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领域协同突破

你能想象未来农业的样子吗？
田间奔跑的是没有驾驶舱的拖拉

机；模拟器里，几天就能培育出一个
新品种；仪器在田里过一遍，土壤成
分就能一目了然……

在前不久举办的雄安未来之城
场景汇无人农场技术应用大赛上，
中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技术团队带来
了多个农业新技术、新装备。赛场
外，他们正将这些技术和装备逐步
应用到雄安新区雄县十里铺村的
“伏羲农场”。

场景汇，勾勒未来生活新图景；协
同创新，催生河北发展新力量。2023
年，京津专利技术在河北转化 1339
次，同比增长74.74%；截至2023年12
月底，中关村企业在河北设立子公
司、分公司累计5589家；雄安新区谋
划推进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
盟、疏解高校协同创新联盟2个创新
主链条……三地“手”越“牵”越紧，协
同创新的成效日益显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看准的事情
就先做起来，三地在交通、生态环
保、产业等重点领域协同突破。

6月28日10时18分，厂通路潮白
河大桥跨河主桥拱肋最后一个节段精
准落在预定位置，标志着厂通桥跨河
主桥拱肋成功合龙。预计今年9月，
厂通桥将达到通车条件，众多跨省上
班族的通勤时间将缩短半小时。

京津冀，承载1亿多人口的广大
区域，海量的人流、物流、车流日夜
不息，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
更高要求。如今，京津雄核心区半
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 1至 1.5
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推动资源要
素高效流动。

山同脉，水同源，地相连。京津冀
协同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交通的便利，
还有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成效。2023
年，潮河、白河、沙河、黎河等国考出
境断面水质保持Ⅱ类及以上，京津水
源上游流域水质越来越好。白洋淀水
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Ⅲ
类，再现“荷塘苇海、鸟类

天堂”胜景。
链上发力，正在成为京津冀产业

协作新模式。去年11月，2023京津冀
产业链供应链大会召开，首次发布6
大跨区域产业链图谱。其中，河北牵
头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2
条产业链。

以图谱为引领，三地动作频频。
河北与京津在政策准入、场景应用等
方面互联互通，携手“共享一条路”
“共造一辆车”；三地有关部门签订共
建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园合作框
架协议，联合技术攻关、联合招商、联
合推动成果落地。

关键子落，满盘皆活。协同发展
的交通支撑、生态支撑、产业基础，
为河北创造出更大发展空
间，为区域发展带来充沛
能量。

牢牢牵住“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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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4月3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
庄医院，医院外科团队在北京血管外科专
家李伟带领下，运用腔内“八爪鱼”技术，
为程先生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拆除了身上
的“不定时炸弹”，让老人远离了动脉瘤破
裂猝死的风险。

名医问诊、医保破冰、资源共享。目
前，京津冀医联体数量增至70个，河北省
共有312家医疗机构与京津373家医疗机
构实现50项检验结果互认，京津冀实现异
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免备案。京津冀医
疗合作，有效缓解了京津大医院“人满为
患”、河北及全国各地患者跨省奔波异地
看病的矛盾，取得双赢之效。

着眼于教育、养老、社保等百姓关心
事，一项项利民之策落地开花。

优质教育资源“跨省过河”。目前，
246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河北省
370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河北高校
与京津高校在学科建设、科研攻关等方面
广泛开展合作。

携手推动医康养协同。河北省今年
出台《河北省支持康养产业发展若干措
施》。三地民政部门去年发布养老服务协
同发展政策方案，打通京籍老年人失能护
理补贴异地支付通道，为老年人提供支付
便利。

社保服务互联互通。京津冀社保卡
“一卡通”在社保、就医、交通等部分领域
通用共享，三地参保职工办理养老保险关
系跨省转移，只需在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提交申请即可实现。

协同的速度，幸福的刻度，都让重大
国家战略有了温度。瓣瓣

同心，共谋发展。“协
同红利”让百姓生活
更美好。 （冯阳）

瓣瓣同心 共谋发展

河北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2023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
向。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河北奋力书写协同新答卷，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2023年，雄安新区首批疏解的中国星网、中化、华能、中矿4家
央企总部建设全面提速，京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津兴城际铁路、邢和铁路建成通车，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倍以上。一项历史性工程展现出更
加雄阔壮丽的未来。

北京向南100多公里，即是雄安新
区。6月底，中国中化大厦塔冠最后一
个构件顺利完成安装，这是自3月27
日主体结构封顶以来大厦建设取得的
又一重要进展。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是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如今，央
企在雄安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
200多家，源自北京的3000余家企业
在雄安注册。

疏解，要将北京的资源要素在更大
范围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成为协同发展
新的动力源。承接，河北牢牢牵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发挥各
地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优势互补。

在保定，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设立了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
装备有限公司。以河北京车项目为抓
手，一个轨道交通产业园建设计划在
当地萌生。在廊坊，包括“三通一达”
在内的八家快递龙头企业的北方总部
或区域分拨中心汇集于此，环京快递
服务圈作用凸显。全域对接、全面承
接。河北去年以来引进在京央企二、
三级子公司实现历史性突破，既带动
了产业，又增加了就业。

疏解与承接的背后，是“一亩三分
地”思维定式被打破，是体制机制深层
次的调整。2015年设立的北京?沧州
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今年有了

新名字——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从北京、河北两地共建，到京津
冀三地共建，这家产业园在国内首开
“企业在河北、监管属北京”的跨区域
管理体制先河。

顶层设计，助力破除体制藩篱。
从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到
建立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协商机制，再
到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
室，三地不断深化协同，创新机制，联
合印发一批重要文件，形成了从决策
到落实的完整体系。

疏解地的推力、承接地的拉力、相
关产业的引力，汇聚成京津冀协同发
展澎湃活力。

“协同红利”惠及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