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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王胜强 近日，京唐城
际铁路联调联试结束，正式转入试
运行阶段，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开
通运营，河北省唐山市将融入京津
半小时经济圈、生活圈、物流圈。

近年来，唐山市抓住京津冀协
同发展历史机遇，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曹妃甸至北京动车
组开通，水曹铁路全线贯通，唐廊
高速、京秦高速二期通车，全市铁
路营运里程达1266公里。

与唐山西站毗邻的京唐智慧
港正在火热建设中，“不是同城，
胜似同城”的标语十分醒目。该
港规划占地30平方公里，受益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已吸
引 5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其中
50%以上为北京企业。来自北京
市通州区的双泰科技有限公司是
较早迁入的企业之一，该企业集
气动起重设备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是国内细分领域龙
头企业。“京唐城际铁路开通后，
相信会有更多企业来此投资兴
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玲说。

唐山积极培育京津产业承接
平台和技术应用转化高地，做大做
强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和
津冀芦汉协同发展示范区，吸引多
家知名企业落户，积极打造玉田中
华老字号产业园、北京（滦南）大健
康产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京唐智
慧港等特色承接平台，做好强链补
链延链文章。

今年前10个月，唐山市共实
施亿元以上京津合作项目354个，
总投资2555亿元。“随着京津项目
不断落地，我们已实现从零散项
目、点状承接为主的小承接向链式
布局、平台集聚的大承接转变。”唐
山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郎文昌表示。

唐山打造京津
项目承接高地

本报讯 田兆玉 自从坚定了发展
特色蔬菜种植的路子，北京市通州区
于家务乡果村靠种芹菜博出了美名，
成为“京郊芹菜第一村”。目前，村内
种植的蔬菜超20种，主要以北方地区
家常菜为主，年产量达700万斤，有力
保障了老百姓的菜篮子。

沿着笔直的乡村公路进入于家务
乡果村，路两侧大棚、小棚、露天菜地
连接成片，村民们有的忙着砍白菜，有
的钻进大棚忙活。在自家大棚里，60
岁的蔡金剑正忙得不亦乐乎。经过高
温消毒的土地已经翻整，一棵棵芹菜
幼苗正被他从育苗盒移到地里，看着
土地被幼苗覆盖，蔡金剑长舒了一口
气，“一个大棚能种2.5万棵苗，得赶在
这几天移完，要是市场行情好，明年又
能卖个好价钱。”

老蔡种芹菜已经有30多年，在
果村，像他一样有着超过30年种植

经验的菜农还有不少。“70年代起，
我们村就以种菜为主，主要是芹
菜。”村党支部书记赵士生说。这几
年，随着芹菜品种不断推陈出新，果
村芹菜也从最初的只种本土品种，
慢慢发展到种好销、高产、抗病的优
质品种，村里的芹菜种植从最初的
产量低、品质差到如今的远近闻名，
成为“京郊芹菜第一村”。“不少人就
认咱果村芹菜，都说我们的芹菜脆
爽、不柴，有真正的芹菜味儿。新发
地、八里桥都有我们的菜，别看我们
卖得比别人贵，但照样供不应求。”
赵士生骄傲地说。

果村芹菜产业发展得顺风顺水，
还离不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十年来的
结对帮扶。

十年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
果村租地用于实验，果村也享受到
了“近水楼台”的优势，遇到啥问题

都找这些农业专家问一问。“他们见
识的新品种多，我们有时候拿不准，
就会向他们请教，这个品种的芹菜
产量怎么样，那个品种抗病性怎么
样。”赵士生说，专家把种植技术、土
壤改良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科普
给村民，果村芹菜感受到了科技的
力量，也成为科技助农实实在在的
受益者。村里芹菜产量增加了两
成，菜品也得到了提升。

种菜带来的利润，应验了那句俗
语“一亩菜园，十亩田”。果村不仅依
靠产业走出了振兴乡村的路子，还让
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现在，果村
除了芹菜，还种植了西红柿、豆角、黄
瓜、圆白菜等20余种北方地区家常
菜，也开始尝试种植甜瓜、草莓等水
果，年产量达700万斤，主要销往京
津冀三地，有力保障了三地市民的菜
篮子。

特色蔬菜种植让果村村民腰包鼓了
年产700万斤 专供京津冀

以科技创新引领京津冀以科技创新引领京津冀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由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经贸大学共同主办的“2022（第二届）碳中和愿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
在线上举行。京津地区知名高校、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科技创新引领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探讨碳中和愿景下，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向广度深度拓展。

本报讯 苑立立 贾权公据石家
庄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京津
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36843.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12.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
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 11.8%。其中，进口 27263.6亿
元，增长18.1%；出口9579.6亿元，
增长0.3%。

机电产品出口居首位。前三
季度，京津冀地区机电产品出口
4699.8亿元，增长5.8%，占京津冀
地区出口总值的49.1%；成品油出
口1246.6亿元，增长14.1%。

进口能源产品强势。前三季
度，京津冀地区能源产品（包括原
油 、天 然 气 、煤 炭）进 口 共 计
12406.7亿元，占京津冀地区进口
总值45.5%，其中原油进口10074.0
亿元，增长52.3%，成为拉高进口值
增长的主要因素；天然气进口
2037.4亿元，增长43.2%。京津冀
地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7.2亿
元，增长4.1%。

统筹推进京津冀产业链布局和产业
集群优化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拓展而
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京
津冀协同创新实现新突破，就要整合区域
创新资源，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京大学首都发展
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
专家李国平认为，加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
新的关键是要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的
衔接，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区域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员高智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
来，整体的经济联系在强化，跨省的要素
流动比过去更加顺畅。但跟长三角和珠
三角相比，京津冀在区域的产业链构建、
高端要素的流动和区域市场的一体化方
面还有短板和弱项。他建议河北与京津
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关系，共建一批优
势产业链和供应链，包括共同打造3至5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领域，围绕京津头
部企业共建专业化配套主题园区，开展京
津冀统一大市场试验示范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
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要促进

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河北必
须注重产业转型升级，用好北京先进的创
新资源拓链、强链。“我们现在一说强链，
往往想到的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实际上传统产业在延长链条和
提升其价值方面还有很大的余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京津冀区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
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重点围绕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汽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生物医药健康产业等京津冀优势及
先导产业，推动区域融合，加快建设京津
冀世界级制造业集群。”河北经贸大学副
校长武义青说。

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提升科
技整体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

近年来，河北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
明显进展，但也存在产业科技产出成果数
量规模相对小，创新平台数量多但作用发
挥不突出，综合创新能力水平处于全国中
下游水平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
田学斌建议推动京津冀共建科技创新协

同体、利益实体联盟和技术创新中心，打
造高能级集成协同创新平台；加强与京津
高校院所、企业等多主体创新联动和协同
攻关合作，盘活京津区域内科技资源核心
源头与创新要素；深化“京津研发”与“河
北需求”的对接合作关系，探索京津科技
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的新体系、新路径、
新机制、新模式。

北京作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聚集
了大量高端的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中
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
认为，要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企
业要从吸引人才向成就人才转变，给创新
创业者提供实现梦想的舞台。而京津冀
区域，更要致力于打造成为创新思想的沃
土和创新创造创业者的乐园。

针对京津冀三地在教育、科技、人才
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武义青
建议加大京津冀在相关领域的协同发展
力度，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从而为
推动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同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建议加快建立京津冀数字技术协同
创新共同体，发挥北京在数字技术和人才
方面的优势，赋能河北传统产业，推动河
北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河北机电制造业发
展，提高先进制造业比重，促进京津冀区
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朝丽）

京津冀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