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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刘英 北京吴裕泰茶庄推出根据节
气养生配制的“吉时巧裕”系列袋泡茶，河北谷
氏香业与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推出
手工制香系列文创，天津隆顺榕带来古方改良、
萌版包装的酸梅汤，山西老陈醋带来黑苦荞醋、
人参醋等19款养生醋……

近日，2024年首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在
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以及新疆、广东、福建等地的200余家老
字号及知名企业参加。

笔者在博览会上发现，为了争取年轻消费
者群体，老字号企业可谓各显神通：结合新消
费需求研发新产品，探索跨界合作打造破圈
爆款……

“中华老字号”天津益德成的展台前，不同
功效的“气味”吸引了不少顾客。传统的益德成
闻药是粉末状，通过鼻腔吸闻让消费者“提神醒
脑”。“这是一款为学生、司机防困提神研制的滚
珠精油。用手搓热后抹在口鼻处深吸，即可产
生芳香开窍的功效。”“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经常四处奔波，这款消敏愈喜软膏是将传统的
药粉制成膏状，便于携带，也更方便给药。”益德
成（天津）闻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职
员贾媛介绍。

贾媛认为，如今年轻人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老字号要想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不仅要坚持
传承传统工艺和品牌，更要随时关注并迎合年
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

当下年轻消费者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
化的特点。据了解，很多老字号企业精准抓住
了这些变化，在产品的定位和设计上充分满足
了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比如年轻消费群体不
仅对产品实用性、创意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还要
求产品具备情绪价值、社交价值。

“我们这瓶柠檬蜂蜜水采用‘蜜水分离’方
式，能实现‘现调现饮’，解决泡蜂蜜水麻烦的难
题。”“中华老字号”百花蜂蜜展台前，北京百花
蜂业有限公司采购部副部长刘万全正热情地向
顾客展示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笔者看到，这瓶水的盖子处封存着配制好
的蜂蜜，饮用时拧转旋盖可以让蜂蜜流入水中，
摇动瓶身，蜂蜜就能与水充分融合。

“很多年轻人非常热爱传统文化，我们茶庄
将产品与历史资源、文化IP进行跨界联动，或者
与传统节日、节气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产
品。”北京吴裕泰茶庄廊坊金光西道店店长吴
倩表示，吴裕泰茶庄与国家博物馆联名合作了
“只此青裕”“吉时巧裕”系列茶品，不仅精选“名
画”作为外包装，让茶“好喝”更“好看”，同时还
把饮茶与节气养生之道相融合。新产品一推出
就受到了不少年轻消费者欢迎。

老字号的“老传统”是吸引顾客的重要原
因，年轻顾客慕名而来也往往是冲着老味道、老
情怀。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在本届博览
会上，很多老字号也在试图将这种“味道”和“情
怀”融入产品中。

河北古城合香堂在原有手工制香的基础上
将香文化与文旅、康养相融合，研发了晚安香、鼻
嗅器，以及书房香系列、女儿香系列、帐中香系列
等产品；天津迎宾火腿肠推出名字萌萌哒的“小
新肝”“小盐水”“小墩墩”等热销产品，深受年轻
消费者喜爱；全国景泰蓝行业唯一中华老字号北
京市珐琅厂展位上有高大上的景泰蓝花瓶、座
钟，也有小巧精美的冰箱贴、钥匙扣、项链坠……

“我们开发了黄釉诗文瓷器、金装定器、文
房用品、文创产品等系列定瓷产品，实现了‘日
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日用化’。”定州正清和
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负责人李丽表
示，他们将设计生产更多符合年轻人审美和需
求的日用瓷产品，让更多年轻人喜欢非遗，用上
非遗。

首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
引来200余家知名企业京津冀“以链为媒”打造协同新高地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5.15万亿元，同比增长5.2%，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310亿元，同比增长
10.2%。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面对协同成效这一必答题，京津冀三地再度
交卷。

10月24日，由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政府联合举办的2024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在天津举
办，十年协同变化之巨，是众多企业代表、科研人士的切身感受。以产业链供应链为媒介，京津冀这一
世界级城市群的未来面貌愈发清晰，三地产业协作、瓣瓣同心的合作画卷已然绘就。

“链”出产业新图景

走进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天津落成的新工厂，数条新
购置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处在试制阶
段。“今年以来订单不断，新的智能车
间生产线预计年底就能全部投产，生
产效率能提升四成。”北京经纬恒润
副总经理刘洋说。

作为国内少有的覆盖智能驾驶
电子产品、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高
级别智能驾驶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
之一，2016年经纬恒润在天津成立研
发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

得益于两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的高度互补，经纬恒润在京津双城间
实现跨越式发展，2023年企业产值达
9亿元，同比增长23%。

近年来，三地携手解决产业协同
“堵点”和“卡点”问题，共同编制《推
动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落地的行动
方案》，涉及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
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
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和机
器人这6条重点产业链。

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
园，也有同样火热的生产面貌，各企
业生产车间都在开足马力。经过近
10年建设，园内现有北京企业36家、
天津企业9家、河北企业12家，已投
产原料药产品100余个，初步形成
“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产业链
条，项目总投资额超200亿元。

天津市工信局规划发展处处长
孙洪磊表示，经过三地联动，链群培
育初见成效。“以生物医药产业链为
例，已推动拜耳医药、阿斯利康等外
资企业进一步加大在京津冀地区投
资，70余个优质项目落地，总投资额
超250亿元。”

“三地已经形成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同步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加
速融合的发展路径。”南开大学经济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兰冰表
示，十年来，京津冀在体制机制创
新、产业分工等方面先行先试，产业
协同更加紧密，成为区域发展的标
杆与示范。

“链”出合作新成果

与以往灯火通明的车间不同，在

联想创新产业园的“黑灯工厂”里，每
九秒钟就能在黑暗中下线一台笔记
本电脑。

于2023年11月落成的这一产业
园是联想集团功能最齐全、智能制造
程度最高的工厂，也是集团在东北亚
地区唯一生产通用类笔记本、台式
机、服务器和工作站等产品的制造研
发基地。整个车间几乎可以脱离人
工操作，灯光全部关闭也不会影响生
产进度。

“集团积极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自2017年以来逐步推动各项
新业务落户天津。”联想集团高级副
总裁关伟表示，目前天津不仅拥有除
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全球总部办公园
区，还将落地先进创新产业中心、智
能转型业务中心和北方供应链中心
等一批重点项目。

小米汽车工厂项目全面投产，通
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中国资
源循环集团等落地天津……十年来，
京津冀跨区域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三
地的优势互补催生了一批重大项目
开花结果。

刚奔赴北京见过客户，就已搭车
前往河北衡水，科芯（天津）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龙准备考
察企业新一处智慧农场的项目场地。

5年前，胡建龙从北京来到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我们以更
低的成本享受到了与北京中关村一
致的政策环境。”胡建龙说。

从对接北京科研资源到协调天
津办公场地，园区与京津主管部门的
合力，令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年订
单额从100万元攀升至5000万元。

历经蝶变，昔日渤海之滨的小渔
村，如今已是名为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的成果转化高地，北京研发、天
津转化的路径在此愈发清晰。利用
北京中关村和天津滨海新区创新政
策叠加优势，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累计注册企业约5000家，专利量超
过2000件。

数据显示，十年来北京流向津冀
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2800亿元，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累计设立分
支机构超过1万家。

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戴永康说，天
津充分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科教、
城乡空间等优势，全力服务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为企业来津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

“链”出发展新动能

厂房内的中试设备运转不歇，一
种新材料正在接受性能验证。“这款
新型树脂材料如果能够投入量产，将
在药用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天
津南开和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振禄表示，这是南开大学——沧州
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科研团队
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三地持续建设涵盖京
津冀重点企业、高校的产业链创新
联合体，推动创新资源要素加速向
产业链汇聚。通过打破一亩三分地
的局限，三地“同城感”愈发强烈，技
术交流的畅达带来了创新成果的持
续涌现。

2019年，南开大学——沧州渤海
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揭牌成立，到
2023年底，入驻该研究院的南开大学
科研团队已达18个，申请发明专利
42项，一批成果落地转化。

在发扬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创
新平台的不断搭建，为三地创新链产
业链持续融合提供了基础。

2023年5月，以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片区为核心区，
辐射更多高校、教育片区的天开高教
科创园正式开园。

孔繁华便看中了天开园的发展
潜力，于2023年8月成立天开集思拓
（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天
开园核心区。“完备的支持政策，能够
使企业同时享受到三地的技术研发
和制造优势。”孔繁华说。

作为区域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
又一平台，一年多来天开园吸引北京
河北两地注册企业超两百家。

“京津冀三地深化联动合作，共
同建设重点园区和载体，用好用活
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等资源，携手
拓宽典型应用场景覆盖面。”天津市
工信局副局长杨冬梅表示，未来三
地还将继续推进产业协作，加快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合力建设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京津冀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示范区提
供坚强产业支撑。

（郭方达 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