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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责编：孟渤钧 版式：陈思宇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人才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智力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9年来，三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打破“一亩
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团打造区域人才一体化共同体，推动人才发展生
态不断优化，促进人才协同动能持续释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大
人才驱动力。

本报讯 周亚强“历时3个月，我们高标
准、高质量编制了行动方案，系统谋划未来
五年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施工
图’。”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
发布会，会上，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公布介绍了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据了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行动，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围绕全面建设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
质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深度融入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举措。

《行动方案》共研究提出7个方面25项主
要任务，分解细化为98个重大项目和239项
重点工作，分别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一基地三区”建设、基础设施同城化一体化、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协同、区域内改革试点
示范方面提出具体政策、机制和措施。

据介绍，经过9年多的实践，“轨道上的京
津冀”初具规模。《行动方案》在“交通网”率先
突破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水网”“能源网”“信
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同城化、一体
化、智能化管理运行体系。比如，在新型基础
设施方面，方案提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京津冀枢纽节点”“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
区，构建丰富多维的示范应用场景”等举措。

同时，在区域内改革试点示范方面，《行
动方案》提出深化“通武廊”改革试验，打造
“京东黄金走廊”，积极融入通州与北三县一
体化发展，深化与河北省对接合作，倾力服务
雄安新区建设，着力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
的显性隐性壁垒，深化系统集成改革，为协同
发展探索路径、提供示范。

天津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戴永康在
会上表示，下一步将强化统筹协调和常态调
度，狠抓落实，建立“晒成绩单”机制，以实干
实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天津出台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方案盘活人才一体

化“大棋局”

京津冀是全国人才高地，
但域内人才分布与流动并不
平衡。长期以来，首都效应所
导致的人才“极化现象”十分
突出，津冀处在引才留才的
“下风口”，域内人才冗余与人
才短缺并存，影响了区域经济
结构与空间布局重构，成为制
约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
堵点。

只有收起自家“小算盘”，
融入区域发展的“大棋局”，才
能推动人才良性互动。2017
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联合发布了《京津冀人才
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
年）》，铺就了京津冀人才一体
化的顶层架构。京津冀人才
一体化协调机制、“通武廊”人
才一体化发展综合示范区、雄
安新区“引才飞地”等人才发
展改革新政的出台，助推了区
域人才政策衔接、人才资质互
认、人才服务标准协同。

雄安新区肩负创造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标杆的重任，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离不开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支
撑。2018年以来，来自中央国
家机关以及津冀地区的300多
名干部人才奔赴雄安，支持雄
安建设。京津两地职业院校
也积极对接雄安，培养输送了
大批高质量技能人才。随着
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
生等疏解项目的陆续迁入，大
批高端人才来到雄安，为雄安
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的高标
准建设注入源头活水。而高
新技术创业人才的涌入，则让
雄安新区成为投资创业的新
热土。2021年雄安新区在京
津冀199个县市创业排名中，
进入前20强，比2014年的位
次提升了近50名。

产业聚集人才，人才引领
产业。非首都功能向津冀疏
解，引导人才跟随产业流动。
人才“来得了”“留得住”，才
能适配区域产业布局调整。
位于天津宝坻的京津中关村
科技城是精准承接非首都功
能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载体，
开发仅6年就吸引超过1000
家市场主体入驻，形成以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为特色的主导产业集
群。园区下大力气打造“人才
特区”，聚拢了大批高精尖人
才，其中中高层管理人才50%
来自北京，产业链与人才链耦
合式发展初见端倪。

区域人才一体化也加速
了全国高端人才向京津冀聚
集。截至2022年，京津冀地
区共吸引具有硕博士学位的
创业人才35.5万名，创建知识
产权密集型企业25.8万个，分
别比2014年增长了2.7倍和
1.8倍。

京津冀地区是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引擎，创新型发展需要创
新型人才的支撑。《京津冀人才一体
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提出，
到2030年将京津冀分别建设成原始
创新人才发展极、高端制造人才发
展极、创新转化人才发展极。

区域教育科研资源的共建共
享、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力，刺激了创
新要素的自由流通，激发出京津冀
协同创新的活力，助力京津冀人才
创新极的打造。近年来，三地共同
签署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
新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2018—
2020年）》等系列教育科研框架协
议。京津冀域内高校成立了工业大
学、医科大学、商科大学、师范大学
等16个高校创新发展联盟。京津
冀科技协同创新工作也有条不紊地
展开，由北京市科委牵头的协同创
新项目，设立了“一体化交通”“智能
制造”“精准医学”等多个创新合作

平台，累计资助研究项目68个。
申办冬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为满
足场馆运行、训练管理、竞赛组织
等冬奥人才需求，京津冀三地协同
联动，建立“京张冰雪项目场馆人
才联盟”“国际人才交流驿站”等多
个人才合作交流平台。依托京津
冀三地高校，近2万名大学生被遴
选为服务冬奥会赛事的志愿者。
而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托管后的
河北崇礼医院，不仅成功引进20余
名运动医学、骨科创伤等领域的专
家，还建成了国家运动创伤区域医
疗中心，为冬奥赛会提供了坚实的
医疗保障。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2）》
显示，2013年至2020年，京津冀协
同创新指数由100跃升到417.27，增
长了3倍多。以往居于创新洼地的
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带动下，
创新能力指标、科研合作指标增幅
分别达到了900%、1000%。

激发协同创新活力

扶贫先扶智，河北省贫困地区
如期脱贫摘帽，京津两地人才扶贫
发挥重要作用。在对口扶贫过程
中，京津两地明确提出加强对河北
的人才支援、智力扶贫，选派技术人
才支农、支教、支医，并强化与受援
地干部的人才交流。

“人才输血”“鱼渔兼授”，为河
北脱贫与乡村振兴注入了内生动
力。仅2019年北京市就选派754名
党员干部，675名专业技术人才对口
支援河北。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
天坛医院等单位派出的“京牌”专家
“把脉问诊”下，河北燕达医院诊疗
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河北首
家民营三甲医院，有效带动了区域
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2016年至
2020年，天津市为河北省承德市培
训党政干部4029人次、专业技术人
才5514人次。在天津农科院、农学
院技术专家的指导下，承德地方农
产品品质与知名度大幅提升。打造
出“承德山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打响了平泉香菇、兴隆山楂、隆
化牛肉等优质农产品的名牌，成为

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京津冀劳务合作的精准对接，

则为富余劳动力出冀入京津增收致
富开辟了道路。《京冀省际间扶贫劳
务协作协议》的签订、天津承德《深
化扶贫劳务协作协议》的签署……
顺畅了河北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
力跨省转移输出就业的途径。2018
年，河北9.32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劳动力跨省输出就业，其中京津就
业人数就达6.35万人，占比68.17%。

京津冀协同发展越往纵深推
进，对人才一体化的要求就越高。
但区域教育医疗资源不平衡、社会
保险未兼容、人才公共服务断链等
“难堵断卡”问题，仍制约着京津冀
人才要素的合理配置，阻碍区域人
才一体化发展效应的外溢。

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
键阶段，更要增强大局意识，强化
全局观念，下好京津冀人才一体化
发展“一盘棋”，努力将京津冀地区
建成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区，推动京
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持续迈向更
高水平。 （石勇）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龚相娟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天津
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牵头，联合天津科技大
学、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天津市第三中心
医院、江南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北
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大学等共同
申请建设的京津冀食品营养健康与安全创新
平台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复，成为区域性
营养创新平台建设试点。

京津冀食品营养健康与安全创新平台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固树立“大食物观、
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建设区域性营养创新
平台是贯彻落实《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以科技支撑新时期食品营养科技创新
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平台将通过整合京津冀区域的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资源，致力于合成生物
制造食品及其辅配料营养健康与安全的风险
评估以及临床营养健康研究，建设新产品入
市与应用安全性评价技术与标准体系，建成
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和食品相关
产品新品种的安全风险评估试点机构，推动
设立合成生物制造食品分类备案（清单制）、
审批先行和生产示范区，对先行先试的食品
原料或者食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实施
全流程监管追溯，促进成果转化和产品入市，
为推动行业创新和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支撑作用。

京津冀试点食品营养
健康与安全创新平台

以人才一体化赋能
京津冀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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