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关于京津“双城
记”的两则新闻备受关注。

3月17日至18日，北
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天津市
学习考察，双方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在北京市?天津市工
作交流座谈会上，北京市
委书记尹力指出，京津冀
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具有全局
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北
京和天津两地资源丰富、
功能定位互补，要共同唱
好京津“双城记”，全面提
升京津冀区域发展能级。

天津市委书记陈敏
尔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唱好
京津“双城记”是其中的重
要篇章。

在此前的2月15日，
天津市党政代表团赴北京
市学习考察，两市召开工
作交流座谈会，深化两市
交流合作，唱好京津“双城
记”，共同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走深走实。京津两个
超大城市频频提出唱好

“双城记”，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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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双城记”打开新空间
京津“双城记”从正式提出至今，已经走

过了近十年历程。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

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
津“双城记”。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将实现京津冀协同
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坚持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
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幕由此开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

冀协同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就唱
好京津“双城记”提出重要要求。

经梳理发现，2017年以来，京津两地互动
明显加快，“双城记”建设加速。

2017年9月12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
赴天津市学习考察。

一年后的2018年10月15日，北京市党
政代表团再次赴天津市学习考察，深化交流

合作，唱好京津“双城记”，向纵深推进协同
发展。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加强京津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2018-2020年）》。

一个月后，11月22日，天津市党政代表
团赴北京市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北京城市副
中心规划建设经验，深化津京交流合作，扎
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9年10月27日，天津市党政代表团
再次赴北京市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北京市先
进经验，加强京津双城联动，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

时间来到2020年。其时新冠疫情不时
侵扰，但京津两地的高层互动并未中断。当
年8月21日至22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
天津市学习考察，进一步推进京津交流合
作，更好推动协同发展。

2021年7月16日，天津市党政代表团
继续赴京考察。此次在京考察期间，天津市
党政代表团去了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怀柔科
学城中科院物理所怀柔园等地。

产业对接协同更注重“科技含量”

产业对接协作，无疑是京津“双城
记”的重中之重，也是两地实现优势互
补的关键领域。在京津两地党政代表
团历次的学习考察中，产业协作领域都
是双方关注的重点。

在3月17日至18日，北京市党政代
表团赴天津市的学习考察中，北京市委
书记尹力指出，把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
和天津的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来，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共建京津
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创新增
长引擎能力。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生物医药、氢能、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
业链协作走深走实。

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说，天津将在
成果转化上下功夫，优化创新生态，完
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以天
津产业链对接北京创新链，促进更多首
都创新成果在津转化落地，形成“北京
研发、天津制造”的生动局面。在深度
融合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产业链、以交
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社会政策和公共
服务等领域成龙配套、协同一体，不断
增强两地企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此前的2月15日，天津市党政代表
团赴北京市学习考察期间，尹力提出，充
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升协同创新和
产业合作水平，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产业配套、合作平台等方面持续用力，建
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导在京
龙头企业到天津布局，进一步形成“研发
在北京、制造在天津”的产业格局，携手
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陈敏尔表示，天津将着力加强产业
对接协作，深化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协
同，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推进
载体共建、联合攻关、成果共享，加强京
津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对接，让更多创
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可以看到，“北京研发、天津制造”
的模式被双方提及。而新能源汽车、生
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是
备受双方关注的产业协同领域。

这样的产业布局，其逻辑符合京津
“双城记”乃至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律。

北京和天津两地资源丰富，功能定
位互补，要共同唱好京津“双城记”，无
疑要在产业协同方面做好文章。

京津两市实力强劲。2022年，北京
市GDP为41610.9亿元，天津市GDP为
16311.34亿元。在“万亿俱乐部”中位
列第2、11位。唱好“双城记”，意味着京
津有望从“双城”成为“双核”，在建设京
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更好发挥辐射带
动和高端引领作用。

京津都是超大城市，但又各具特
点。北京具有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
技创新优势，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优势突
出，而天津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具有
先进的制造研发优势。如果能把这两
大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
合攻关，无疑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增长
引擎能力。 （柯锐）

京津“双城记”，不只是宏大的城市叙
事，更有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

例如，交通一体化，正在成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也正在成为京
津“双城记”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抓手。

2022年12月30日，北京至唐山城际铁
路（京唐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北京至天
津滨海新区城际铁路（京滨城际铁路）宝坻
至北辰段同步开通运营。天津接入该线路
的地区包括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东丽区
和滨海新区。其中，从天津宝坻南站到北
京，只需15分钟。京津两地的距离被进一
步拉近。

这两条城际铁路的开通运营，对于进一
步完善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络、推进京津
“双城记”，无疑意义重大。

近期，连接京津的另一条重要干线轨
道——津兴铁路正在加紧施工，本月有望

完成全线铺轨作业任务，年内正式开启。
津兴铁路东起天津西站，西至大兴机场

站，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落地的
标志性工程。

随着“轨道上的京津冀”逐渐成形，京津
冀“一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交通一体化成
果正更多更好地惠及三地人民。京津“双城
记”正在以实实在在的步伐推进。

经梳理发现，五年来，京津党政代表团在
两地的学习考察，地点也颇有“讲究”。

五年来，天津市党政代表团来京学习考
察了多个地方，足迹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东升国
际园转移转化基地、怀柔科学城、中科院物
理所怀柔园、大兴国际机场、香山革命纪念
馆、北京展览馆、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以及北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绿化示范段工程
“千年守望林”等地。

其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天
津市党政代表团考察的重点，2018年、2023年
等年份，天津市代表团均来到此地走访考察。

今年2月，天津市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到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详细
了解了中关村创新发展历程，察看前沿技术
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在中关村智造大
街，天津代表团走进科创企业，了解智能制造
科技服务、智能产业成果孵化等情况。此外，
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中关村中试实验室和检
测认证实验室”，了解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此外，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天津市党政

代表团的考察重点，多年受到天津考察团
“光顾”。天津方面表示，要学习借鉴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经验，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

而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天津市的学习考
察足迹也遍布多地，包括海河、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天津港、天津文化中心、于家堡交通
枢纽站、天津自贸试验区、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协同创新展示中心、空客A320天津总装公
司、天津规划展览馆和海河意式风情区等。

例如，2020年，北京代表团抵达天津后
察看海河综合治理改造工程，了解天津市在
城市建设、水系整治、旅游开发等方面的有
益经验。在天津港，这座百年老码头正在经
历的“智慧革命”引起北京代表团的关注，这
里，由中关村企业研发的无人驾驶卡车往来
穿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实现远程操控，港
口作业效率提升至全球领先水平。

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科技创新、规划建
设及文化设施等领域受到天津方面的重点
关注，而天津的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生态屏
障等领域建设受到北京代表团方面的青睐。

五年多来两地互动频繁

这些地方为何受考察团青睐

交通一体化成为关键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