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贾宏博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今年，河北省面向京津高端市场，重点打
造4个蔬菜产业示范带，做强11个高标准蔬
菜示范园区，培育12种高端精品蔬菜，新
建、改造蔬菜生产设施10万亩，带动全省设
施农业面积达到352万亩以上，蔬菜总面积
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提升蔬菜周年生产
和应急供应能力，在保持京津传统市场占有
率第一的基础上，成为京津高端蔬菜市场供
应第一大省。

立足各地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省级将
重点建设4个蔬菜产业示范带。

滏阳河流域蔬菜产业带。以邯郸市经
开区、邯郸市永年区、馆陶县、曲周县、鸡泽
县为重点，发展拱棚叶菜、温室黄瓜、茄子和
露地辛辣蔬菜等，建成华北最大的冬春拱棚
叶菜生产基地，推动与夏季蔬菜茬口衔接，
提升周年生产能力。

环雄安设施果蔬产业带。以定兴县、保
定市清苑区、望都县、高碑店市、涿州市、保
定市满城区、雄县、安新县等县（市、区）为重
点，壮大设施规模，升级设施设备，提升初深
加工能力，打造环雄安设施果蔬产业带，构
建京雄保一体化农业发展新格局。

环京津高端精品蔬菜产业带。以固安
县、廊坊市安次区、永清县、三河市、玉田县、
昌黎县、饶阳县等为重点，建设规模化精品
蔬菜园区，发展原味番茄、无药黄瓜、精品甜

瓜和精细叶菜等高端蔬菜，提高京津高端市
场占有率。

环省会精品蔬菜产业带。以正定县、无
极县、石家庄市藁城区、高邑县、定州市等县
（市、区）为重点，扩大设施蔬菜规模，加快新
品种新技术推广，增强品牌销售理念，培育
新销售业态，提升省会蔬菜自给能力。

在推进措施方面，河北省聚焦优势主导
产业，推动蔬菜单品规模化发展，建设昌黎
旱黄瓜、望都辣椒、定州辛辣蔬菜等11个高
标准示范园区，扩大设施蔬菜生产规模。稳
步提升结球甘蓝、萝卜、大白菜、茄子、辣椒
和大葱等蔬菜育种能力，保持国内一流水
平。以大葱、大白菜、萝卜、胡萝卜等为重
点，在玉田县、张北县等露地蔬菜集中产区
建设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培育一批专业化服
务组织。推广绿色生产模式，以蔬菜规模园
区为重点，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应用防虫网、
粘虫板、性诱剂、杀虫灯、节水灌溉等传统防
控技术，促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着力打造
环京津净菜大省，搞好与北京央厨餐饮公
司、中铁快餐、同福集团等对接，在蔬菜集中
产区布局建设一批净菜加工基地。发挥龙
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示范引领作
用，持续打造崇礼彩椒、隆化越夏草莓、青县
羊角脆甜瓜等高端精品，培育赤城架豆、霸
州芽球菊苣、永年大蒜等 12种高端精品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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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米彦泽 从北京市发改委等部
门获悉，北京去年流向津冀技术合同5434
项，成交额350.4亿元。截至2021年年底，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达9032
家，京津冀《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基础研究
的合作协议（2021—2025年）》（第三期）顺
利签约，三地在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
累计投入约5000万元，资助项目100余项。

深化京津冀科技协同顶层设计，建立
工作落实保障机制。围绕顶层设计，北京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携手津冀科技主管
部门形成“1+3”工作机制，共同编制京津冀
科技协同创新年度工作要点，共同签署《推
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
（2018—2020年）》等一系列框架协议，自
2015年开始，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推动专
项、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对接国家
2030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专项。

深化协同创新平台共建，推动创新资
源共享和联合研发。设立基础研究合作平
台，在“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智能制造”“精
准医学”等领域资助基础研究项目68项，
连续举办7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设
立京津冀联合实验室，支持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与长城汽车联合建立首个京冀联合实
验室。设立京津冀科技创新券，实现753家
创新机构服务京津冀科技型中小企业。设
立大气、环境综合治理联合研发平台，建立
京津冀区域高分辨率固定源和面源排放清
单，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深化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机制，
促进应用场景建设。依托应用场景提升科

技成果示范辐射效应。充分发挥北京在
5G、AI、工业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方面的技
术优势，为北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应用开放“高含金量”的场景条件，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科技金融资源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国家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下设立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
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建立三地技术交易数
据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定期交换技
术交易监测数据，推动技术合同额稳步增
长提升。

深化区域分工与布局，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围绕装备制造产
业，聚焦化工、钢铁、模具等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围绕医药健康产业，推动北京先进
适用技术产品在津冀地区示范应用。围绕
现代农业产业，强化京冀农业科技协同创
新，支持首都科技资源优势与张家口市赤
城县农业资源条件紧密结合，初步形成“示
范园+科特派工作站+产业示范基地”产业
模式，深化现代农业和产业科技合作，助力
精准脱贫。

深化重点园区建设，推进京津冀合作
园区取得新进展。编制完成《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发展规划》。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围绕智能科技、生命大健康、新能
源新材料、科技服务业，打造“3+1”产业体
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成首个人才社
区，天津南开中学科技城分校签约落地，中
关村协同发展中心产业综合体启动试运
营。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培育一批高精
尖企业，引领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一季度
经济恢复性增长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省市（以下简称“三省市”）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要求，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稳增长力度，经济总体实现恢
复性增长。一季度，三省市地区生产总值22511.7亿元，增长
4.2%，总量约占全国8.3%，与去年基本持平。

联防联控机制更趋完善，卡点堵点问题及时解决。面对疫
情多点散发，三省市加强协同联动，特别是紧盯春节、冬奥会冬
残奥会、“两会”等重点时期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在每日互
通信息基础上，及时分析疫情防控形势，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
急响应，疫情形势总体可控。三省市加强沟通对接，强化运输保
障，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北京、河北加大协调力度，保障天津
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通行，河北协调推动小米、京东方、京东等
配套工厂在符合防疫规定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

河北面向京津市场
打造4个蔬菜产业示范带

生产稳定恢复，高端高新产业持续向好。北京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行
业分别增长15.0%、19.7%。天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路
等3条重点产业链增加值分别增长18.7%、48.3%、21.9%。河北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4个百分点，高
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

持续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增势良好。三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4.5%、1.1%、5.1%。北京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分别增长
4.8%和8.4%，字节跳动、美团、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增速均超过两
位数。天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5.6%，水运货物
周转量增长6.6%，集装箱吞吐量增长3.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19.9%。河北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9%。

继续恢复，冬奥冰雪及线上消费成亮点。冬奥会带动相关餐
饮、销售企业较快增长，温都水城等涉奥酒店营业额增长1倍以上，
限额以上体育商品零售额增长13.3%，居民滑雪滑冰消费频次和消
费额分别增长46.4%和66.3%。天津一季度新注册的餐饮类市场
主体中，80%以上均开展外卖业务，线上配送营业额增长约15%，外
卖送餐营业额增长30%以上。河北网上零售额增长34.3%。

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支撑作用明显。北京电建
科技创新产业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带动高精尖产业投资较
快增长，信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68.5%、
43.7%。天津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2.8%、58.3%，滨海新区投资增长11.0%。河北高技术制造业投
资增长33.8%，雄安新区投资增长56.6%，拉动河北投资增长
3.5个百分点。

占比小幅上升，重点企业出口延续增长态势。三省市进出
口额达1.1万亿元，占全国11.8%，较去年上升0.4个百分点。北
京349家样本外贸企业出口订单保持稳定，约80%的企业认为
全年进出口增长或基本持平。天津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216.8万标准箱，增长9.4%，天津利和集团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出
口增长30%以上。 （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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