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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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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治疗，不用每
次都跑到城里看病了。”50多岁的河北容城
县居民老贾高兴地说。为老贾诊疗的容城
县中医医院医生安洪泽，在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交流学习了3年，收获不
少。“我要努力工作，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优
质服务。”安洪泽说。

8年多来，京津冀三地积极推进民生领
域补短板强弱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持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医疗协作日益紧密。65所京津冀知名
医疗卫生机构与雄安三县48家医疗卫生机
构、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一批名医专家入
驻三县医疗卫生机构，帮助建设重点学科，
填补多项技术空白，雄安新区医疗保障和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教育合作逐步深化。7月底，北京以
“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
院”中的中学项目正式移交。至此，北京支
持雄安新区“三校”项目全部交付。8年多
来，京津冀高校优质课程共享，优势科研资
源开放，中小学教师互派，河北累计上千名
骨干校长教师到京津优质学校跟岗培训。

去年底发布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显
示，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呈较快上升趋
势，2020年指数为133.78，与2014年相比，年
均提高5.63点。京津冀三地人均教育、社会
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支出之比从2014年的
2.84∶2.40∶1缩小至2020年的2.49∶1.60∶1。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携手同心，奋发向上，京津
冀协同发展正迎来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丁怡婷）

首都东翼，亚洲最大地下综
合交通枢纽——北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地，10
多台挖掘机同时开挖作业，站房
中心区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阶段。

渤海之滨，天津港北疆港区
的集装箱码头上，70多台智能运
输机器人自如穿行，42台自动化
轨道桥次第排开。

白洋淀畔，“鸟中大熊猫”青
头潜鸭在这里安家落户，白洋淀
野生鸟类增加到237种。

…………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

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
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
展工作汇报，提出实现京津冀协
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8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迈向更高水平。

本报综合 上半年，京津冀三地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以快制快迅速控制疫情，出台
稳经济政策措施，生产需求逐步恢
复，新兴动能保持活跃，协同发展
稳步推进。

北京市统计局29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4.7万亿元，北京、天津和
河北分别为19352.2亿元、7620.6亿
元和19823.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分别增长 0.7%、0.4%和
3.4%。与一季度相比，北京和河北
分别回落4.1个和1.8个百分点，天
津加快0.3个百分点。

北京市统计局表示，三地高技
术产业投资表现亮眼。上半年，北
京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比
1—5月提高2.7个百分点。天津投
资下降 10.4%，降幅与 1—5月持
平。河北投资增长8.4%，其中工业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快于全部
投资4.8个百分点。三地高技术产
业投资表现活跃，北京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项
目带动下增长78.1%，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在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带动下增
长61.7%；天津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长9.5%，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业增长1.1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增长14.3%，其中信息服务领域增长
24.0%；河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40.9%，占工业投资的比重高于去年
同期1.3个百分点。

京津冀三地政府出台实施系
列助企纾困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截至6月30日，北京有5.5万
家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享受到
房租减免，减免租金80.3亿元；增
值税留抵退税惠及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6.4万户，减免金额
630.4亿元。天津稳步推行优化营
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各类企业
100%享受到社保费减免政策，截至
6月下旬，留抵退税惠及4万余户纳
税人，实现退税到账金额300余亿
元，通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13.8亿元，惠及企业13.6万户。河
北“1+20”配套政策体系有效落实，
累计为6.3万户纳税人办理增值税
留抵退税671.4亿元。

高端产业显现韧性。上半年，
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的43.3%，同比提高1.2个
百分点。天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7.5%、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比重比一季度提
高0.6个百分点。河北规模以上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5.5%。

三地跨区联动日益增强。上
半年，天津吸引京冀投资额1067.1
亿元，同比增长38.8%；占全部引进
内资比重超五成，比上年同期提高
11.2个百分点。河北承接京津转入
基本单位2779个，比一季度增加
1918个。截至6月底，北京中小学、
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在北三县合作
办学11所、学生6598人。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
生产总值4.7万亿元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新突破
雄安新区建设展现新形象

“过去这一年多，是企业发展最快的阶
段。我们有了多个世界500强客户，业务范
围不断拓展。”联汇智造去年落户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并设立企业研发总部。公
司负责人赵福海介绍，园区提供的知识产权
保护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过去新产品申报发明专利至少要3年
时间，高科技企业实在等不及；园区的‘专班
提供专业服务’模式将时限缩短至4个月，
这是我们在这里扎根的信心来源。”

搭建集市场、金融、技术、人才等于一体
的企业服务平台，帮助解决员工子女入学、
看病就医等需求……栽得梧桐引凤来，目前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已吸引超过3000
家企业注册，其中北京来津企业占比由2019
年的16%提升至30%，产业资源加速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紧紧抓住‘牛鼻子’
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不能说‘捡到筐里都是菜’，一体化发展
不能仅仅是空间转移，要借此机会转型升
级、更新换代”。

8年多来，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这个“牛鼻子”，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新突破。

北京“瘦身健体”，轻装前行。2014年
以来，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

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
中心近1000个。

北京新“两翼”加快建设，潜力释放。看雄
安新区，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疏解
央企总部启动建设，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注册落
地，首批疏解的高校、医院也基本确定选址。
看北京城市副中心，环球主题公园开园运营顺
畅，超过1.4万家优质企业入驻运河商务区，行
政办公区二期10个地块全部实现开工。

津冀两地做好产业承接，活力迸发。北
京现代沧州工厂平均每51秒就有一辆汽车
下线，“一台车”带动形成千亿元级产业集
群；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开业运营，承接
北京近4000家服装商户，服装运送直达线
路200多条、中转线路500多条，实现“一点
发全国”；8年多来，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
设立分支机构累计9000余家，北京与津冀
累计达成技术合同成交额1760亿元。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体制机制障
碍逐个击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北京
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政务服务
“区域通办”正式启动，推出453项高频便民
事项和70项政务服务事项。今年，雄安新
区将推出“企业开办2.0版”改革，为在京企
业跨省迁移做好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新进展

“房子精装修，干净又省心，
最方便的是15分钟内就能走到
菜市场。”去年底，50多岁的周志
川和妻子搬进了雄安新区容东
片区的安置房，90平方米的三居
室让他很满意，“儿子儿媳也有
一套，他们决定回来创业，一家
人可以团聚啦！”

从一片荒芜到楼房林立，容
东片区3批次近6万名回迁群众
喜迁新居，参与建设的中国建筑
八局容东片区C组团安置房项目
负责人陈旭东介绍：“建设高峰期
投入了87台塔吊，1.6万名工人辛
苦奋战，147栋住宅120天全部封
顶。在雄安，每天都是新的。”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
息公布。这片规划面积1770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批重大工程
项目落地生根，雄安新区建设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

交通更加便捷。京雄城际铁
路全线开通运营，雄安新区纳入
北京一小时交通圈，“轨道上的京
津冀”增添新干线。京雄高速河
北段、荣乌高速新线等工程建成
通车，雄安新区“四纵三横”对外
高速公路骨干路网全面形成。

设施更加完备。市政配套
基础设施管线集纳在地下综合
管廊中，蜘蛛网式线缆不见踪
影，智慧路灯、智能井盖随处可
见，雄安新区实现高起点建设。

环境更加宜居。5年多来，雄
安新区森林覆盖率由11%提高到
32%；白洋淀2021年整体水质为
Ⅲ类，全流域3万余家“散乱污”企
业被取缔，1.3万个非法排污口全
部封堵。一幅蓝绿交织、水城一
体的优美画卷正徐徐铺展。

雄安新区有关负责同志表
示：“今年雄安新区建设要显雏
形、出形象，努力把雄安建成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京津冀协同发展
迈向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