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刘阳 近日，从天津海关新闻发布会
了解到，近期，京津冀三地海关联合制定疫情期
间保通保畅措施，建立京津冀保通保畅快速协
调应急机制，加速口岸货物通关物流效率，统筹
京津冀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名单，实现
重点企业名单三关互认，建立重点企业重点物
资通关绿色通道，设立关企信息互通互享平台，
全力保障京津冀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

在海关总署统一指导下，天津海关于2021
年会同北京海关、石家庄海关出台支持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方案，部署4方面24项具体工作
措施，推动构建高度融合、功能互补的京津冀区
域海关协同发展工作格局。为统筹做好口岸疫
情防控和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工作，天津海关将
会同京、冀两关在加强京津冀实验室检测业务
合作、助力天津港深化与河北省等相邻海港间
互动联动、保障京津冀电子信息企业维持产业
链运转关键物料口岸通关、保障京津冀地区非
试点生产型企业进口高新技术货物通关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合作。

本报讯 冯维健 近日，从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为有力保障京津冀地区应急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供应，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畅通，河
北省依托现有交通运输条件和物流园区，建设
17家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重点保障京津和雄
安新区物资调运。

根据建设标准，中转调运站包括中转区、
临储区、消毒区和封闭管理区，平时确保正常
经营秩序，应急期保证立即启动运营。其中，
中转区利用物流园区现有停车场、装卸场地等
空间，按照物资品类划分专区，保障运输车辆
进出停靠以及防疫物资、生活物资、捐赠物资
的装卸搬运。临储区整合物流园区现有专业
化的仓储场地、库房等仓储资源，根据需要改
造厂房、办公用房或新建临时存储设施，完善
保鲜、冷冻等装备设备，做好果蔬、冻品和肉类

等物资存储。
在物流园区进口、出口区域，规划专门场

地，配建停车等待区和出口缓冲区，布置消杀
和测温设备，设置核酸采样点，提供抗原检测
服务。同时，依托物流园区办公用房、职工宿
舍及其他服务设施，改造建设成中转办公区、
临时生活区、司机休息区等功能配套区，配齐
园区内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管理人员和司
乘人员住宿、临时休息和办公需求。

河北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科
副科长刘博宇表示，为保障物资进京畅通，连日
来，北京、河北两地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接，不
断优化防疫检查点工作流程，开通专用绿色通
道，推行“一证通验”，加快电子通行证办理效
率，让司机“亮证”即可畅行京冀。截至目前，河
北省累计发放电子通行证超过60万张。

河北全力保障京津冀区域物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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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方素菊 从河北省统计局获悉，去年，河北省
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京津冀重点区域协同向纵深
拓展，“三区一基地”建设加快推进。

冬奥筹办带来新机遇。张北地区以冬奥会筹办为
契机加快发展，区域冰雪经济表现活跃。去年，张家口
市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109项，河北参与冰雪运动人
数超过3000万。张家口首都“两区”建设扎实推进，完成
营造林178.9万亩。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有序实
施，张家口市与北京市延庆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共同
举办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论坛并成立联盟。

河北廊坊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
北三县“1+5+12”规划体系已经形成，北运河廊坊段与北
京段实现同步旅游通航，轨道平谷线和安石路开工建
设；2021年北京?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成功
举办，签约合作项目82个、总投资877亿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顺利推进。临
空服务中心、综合保税区等基础设施项目完工。去年，
廊坊临空经济区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8.5%，高于全省投
资增速15.5个百分点。

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取得突破。去年，唐山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和保定、邯郸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加快建设，石家庄获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成功举办
第八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创建活动深入开展。2021年，
河北物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全省快递业务量50.6亿
件，同比增长36.7%；快递业务收入403.6亿元，同比增长
20.5%。

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河北省加快
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高端化改造，大力发展
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信息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深入实施制造业能力提升计划，有序推进创新平台
提质扩面工作，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
会、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
坛。去年，全省工业八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信息智能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食品
产业分别增长18.7%、12.7%、10.8%和10.5%。三次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1.1%，超过第二产业32.8个百分点，“三二一”产业格局
进一步巩固拓展。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去
年，河北省加强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县城扩容
共建，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不断优化，石家庄、唐山、保定、
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持续做大做强，唐山获批国家级
城市更新试点，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11万套，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3057个，新建美丽乡村2341个，“空心村”治
理任务全面完成。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1.14%，比上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持续发力。河北省坚
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污染防治升
级加力、效果明显。去年，全省完成营造林630万亩，国
考地表水断面优良比例达到73%，石家庄、邢台、邯郸成
功“退后十”，全省PM2.5平均浓度38.8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5.3%，创“十三五”以来最高改善幅度。全省优
良天数269天，同比增加15天，优良天数占比达到七成
以上。

本报讯 韩芳凝 张明明 耿超 近日，从邢台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邢台市今年将重点打造2
个蔬菜产业示范带，做强2个高标准蔬菜示范
园区，培育1个高端精品蔬菜，新建、改造提升
设施蔬菜5000亩，带动全市设施农业面积达到
14万亩以上，蔬菜总面积稳定在81万亩左右，
总产量310万吨以上，提升蔬菜周年生产和应
急供应能力，在保障中心城市基础上，提高京
津冀高端蔬菜市场供应率。

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市级重点
打造建设2个蔬菜产业示范带。

环市区精品蔬菜产业带。以任泽区、南和
区、信都区、开发区、邢东新区为重点，发展温
室黄瓜、番茄、西葫芦、拱棚叶菜和十字花科蔬
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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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成精品果菜和冀中南最大十字花科蔬菜生产
基地，提升中心城市蔬菜自给能力。

特色蔬菜产业带。以宁晋县、柏乡县、临
西县、隆尧县、广宗县、巨鹿县、南宫市为重点，
发展拱棚西瓜、甜瓜、温室草莓、黄韭、吊蔓南

瓜蔬菜等，壮大设施规模，升级设施设备，建成
特色蔬菜产业带，提升周年生产能力，满足人
们对特色蔬菜的需求。

在推进措施方面，邢台市聚焦优势主导产
业，推动蔬菜单品规模化发展，建设南和区番
茄、任泽区十字花科蔬菜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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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隆尧县、平乡县等露地蔬菜集中产区示范推
广机械化作业，培育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以
蔬菜规模园区为重点，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应
用防虫网、节水灌溉等传统防控技术，促进农
药化肥减量增效。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
型经营主体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打造南宫黄
韭、巨鹿西瓜、南和原味番茄等高端精品，新培
育1个高端精品蔬菜“隆尧小孟甜瓜”，提高精
品蔬菜知名度。在南和区、任泽区蔬菜集中产
区，适应方便化、快捷化消费需求，发展蔬菜产
后加工，布局建设一批净菜加工基地，提升净
菜加工水平。

邢台提高京津冀高端蔬菜市场供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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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名单京津冀三地海关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