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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米彦泽 近日，河
北省工信厅印发《2022年度京
津冀制造业产业链对接工作
方案》提出，在全力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围绕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
药、工业互联网、工业设计、电
子信息、工业固废和尾矿综合
利用、应急产业、食品服装等
京津冀协同协作重点产业链
条，有序开展 30场次重点制
造业产业链对接活动，进一步
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完善产业
链布局。

《方案》提出，强化统筹
布局，瞄准京津“高精尖”产
业和优势传统产业，依托重
点承接平台，深入开展制造
业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强
化“项目为王”，突出会前推
介、会前招商、会前对接，稳
妥有序推进一批立长远、标
志性的重点制造业项目落地
见效；强化产业协作，紧扣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总体要
求，高标准建设重点承接平
台，引导承接产业转移逐步
向区域产业链协同协作发
展，与京津共同谋划建设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努力构建分工明确、协同紧
密、动力强劲的产业发展新

格局。
这30场次京津冀制造业

产业链对接活动分别是：
综合类对接活动2场。组

织举办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
易洽谈会、第四届中国-中东
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

数字经济领域对接活动1
场。组织举办2022中国国际
数字经济博览会及系列活动。

工业设计领域对接活动1
场。组织举办第五届河北国
际工业设计周。

工业互联网领域对接活
动1场。组织举办京津冀工业
互联网协同发展企业深度行。

电子信息领域对接活动2
场。组织举办京石新一代电
子信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京
冀粤深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会。

生物医药、医疗辅具领域
对接活动 3场。组织举办京
石生物医药专题对接活动、中
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大
会、京津沧生物医药精准对接
活动。

装备制造领域对接活动2
场。组织举办京承高端制造
专题对接活动、京津冀汽车产
业链系列对接活动。

大数据领域对接活动 3
场。组织举办京承数智大

会、第七届“中国数坝”峰会、
第三届中国大数据创新创业
大会暨张家口怀来官厅湖
“数聚会”。

工业固废和尾矿综合利
用产业领域3场。组织举办京
承尾矿砂石骨料对接活动、
“魅力新河-绿色赋能”京津冀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产业对接活动、“红
色涉县-绿色发展”京津冀工
业固废产业对接活动。

应急产业领域2场。组织
举办2022中国?唐山国际应急
产业大会、应急产业链对接专
题活动。

食品服装轻工领域8场。
组织京廊食品产业链对接活
动、京廊服装设计对接活动、
京保食品产业链对接活动、
中国?南和（国际）宠物产业
博览会、中国?清河国际羊绒
及绒毛制品交易会、中国?北
方(平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
具博览会、辛集国际皮革皮
草时装周、中国（辛集）国际皮
革博览会。

承接平台特色产业对接
活动 2场。组织举办曹妃甸
特色产业链专题对接活动和
北三县都市服务制造业专题
对接活动。

今年河北将开展30场次
京津冀产业链对接活动

强化统筹指导
各地要落实对接主体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对接机制，梳理主导产业链条，

落实活动专项资金，根据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和资源优势，积极有序对接京津专业机
构、企业园区，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开展各类重点产业对接活动，避免同
质化竞争和盲目无序承接。

加强前期谋划
各地要瞄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河北省重点产业链的改造提升，着眼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等重点产业，精准谋划一批合作项目。

创新对接形式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创新对接形式方法，坚持线下现场对接与视频连线、实

景互动相结合，大力开展“云对接”“云展示”“云招商”“云签约”。

推进项目服务
按照属地负责原则，所在地跟踪推进对接活动签约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跟踪达

成意向项目的落地落实。

抓好新闻宣传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聚焦产业链对接活动主动发声，加强对政策项目的宣传解

读，讲好产业协同发展的河北故事。

确保安全节俭
认真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会前准备、活动现场管

控、应急处置演练等，确保不发生与活动相关的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严格住宿、用车、餐
饮、会场布置等标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方案》提出强化统筹指导、加强前期谋划等6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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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北京大学首
都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京津冀
协同发展报告2022》（简称《报
告》）。《报告》围绕“区域协同治
理”主题，从非首都功能疏解、产
业协同发展规划、生态环境共保
联治、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协同
治理创新与保障等方面评价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并针对
性地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区域
协同治理的策略和方向路径。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
多节点”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骨
架。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来，区域空间格局逐
步完善，“一核”首都核心功能
优化提升，“双城”联动引擎作
用不断凸显，“三轴”人口产业
集聚作用显著，“四区”差异化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多节点”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增强。

近年来，京津“双城”联动
进一步加强，尤其在轨道交通
建设、创业园区协作、协同创新
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双
城”共同发挥了高端引领和辐
射带动作用。据统计，京津两
市 GDP占区域 GDP比重从
2015年的 57.02%上升为 2019
年的58.50%。

京津、京保石、京唐秦是京
津冀区域的主要通道，也是主
要的产业发展带和城镇集聚
轴。京津发展轴沿线主要城市
北京、廊坊、天津经济发展速度
快，“京津冀大数据走廊”建设
步伐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优势
突出。《报告》指出，宝坻区正处
于京唐秦发展轴线的重要节
点，可重点将其打造成该轴线
上的活力新城、非首都功能疏
解重要承接地、科技绿色产业
重镇和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
示范区。

《报告》提出，“十四五”期
间，京津冀应持续优化空间布
局，找准定位，发挥各自优势。
天津应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
产业，加快建设国家动漫产业
综合示范园、国家数字出版基
地等重点文化项目，培育一批
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促进文
化与旅游、科技融合，发展新型
文化业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
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民
营经济进入，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发展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

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
三产业，被认为是衡量区域经
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其不仅有利于扩大就业，也能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生活需要。近年来，京津
冀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呈现第一
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
降、第三产业占比逐渐上升的
趋势。

当前，北京经济状况与产
业协同呈现服务主导、科技主
导的高端化趋势，北京已成为
先进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
天津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并超过
第二产业，总体呈现工业化和
高新化特征；河北省以第二产
业为主，但第一产业仍具有重
要地位，第三产业相对滞后，且
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京津冀三
地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发展方
向不同，这既是产业协同发展
的障碍，也是区域产业转移升
级的有利条件。

近年来，天津产业结构经
历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
的转变，并在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等服务行业开
始建立比较优势。《报告》针对
“十四五”期间产业协同提出
发展策略，未来京津冀三地需
进一步引导产业升级转移，明
确产业链条各部分分工，合理
规划区域产业结构。天津应
发挥天然港口优势，进一步增
强生产和制造基地功能，以商
贸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为主
导，大力推进服务型经济发
展。在加强区域产业互动的
同时，积极引导三地产业有序
梯度转移，从而达到以大带
小、以强带弱，实现三地产业
结构整体优化升级。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以《京
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规划》
为统领，共同制定大气、水、土
壤和固废领域的专项规划，统
筹区域污染治理效果显著。

目前，京津冀联防联控体
系已基本形成。三地共同编制
了《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防治
条例》，研究推动建立立法体
系，实现区域立法突破。近年
来，京津冀区域生态联防联控
的治理手段和举措由单一的强
制性行政命令向结合多方位的
规范法制、市场激烈、宣传引导
转变；治理内容逐渐涵盖生产、
消费全链条，从末端不救转向
源头管控，联防联控体系逐步
向精细化、动态化、专业化、成
熟化迈进。

交通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
带，也是为城市发展输送人流、
物流的重要通道。京津冀都市
圈作为中国都市圈兴起的典型
代表，近年来，三地联手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实现
京津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
0.5-1小时通勤圈、京津保
0.5-1小时交通圈，形成环首都
1小时生活圈。目前，天津5条
连通北京的高铁城际铁路中，
除已建的京津城际、京沪高铁
和在建京滨、津兴铁路外，还增
加了京秦第二城际铁路。

（据《天津日报》）

天津有望成为京津冀
仓储物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