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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惠民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将开工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北
京2023年十方面主要任务还包
括着力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动“两区”制度创新落地见
效，全力打造改革开放“北京样
板”；着力促进数字赋能城市、产
业、生活，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进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目
标坚定迈进；着力为群众多办实
事，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
生；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加快绿色转型；着
力探索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
体系，努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
力守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具体来看，今年北京将开工
一批惠及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补齐公共服务、城市运行
等领域短板。其中，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将新开工300个、完工100
个，老楼加装电梯开工1000部、
完工600部。

完善分级诊疗机制，实现22
家市属三级医院通过基层预约转
诊平台投放号源，建设一批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更好发挥家庭医
生作用。新建6家专科医联体。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中医药传
承发展。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8
万套、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9万
套。改扩建10个体育公园，打造
15分钟健身圈。新建10处郊野
公园。新增各类森林步道100公
里、健康绿道50公里。

今年，北京要深化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新引进国内外
品牌首店800家左右。试点建设
80个布局合理、业态丰富、智慧便
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新建
改建24小时药店100家。

在“两区”建设方面，对标国
际先进迭代出台新一轮营商环境
改革实施方案。将企业开办、不
动产登记“全程网办”等改革拓展
至外资企业。推出更多“一证通
办”事项和“一件事”集成办服务
场景，加快培育一批独角兽、专精
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企业。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
面，北京将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力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
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网络安全等
领域取得更多创新应用成果。

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
战略需求，北京还将纵深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建5G基站1
万个以上，系统推进新一代数字
集群专网、高可靠低延时车联
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
边缘计算体系等建设。推进6G
技术研发。 （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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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冰雪丝路”北京-河北支撑带、“三校一院”学校实现开学…… 近日，北京公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发布了2023年十方面任务。报告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北京将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企业100家以上，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高质量建设
城市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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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千亿元
以上投资强度，行政办公区二期竣工，剧
院、图书馆与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
建成投用，加快东六环入地改造、城市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

城市副中心积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
疏解，推进首旅集团、华夏银行等市属国
企搬迁项目建设，北投集团项目完工。依
托运河商务区引进一批国内外优质财富
管理机构，高水平建设运营环球主题公
园，台湖演艺小镇北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址
外立面亮相。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吸

引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高层次、高
技能、紧缺急需专业性人才。

绿色是城市副中心的底色。今年要高
标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动北京
绿色交易所升级为国家级平台，建成城市
副中心规划展览馆等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加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组建管理机构，健全工
作运行机制。制定实施城市副中心与周
边地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提升规划，加快平
谷线建设，建成厂通路道路段，推动石小
路开工。推动实施通州与北三县差异化

新增产业禁限目录，营造优势互补的一体
化产业发展体系，继续办好项目推介洽谈
会。

此外，报告在文化建设、商业消费、农
业农村、绿色用能等领域也着重点到城市
副中心。如推进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建设；
推动通州马驹桥等物流基地升级改造；深
入落实种业振兴实施方案，建设通州、平
谷延庆种业创新孵化基地，推动玉米、小
麦等种源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取得突破；开
工建设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综合能源站
工程等项目。

京津冀协同发展依旧是2023年的关
键词。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
城市，北京要进一步处理好“都”与“城”
“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
翼”的辩证关系，严格人口、建设规模双
控，坚定不移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推进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三圈”
构建，带动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取得新进
展。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加
快一体化交通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市郊铁
路延伸服务环京通勤，聚焦重点区域完善
道路网络。

京津雄功能圈联动发展。全力支持
雄安新区建设，服务央属标志性疏解项目
在雄安新区落地，“三校一院”学校实现开
学、医院竣工交付，京雄高速全线通车，共
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唱好京津“双

城记”，推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
点园区建设，促进北京空港、陆港与天津
港规划衔接和融合。

节点城市产业圈强链补链。落实京
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推
动龙头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产业配套项目落地津冀。落实京津冀营商
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市场
准入、监管执法、产权保护等跨区域合作。

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协同发
展。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城际铁
路联络线一期站前工程全部完工，京哈高
速拓宽改造、国道109新线高速完工，承平
高速主体开工。深化京津冀污染联防联
控联治和生态环境共建，协同做好空气重
污染应急应对，推进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
建设，研究建立永定河-官厅水库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推动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
示范区等重点产业承接平台建设，加快构

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京津冀自
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发展。深化区域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养老服务
协同。

进入后冬奥时代，北京还要发挥“双
奥之城”优势，充分用好物质、文化和人才
遗产，提升城市四季活力。加强后冬奥冰
雪运动发展，实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南区
训练及热身赛道项目落地，争取在冬奥场
馆举办国际高端赛事，持续举办市民快乐
冰雪季活动，吸引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

出台“冰雪丝路”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打造“冰雪丝路”北京-河北支撑带，协
同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动延庆海
陀山奥运村配套设施建设，打造最美冬奥
城和国际知名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拓
展冬奥景区全季全时全民旅游，实现奥运
场馆四季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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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