚家园路东延、石小路、通宝路等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平谷线
建设；继续举办北京与廊坊北三县
项目推介洽谈会，争取再签约一批
合作项目；协同建设潮白河国家森
林公园，加快推进北运河、潮白河综
合治理，实现杨洼船闸工程完工、大
运河京冀段旅游通航。

巩固完善京津冀疫情联防联控联动工作机制

《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22年工作要点》发布

保障京津冀百姓“菜篮子”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带动
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天津食品集团冷链物流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