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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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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梅 近日，从北京市委农工委获悉，北京
市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今年起将用3
年时间，在天津市、河北省环京周边地带支持建设一批
蔬菜生产基地，面积超过6万亩。

地处东北亚中国地区环渤海心脏地带的京津冀，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8年来，作为世界特大城市群之一，京
津冀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
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2018年统
计数据显示，京津冀面积达21.8万平方公里，人口
1.127亿。

民以食为天。8年来，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市
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与天津市、河北省的农业
农村部门通力合作，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让科技赋
能农业，解决种植结构单一、农产品精品少等基础问
题，同时瞄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同步发展方向，努
力探索京津冀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新模式。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主要从顶层设计上、技术研发
上、产销对接上加强协同发展，稳扎稳打、合作共赢，给
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让各种资源要素充分盘活。

北京市成立了市农业农村局推进京津冀农业协同
发展工作小组，明确了牵头处室及职责分工，分别与天
津市农委、河北省农业厅签署了《推进现代农业协同发
展框架协议》，各行业部门先后分别与天津、河北对口
单位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畜牧兽医事业合作框架
协议》《关于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农作物品种审定机制的
意见》《京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等一系列行
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与河北省农
科院、天津市农科院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农业科技
合作协议》，倡议发起成立了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
联盟。三地农业部门每年制定工作要点，确定产业对
接、科教交流、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合作、扶贫协作
等重点工作任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市协调行业协
会，搭建农产品公共信息平台，组织河北省特色优势农
产品产销对接暨农业招商项目推介活动，订购河北蔬
菜20.57万吨、金额达89.7亿元，招商项目签约56个、
协议引进金额96.9亿元；连续举办8届京承农业战略
合作会议，仅第8届“承德山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推介活动，现场就达成53个项目合作意向、投资和销
售总额达32.35亿元；依托“智农宝”等电商平台推广销
售张北县草原系列产品、康保县粮油系列产品、蔚县小
米系列产品、阳原县小杂粮系列产品、崇礼区生鲜蔬
菜、怀来县鲜食葡萄、赤城县生鲜蔬菜等张家口特色农
产品，推动河北特色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

为解决张家口贫困地区蔬菜销售渠道不畅的难
题，北京市协调行业协会组织商超企业先后奔赴张家
口沽源县、崇礼区、尚义县等贫困地区，开展蔬菜直采
助农活动，共订购近4000吨蔬菜，解决了农产品销售
的燃眉之急，带动当地蔬菜价格回升到正常水平。

2020年，北京市制定《北京市生猪产业优化提升
发展和保障猪肉市场稳定供应工作方案》，通过引导北
京龙头企业在周边省市建设自控外埠基地，提升猪肉
区域可控供给能力。

从2004年到2015年，北京涉农企业在承德市投资
千万元以上农业项目119个，投资总额达到220亿元。
北京市支持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等企业到河北曹妃甸发
展种养殖及加工业，与曹妃甸成立合资公司，围绕园区
开发、产业融合、项目对接展开合作。

2008—2017年，北京市财政每年安排资金2000万
元，支持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开展膜下滴灌技术（每
年支持2万亩以上），蔬菜品牌建设、“农超对接”蔬菜
专业合作社奖补、蔬菜专业技术提升、蔬菜标准化示范
园建设等项目。

为增强首都市场蔬菜等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应
急状况下的供应保障水平，2022—2025年，北京将在河
北、天津环京周边地区支持建设一批蔬菜生产基地、总
面积6万亩以上，更好地保障市民“菜篮子”、鼓起农民
“钱袋子”。

北京支持建设超6万亩环京蔬菜基地

从河北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多发频发等多
重考验，京津冀三地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和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总体
开局平稳，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发展动能继续积聚。

一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5
万亿元，其中北京、河北分别为9413.4亿元和
9559.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4.8%和5.2%；天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8.5
亿元，同比增长0.1%。

从生产领域看，北京、河北工业持续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2%
和5.8%，天津同比下降0.6%，降幅较1至2月
收窄0.9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先进
制造业增长较快。服务业发挥稳定器作用，
京津冀三地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4.5%、1.1%和5.1%。

从需求领域看，高端产业投资表现亮眼，
北京、河北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3.7%和33.8%，天津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分别增长58.3%和12.8%。消费市场
继续恢复，京冀两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分别增长0.7%和7.1%，三地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等升级类消费品均增长较快。

从民生领域看，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北京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的调控目标内，天津新
增就业8.17万人，河北城镇新增就业21.58万
人。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0630元、14082元和7863
元，同比分别增长5.3%、5.5%和6.5%。

区域经济总体平稳，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5万亿元

高精尖产业显现韧性。北京高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8%和 6.6%，占全市 GDP的比重均接近3
成。天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工业的14.5%和
23.2%。河北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9%，占工业比重2成以上，规模以
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

线上消费展现活力。北京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实现网上零售额
1230.1亿元，同比增长8.0%，占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34.3%，高于上年同期2.6个
百分点。天津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
售额增长11.7%，高于全市限额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9.6个百分点。河北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5.5%，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同比提高6.2个百分
点，全省快递业务量、业务收入增速分别快
于全国23.8个和12个百分点。

冬奥举办注入新动力。北京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企业中，体育商品零售额增长超3
成，河北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23.2%。税收相关数据显示，河北崇礼和
北京延庆的体育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5.2%和68.9%，其中崇礼的健身休闲运动销
售收入增长51.3%，延庆赛事组织服务发展
较快，销售收入增长1.5倍；同时受冬奥带
动，崇礼、延庆的娱乐业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15.4倍和1.6倍，其中游乐园服务增长32.3倍
和15.9倍。

发展动能不断积聚，高精尖产业显现韧性

协同发展扎实推进，一季度河北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861个

生产要素流动增强。一季度，河北承接
京津转入基本单位861个，其中法人单位465
个，产业活动单位396个，北京转入单位占比
近8成。截至目前，廊坊三河市科创园入驻
科技型企业865家，其中来自北京的企业达6
成以上。一季度，京冀企业在津投资到位额
499.2亿元，同比增长72.4%，占天津引进内资
的比重接近一半，其中超9成来自北京。

重点区域保持高强度建设。北京城市
副中心东六环入地改造、交通枢纽等项目稳
步推进，市级重点工程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51%，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天津滨海
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高于全市投资
增速15.5个百分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
坊临空经济区完成投资增长16.4%，投资总
量占廊坊市近4成。北京支持雄安新区“交

钥匙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快车道”，雄安新
区集中开工两批96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同
比增长56.6%。

重点领域呈现积极进展。“轨道上的京津
冀”加快构建，多条线路顺利开工，京滨城际
铁路宝坻至北辰段无砟轨道施工完成，京唐
铁路与京哈铁路实现并轨互通，京津冀铁路
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其中高铁占比超2
成。生态环境继续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3.5%，同
比上升7.4个百分点。政务服务更加便捷，省
市级层面开设实体办事窗口，推动事项“跨省
通办”，北京对天津、河北、雄安新区分别推出
234项事项，天津对北京推出696项事项，河
北对北京推出138项事项，雄安新区对北京
推出1161项事项。 （方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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