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2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北京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京津冀协
同发展是一个重大
国家战略，并全面
系统阐述了其重大
意义、推进思路和
重点任务。

9年多来，北京
市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坚持首都城市
战略定位，深入落
实新版城市总体规
划，坚定不移疏解
非首都功能，充分
发挥“一核”的辐射
作用，持续增强与
天津、河北的协同
联动，推动北京城
市副中心和雄安新
区“两翼”齐飞，京
津冀协同发展不断
向纵深推进，现代
化首都都市圈生机
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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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持续增强与天津、河北的协同联动

现代感十足的玻璃幕墙和古铜色
的格栅在阳光下交相辉映，超大的采
光中庭从一层贯穿至七层，带来良好
的通风和充足的阳光……2022年底，
位于丰台区南三环附近的南中轴国际
文化科技园（一期）正式开园，昔日的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实现华丽转身，变
成科技园区。

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志性项
目，曾是北京乃至华北最大服装批发
交易中心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升级改
造后，园区一期已引进50余家高精尖
企业。“园区二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动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全部开放。
通过3至5年的培育，园区将集聚超过
150家企业，年产值达到100亿元。”园
区负责人闫福介绍。

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
个“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
京城市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型，实
现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
展的重大转变。

严守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
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持续动态调
整新增产业禁限目录，累计不予办理新
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超2.44万件……
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
型城市：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近
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
物流中心近1000个，城乡建设用地减
量120平方公里，核心区人口、建筑、
商业、旅游“四个密度”明显下降。

减量为提质换来更大空间。2022
年，全市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
尖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占比达65.6%；通
过强化创新引领，形成2个万亿级、5个
千亿级高精尖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左
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
1.9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超4.1万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
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始终保持各省区市最优水平。

减量为人居环境改善带来更多可
能。北京利用拆违腾退土地实施留白
增绿近9000公顷，补建便民商业网点
6285个，发展1168个老年餐桌，“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悄然成形。

抓住“牛鼻子”
城市发展方式深刻转型

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东岸，亚洲最大的地
下交通枢纽——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正在加紧
施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副中心未来的交通
中心、首都北京新门户，1小时直达河北雄安
新区。

“工程全部位于地下，采用逆作法工艺，
钢管柱单件重量最高达91吨，最大直径达
1.6米，钢柱垂直度偏差不得大于千分之一。”
中铁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项目负责人孟啸
介绍副中心站建设的“苛刻”要求。

“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
质量推进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控规中这样表述。作为北京新“两
翼”中的一翼，城市副中心呈现热火朝天、生
机勃勃的景象，体现了首善标准、首创精神。

牢牢把握绿色发展这个最鲜明的特色，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标准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从高处俯瞰，北京城市副中心被蜿蜒
的河流、苍翠的林带簇拥环绕，“蓝绿交织、清
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美不胜收。

“城市绿心”三大建筑——剧院、图书馆、
博物馆工程拔地而起，东六环入地改造西线

隧道首段贯通，环球主题公园开园迎客……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每年均保持千亿元
以上投资规模，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
务、文化旅游等主导功能蓬勃发展，一个崭新
的城市副中心，正由蓝图变为现实。

作为北京新“两翼”中的另外一翼，雄安新
区建设全面提速。成千上万名建设者汇聚在
这片热土上，为“未来之城”贡献力量、添砖加
瓦。北京全方位对接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推动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合作。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东北部，雄安宣武医
院一期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项目主体已经完
工，正处于内部精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预计
今年9月底向雄安新区移交。”北京建工集团
项目经理赵育华介绍。

为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雄安延伸，
北京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建设3所
学校、1所综合医院。目前，幼儿园、小学、中
学3所学校项目已全部建成交付。此外，北
京40余所学校、5所医疗卫生机构对接支持
雄安新区相关机构。17家市管国企在雄安
新区投资项目达100余个。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新“两翼”呈现新面貌

春日碧空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宛如凤
凰，熠熠生辉。

大兴机场运营后，依托“五纵两横”的路
网配置有效连接起北京市区，河北雄安新区，
河北廊坊、霸州等环京区域和天津武清、宝坻
等区域。从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抵达大兴机
场最快仅需19分钟。

围绕打造“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大兴
机场临空区积极打造国际人才发展、世界领
先IP、创新产业突破、高水平开放、制度创新
五个高地。京冀两地临空区实现同频共振、
联动发展，共同编制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共
同完成全国目前唯一跨省级综保区封关验
收。一年多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
区朝着在全国率先打造“一个系统、一次理
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
模式，在服务和带动京冀及周边地区外向型
经济发展上发挥重要的引擎作用。

加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现
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工作。“我们积极引导
适宜产业向河北廊坊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
布局，举办2022年北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
县项目推介洽谈会，签约项目37个，意向投

资额280亿元，2019年以来累计签约项目160
余个、意向投资额1080亿元。”北京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提升“区域通办”服
务能力，北三县317项政务服务事项可在通州
区窗口办理，2022年为北三县群众提供跨区
域事项服务6000余件。通州区33所学校与
北三县51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潞河医院、通
州区妇幼保健院、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等与
北三县医疗机构组建医联体，协同发展红利
不断释放。

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
键支撑。京津冀三地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
势，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京冀曹妃
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签约北京项目465个，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累计
超过4000家。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
分支机构累计达9500余家，北京流向津冀技
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2100亿元。

经过近几年的协同发展，由“通勤圈”
“功能圈”“产业圈”组成的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迈出实质性步伐。未来，北京将不
断推动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

（贺勇）

“三圈”联动 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两翼”“三圈”共发展

大兴机场依托“五纵两横”的路网配置有效连接起北京市区，河北雄安新区，河北廊坊、霸州等环京区域和天津武清、宝坻等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