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张合作举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2022年2月4日至20日，3月4日
至13日，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举办第
二十四届冬奥会、第十三届冬残奥会，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容，也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成果。

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
市，携手张家口，共同举办冬奥会、冬
残奥会，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北京成为全球首
个“双奥之城”，起到了区域协同联动
的作用。

冬奥会举办过程中，京张三个赛区
紧密合作，主动作为，为各国运动员提供
了周到、顺畅的服务，赢得了高度赞誉。

11月，崇礼开启冬奥会后首个雪
季，滑雪爱好者在云顶滑雪场打卡畅
滑。马佳琦摄

冬奥会闭幕后，张家口工作重心
转移到发展后奥运经济上。今年7月，
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开园。张家
口正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为抓手，高质量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
持续推动“奥运经济”效应转化为可持
续、永久性的发展动能。崇礼小城成
为世界瞩目的冰雪运动城市。

“牛鼻子”牵引
高质量发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牛鼻子”，也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先导和突破口。

2017年以来，本市扎实开展“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累计疏解退出
一般制造业企业近2000家、疏解提升
区域性市场和物流中心644个，集中疏
解任务基本完成。

5年时光，曾经人潮涌动的“动批”
变了模样：天和白马市场变身北矿金
融科技大厦，世纪天乐市场成为北京
金融科技中心……

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连续减量约
110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城六区
常住人口近5年来连续下降；核心区三
级医院床位累计疏解2200余张；北京
电影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启用；部分在京
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启动
分期分批疏解。

北京支持雄安建设
三所学校项目竣工交付

7月31日，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
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院”中的中
学项目，实现竣工并正式移交雄安新
区，将由北京四中提供办学支持。

这是继去年12月30日幼儿园项目
和今年6月22日小学项目之后，第三个
完工并交付的项目，标志着北京市全力
支持雄安新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综
合承载能力取得显著的阶段性进展。

8月，北京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交
钥匙”工程雄安宣武医院封顶。

2017年8月，京冀两省市政府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北京市以“交
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幼儿
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一
所。2019年9月20日，“三校一院”项
目同时开工建设，经过京雄两地近三
年的共同努力，三个学校项目全部交
付，医院项目将于2023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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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京冀段
实现旅游通航

6月24日，京杭大运河京冀段62公
里实现游船互联互通。

6月24日，千年古运河，焕发新生
机。满载游客的北京游船驶出通州区
西集镇杨洼船闸前往大运河河北段，从
大运河河北香河段中心码头开来的游
船通过杨洼闸进入大运河通州段。标
志着京杭大运河京冀段62公里实现游
船互联互通。

2019年10月3日，大运河通州城市
段11.4公里河道实现旅游通航，2021年6
月26日，大运河北京段和河北香河段同
步实现省市内通航。随着沿线船闸、码
头建设、5A景区创建、跨省际水运启动及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工作推进，京
杭大运河京冀游船互联互通的目标如期
完成。

大运河京冀段通航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的生动实
践，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
化京冀两地互联互通、共进共融的又一
精品力作，是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新的标志性
工程。

通州与北三县项目推介
洽谈会签280亿元大单

2022年北京通州?河北廊坊北三县项
目推介洽谈会会场，签下280亿元大单。

9月15日，2022年北京通州?河北廊
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成功举办。

本次推介洽谈会促成了新一批合作成
果，签约合作项目共37个，意向投资额约
280.66亿元。其中，营商环境类签约项目1
个；产业类签约项目28个；基础设施类签
约项目3个；公共服务类签约项目5个。

京津冀三地发展改革委（协同办）及
营商环境相关部门签订了京津冀营商环
境一体化框架协议，主要包括1个总体协
议、5个重点领域子协议。三地将以提升
企业群众获得感为导向，以协同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为核心，在商事制度、监管执
法、政务服务、跨境贸易、知识产权等领
域开展合作，全面提高区域要素协同配

置效率，共同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为建设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
供坚强支撑。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加快构建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发挥首都
“一核”引领带动作用的主动作为，也是
北京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减量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构建现
代化首都都市圈已列入国家支持北京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京津冀协
同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
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快捷
高效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支撑，按照职
住协同、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圈层结
构，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经过多年协同发展，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建设已经具备一定基础。2021年，
北京企业对“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
投资次数分别是2015年的2.4倍、2.2倍、
2.1倍，三个圈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
万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超4成。

京唐城铁开通，京滨城铁
宝坻至北辰段同步开通

12月30日，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
（简称京唐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北京至
天津滨海新区城际铁路（简称京滨城际
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同步开通运营。北
京站至唐山站、北辰站间最快1小时03
分、1小时32分可达。京津冀地区轨道
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轨道上的京津
冀”加速形成。

京唐城际铁路全长150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燕郊
站、大厂站、香河站、宝坻站、玉田南站、
唐山西站、唐山站8座车站，其中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正在加快建设，暂不开通运
营；燕郊站、唐山站为改扩建车站，其他
站为新建车站，今年年底全部开通运营。

京滨城际铁路全长169公里，京滨城
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设计时速250公里，
共设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3座车站，
均为新建车站，其中宝坻站为京唐城际
铁路与京滨城际铁路的交会站。

京津冀PM2.5浓度
十年来降低超六成

9月，游客在蓝天白云下的天津
市区游览。今年以来，天津市重污染
天气降到3天。马宬摄

12月15日，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
联防联治新闻发布会召开。近年来，
在三地的共同努力下，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三地PM2.5年
均浓度首次全部步入“30+”阶段，三
地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
幅均达到60%以上，且重污染天数均
大幅削减，优良天数大幅增加。

治理大气污染，京津冀三地一直
互相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地大
气污染防治按下“加速键”。十年来
三地分类整治“散乱污”企业16.3万
余家、三地农村及城镇地区散煤清洁
能源改造近1580万户。其中北京市
实现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天津市燃
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基本完成清洁能
源替代，河北省基本淘汰35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2022年，在生态环境
部的指导下，三地连续第六年开展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共
同提升重污染应急精准性、科学性和
有效性。

京津冀数字经济
协同发展迅猛

1至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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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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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高
地，2021年京津冀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4万亿元，占全国的10%。京津冀在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治理、
数字贸易、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技术
研发等方面均位居国内前列，为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夯实
了基础。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央企纷
纷在京津冀地区规划建设数据中心，
已初步形成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数
据枢纽；三地成立了京津冀数字经济
联盟，形成与全国各算力网络枢纽、
数据中心建设的协调联动。

医疗卫生支持合作
持续深入推进

本市全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布局和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本市中心城区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向城市南部、西部、回天
地区等重点地区转移疏解，有力辐射
带动周边区域。据统计，目前已累计
疏解核心区三级医院床位2200余张。

京津冀医疗卫生支持合作项目
深入推进。本市持续推动中日友好
医院、安贞医院、友谊医院等央属、市
属医院对口支持北三县医疗机构，支
持帮助河北燕达医院成为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1家医院与张家口市9家
医院对接合作，累计指导合作医院新
设科室29个，培养学科带头人57名，
申报国家、省、市科研立项95项，开
展新技术54项。“京廊”“京衡”中医
药协同发展工程持续实施，共建设重
点专科25个、医联体20个、名中医室
站28个。 （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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