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高端产业增势良好
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

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7.2万亿元。其中北京、天津和
河北分别为29926.3亿元、11896.1亿
元和30591.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分别增长0.8%、1.0%和3.7%，与
上半年相比，分别提高0.1个、0.6个
和0.3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逐步复苏，高端产业增
势良好。前三季度，北京受上年疫苗
生产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17.5%（剔除疫苗生产影
响，增长3.8%），其中三季度降幅较二
季度收窄10.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增长8.3%，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7.3%。天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
上半年下降转为增长0.2%。河北工
业生产稳中有升，增长5.6%，比上半
年加快0.4个百分点，信息智能、生物
医药健康、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

服务业总体稳定，现代服务业发
展较快。前三季度，北京和河北服务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5%和3.1%，高
于上半年0.2个和0.3个百分点，天津
增长1.3%，对总体经济形成重要支
撑。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北京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金融
业合计拉动服务业增长3.1个百分
点；天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长9.8%，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
河北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长8.8%，金融业增长6.6%。

投资增长加快，重点区域发挥
带动作用。前三季度，北京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7.0%，比上
半年加快1.5个百分点，城市副中心
全力推动市区两级重点工程建设；
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9%，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2.5个百分点，滨海新
区增长2.6%；河北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8.2%，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
增速均超20%，合计拉动全省投资
增长1.8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逐步恢复，新能源汽车
表现突出。前三季度，京津冀地区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万亿元。
其中，北京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219.5亿元，下降4.5%，三季度止跌
回升，增长1.1%；天津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699.3亿元，下降3.2%，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3个百分点；河
北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901.4
亿元，增长4.5%，比上半年加快1.5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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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郝东伟 从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今年河北粮食播种面
积9665.7万亩，单产399.87公斤，总
产量773.02亿斤，实现总产、面积、
单产“三增”。河北粮食总产量已连
续10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粮食
安全保障基础得到明显巩固。

“今年粮食再获丰收，产量再创
历史新高，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河北贡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河北承担着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农业
农村系统把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
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坚持底
线思维，树牢风险意识，立足抗灾夺
丰收，全力实施粮食稳产专项行动，
把粮食生产责任细化到乡到村到地
块，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
目标任务。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河北
严格耕地保护，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全面落实2022年国
家下达河北36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持续推动耕地质量提升。

受去年秋汛影响，河北冬小麦
大面积晚播。针对几十年不遇的特
殊情况，省农业农村厅持续跟踪苗
情变化情况，分类别、分区域、分时
节制定技术建议，建立小麦田间管
理台账，设立科技服务团，选派科技
专员，深入田间地头查苗情、面对面
指导农民，一招不落实施精准管理，
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
增加”。

秋粮在河北粮食结构中占大
头。在夺取夏粮丰收基础上，河北聚
焦玉米、大豆、谷子、薯类等重点作
物，分区域分作物分生育期制定管理
技术意见建议。在不同作物关键生
育时期，组织专家赴生产一线开展技
术服务和巡回指导，举办系列“田间
日”活动，确保了秋粮丰收到手。

种好地还得靠农民的积极性，
今年几乎各个关键农时都有利好政
策，释放了积极信号，让农民吃下了
“定心丸”。今年，河北加大与农业
农村部沟通对接力度，争取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
5.64亿元用于支持小麦、玉米等主
要粮食作物稳定面积、促弱转壮和
病虫害防控等。积极争取省财政
0.54亿元，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每亩补贴提高到200元，推进任
务落实。做好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发放，确保补贴真正发放给实际种
粮主体。

聚焦关键环节，全力抗灾夺丰
收。省农业农村厅坚持气象灾害预
防和病虫害防治两手抓，开展抗灾
保粮、虫口夺粮行动。针对灾害性
天气，提前制发防范应对技术建议，
指导各地采取应急措施，有效消除
不利影响。加强病虫草害预测预
警，制发病虫草害发生趋势与防控
意见、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等，对病
虫草害防治进行安排部署。对小麦
条锈病、赤霉病、玉米褐斑病、草地
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及早准备药
剂药械，指导开展统防统治和联防
联控，遏制病虫危害。

河北今年粮食
总产量达773.02亿斤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7.2万亿元

前三季度，京津冀聚焦积
蓄动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高端产业引领发展。前三
季度，北京实现数字经济增加
值12788.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42.7%，同比提高1.0个百
分点；天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6.8%，快于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6.6个百分点；
河北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7.8%，规模以上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1.6%。三地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均快于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平均水平，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9.3%、
8.8%和33.0%。

新业态新模式展现活力。
北京新零售企业快速增长，前三
季度重点监测的限额以上新零

售企业实现零售额累计增长超4
成；天津线上零售较为活跃，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7.9%，分别
比上半年和一季度加快2.1个和
6.2个百分点；河北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20.5%，其中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增长21.5%。

高成长创新主体逐步壮
大。根据工信部8月发布的第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
示名单，北京新增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334家，天津新增64
家，河北新增137家，京津冀地
区共535家，占全国的12.3%。
目前，京津冀地区累计拥有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24家，
较2021年末翻倍增长。

（方素菊）

近 日 从
河北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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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京津冀聚焦区
域联动，协同发展步伐坚实。

紧抓“牛鼻子”，疏解承接
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河北承
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063个，
2014年以来累计转入4.4万个，
其中近8成为北京转入（3.5万
个），廊坊、石家庄、保定和唐山
承接北京转入基本单位最多，
合计占比达53.7%。首批标志
性疏解项目加快在雄安新区落
地，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
华能3家央企总部启动建设，中
国矿产资源集团注册落地，首
批疏解的高校、医院基本确定
选址。

下好一盘棋，产业协同持
续推进。前三季度，天津实际
利用内资中，来自京、冀的投资
额 1492.6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7%，占比超5成，比上年同
期提高9.7个百分点。北京通
州与廊坊北三县持续加强项目
对接，截至9月底，今年已签约
37个合作项目，意向投资额

280.66亿元，其中近8成为产业
类项目，2019年以来的签约项
目已落地实施近百个，落地率
近80%。

共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加
快共享。持续推动交通一体
化，截至8月底，京津冀铁路营
业里程超1万公里，其中高铁
2369公里，实现铁路对20万人
口以上城市全覆盖，高铁覆盖
京津冀所有地级市；京唐城际
铁路、京滨城际铁路已进入联
调联试阶段，总规模4台10线
的宝坻枢纽站建成。大运河京
冀段62公里实现互联互通。加
快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区域内
5000余家三级和二级定点医疗
机构纳入互认范围，京津冀异
地就医实现“同城化”。北京组
织开展京冀地区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提升培
训会，促进教师和培训资源的
共享与融合。京津冀五区两市
联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成立
京津冀职业技能发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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