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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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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晓超 李秋华
近日，在河北辛集保税物流中
心园区内，首批来自巴西、乌
拉圭等国家的132.56吨进口冷
冻牛肉通关入区，标志着河北
内陆唯一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辛集进境肉类指定监管
场地正式对外开办业务。

据了解，该批冷冻牛肉由
安觅（河北）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进口，总货值59.08万美
元。公司负责人黄蓉说：“过
去我们都是绕道天津报关入
境，排队通关时间较长，仓储、
滞箱费、滞时费等通关成本较
高，现在经第一口岸直通辛
集，通关时间压减30%以上，通
关成本也大大降低。”

辛集进境肉类指定监管
场地于2021年4月经海关总署
批准运营，纳入海关检疫审批
管理系统。该进境肉类指定
监管场地位于辛集保税物流
中心内，占地43.4亩，仓储能力
3000吨，年查验能力 19.8万
吨。此次正式运营，结束了过
去进口肉类产品只能通过沿
海口岸入境、通关，再转运到
内陆的历史。同时，对于辛集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扩
大京津冀地区肉类进口、优化
进口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进境肉类指定监管
场地建设，辛集市在保税物流
中心建设了总库容量4.8万吨

的智慧冷链物流项目，并谋划
实施了中安信牛肉加工、河北
康远牛羊肉分割库、辛集国际
冷冻食品（华北）集散中心等
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可满
足进口肉类产品的仓储、周
转、运输、配送等需要，推动辛
集市打造“国际冷链生产加工
贸易基地”。

“为保证货物快速通关，我
们采取预约通关、即到即查、优
先取样送检、合格即放行等便
利化措施，有效降低相关企业
通关环节的仓储、物流等成
本。”石家庄海关所属正定海关
关长邸彦波表示，来自巴西、乌
拉圭等国家品质优良的新鲜肉
类产品，将经辛集口岸进入国
内市场，进一步丰富百姓餐
桌。同时，助推辛集成为进口
肉制品“集散地”，持续扩大当
地经济开放程度，预计今年进
出口总额将达10亿美元。

“为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
口岸，我们将一方面做大园
区体量、优化园区功能，另一
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强化服
务意识，加强与北京二商、美
国沃斯堡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合作，努力将辛集保税物流
中心升级成为辐射华北地区
的现代化冷链产业交易集散
中心与高端冷链物流产业基
地。”辛集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杜军说。

河北内陆唯一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正式运营

本报讯 冯维健 王民 近日
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2023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
项目投资将安排1035亿元，助
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交
通建设投资额创“十四五”以
来年度新高。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
记、厅长宋仁堂表示，为助力京
津冀协同发展当好开路先锋，今
年，河北省将续建石港城际铁路
等2个项目，总里程达304公里；
新改建公路近9500公里，建成
14条段、324公里普通干线公
路；石衡高速等4条段、157公里
的高速公路将在今年建成。

港口方面，河北省将新增
港口通过能力2700万吨，建成
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25
万吨级航道工程等2个项目。
推动黄骅港自动装船系统建
设，打造无人化智能煤炭码
头；推动黄骅港与上海港等港
口合作，支持石家庄国际陆港
建设，加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建设，拓展至中亚、中东欧等
国际货运航线。

宋仁堂表示，为全面拓展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深度广度，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
将积极推进雄安新区至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快线等项目建
设，构筑京津雄及环京津1小
时交通圈。推动建成密涿高
速三河与平谷交界段、张涿高
速西太路互通。构建环京地
区定制快巴通勤服务网络，实
现北三县跨区域通勤客运先
行先试。推动京津冀陆海空
港联盟高质量运行，深化京津
冀机场群一体化管理。

此外，河北还将继续加强
雄安新区交通强国试点建设。
推动容东片区数字道路整体化
项目投用，开展自动驾驶和车
路协同测试示范，打造雄安新
区智能出行城市。促进容西、
雄东分拨中心及配送中心投
运。全线开工雄安新区起步区
东西轴线通道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打造综合立体交通廊道。

宋仁堂表示，到2027年，
“轨道上的京津冀”将基本形
成，河北省会石家庄与各市高
铁直达，京津雄实现30分钟通
勤，全覆盖一体化公路网、环
渤海现代化港口群和京津冀
世界级机场群将基本形成。

河北投资千亿元助力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陈璠 按照天津市
委市政府“十项行动”部署要
求，围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走深走实行动，近日，天津市京
津冀协同办、市政府驻京办在
京联合组织召开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前端统筹工作推动
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交流服务
中心等揭牌仪式，围绕积极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谋实
策、出实招、重实效。

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交
流服务中心、津商联合会(北京)
活动交流中心、北京天津企业
商会活动交流中心、南开北京
校友会活动交流中心、天津大
学北京校友会活动交流中心举
行集中揭牌仪式。与会企业
家、专家学者、北京协同办负责
同志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与市
有关部门和各区建立了工作对
接机制。五个中心的设立，有
利于充分利用市政府驻京办资
源优势，集中打造对接交流的

优质平台。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牢牢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牛鼻子”，在主动对接、深
度融入、精准服务上升级加
力，加大跑步进京对接争取力
度，确保“一季度”开门红和高
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
市经济社会多“添秤”、早“交
账”。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
化部市、院市、校市、企市合
作，在完善顶层设计、配强协
同力量、强化政策支撑、建好
承接载体、推进交流合作等方
面持续用力，积极对接首都优
质资源，全力服务好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持续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保障更多企业、项目
和创新资源到天津延伸布
局。各区各部门要增强“众人
拾柴”意识，落实顶格推动、专
人专盯工作机制，将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一把手

工程”强力推动，确保专人负
责、责任到人。市区联动做优
做强特色平台，建立健全市区
两级统筹建设机制，不断提升
承接平台特色化、专业化承接
能力，确保承接企业项目引得
来、留得住、发展好。搭建更多
层面交流通道，进一步健全完
善与北京之间的合作交流机
制，强化京津部门之间、各区之
间、产业园区之间的常态化对
接，学习借鉴发展经验，积极捕
捉招商线索，全面强化产业协
同，确保与北京深度融合，更
好促进我市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市京津冀协同办、
市政府驻京办将不断强化前端
统筹调度，更好把握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新形势新要求，顺
应协同之势、市场之势和城市
演进规律，切实发挥驻京一线
优势，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以实际行动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天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
年内新增项目投资额超1600亿元

本报讯 雷风雨 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从天
津市发改委获悉，近日，天津
市京津冀协同办、市政府驻京
办在京举行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前端统筹工作推动
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交流服
务中心等五个中心揭牌仪
式。“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
实行动目前正在天津市全面
展开，各单位立足部门职能、
本区优势，积极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出实招、重行动、
见成效。”市京津冀协同办相
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2014年以来，天
津市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把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
难得历史机遇，推动重大国家
战略在天津走深走实。9年
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各部门、各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形成了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齐抓共管的
良好工作氛围。

今年，天津市开始实施京
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
动。根据推动会部署，天津市
将深化部市、院市、校市、企市
合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对
接北京优质资源，服务好北京
项目，在加快推动北京创新资
源与天津研发生产转化优势
互补，有效贯通区域创新链、
人才链、产业链、供应链，京津
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促
进企业、资金、项目、技术、人
才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
置，深度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等方面持续加力。牢牢抓
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
子”，在主动对接、深度融入、
精准服务上持续加力。更加
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争取资
源配置和承接疏解的重点目
标企业，搭建多层级多渠道合
作对接机制，持续改善承载环

境。在滨海新区各开发区、中
心城区主要功能区和各区产业
园区聚焦提升要素承载能力，
年内新增承接项目投资额超过
1600亿元。推动各区结合产业
定位，各有侧重，加强与央企、
央院精准对接，谋划央企与地
方共建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优
质制造业、科技创新资源、现
代服务业企业和项目，引进一
批总部企业和项目。

会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交
流服务中心、津商联合会（北
京）活动交流中心、北京天津
企业商会活动交流中心、南开
北京校友会活动交流中心、天
津大学北京校友会活动交流
中心集中揭牌。“这五个中心
的建立，有利于充分利用市政
府驻京办场地资源优势，集中
打造对接交流的优质平台，进
一步发挥驻京一线优势，积极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
走实。”市京津冀协同办相关
负责人说。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五大中心在京集中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