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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着力解难点、疏堵点、去痛点，打通
“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目前，多节点、网
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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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安新区对外骨干公路网加快构
建，建成津石高速及京雄、荣乌新线、京
德高速一期，连同既有的京港澳、大广、
津雄高速，形成“四纵三横”对外高速公
路网，雄安新区与京津实现高速公路直
联直通。2023年，京雄高速全线通车，京

雄两地1小时高速公路通达成为现实。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2014

年以来，京张高铁、京沈高铁、京唐城际、
津兴城际等6个项目相继通车运营，连
接京津的铁路达到23条，河北省会到北
京1小时通达。互联互通的公路网全面
构筑，2014年以来，京昆、京台、首都地区
环线密涿段、京礼、京秦高速等项目相继
建成通车，打通拓宽对接京津干线公路
45条段。打造环京地区1小时通勤圈，
通勤定制快巴覆盖涿州、北三县、大兴机
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河北省面临的重大机遇。河北发挥好环京津的地缘优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
京津辐射带动效应加速显现，京津冀三地对接机制更为紧密，共同打造6个重点产业链，其中，河北牵头的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引进在京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实现历史性突破。完善生态环境、交通、公共服
务等合作机制，推进京津冀医联体建设，拓展社保“一卡通”应用场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进一步惠及群众。

河北在对接京津中加快发展
本报讯 赵鹏 近日，以“迈向高质

量共筑动力源”为主题，2024京津冀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织网合作
对接会召开。此次会议由京津冀联合
办指导，市经信局牵头，会同天津、河
北工信部门，三地首次联手走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开启跨区域产业链
合作新篇章。会上，五家成渝地区企
业与京津冀“织网工程”相关行业协会
签署合作协议。

对接会旨在构建两大区域之间的
产业协作配套、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衔接
的交流平台，加强京津冀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两大区域的产业联动。

市发改委二级巡视员王志伟提出，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0周
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的第
五年。成渝“双子星”相互支持形成的
“双核”带动效应，通过贸易促进产业链
发展，促进资金、科技、人才等多重市场
要素聚集。川渝两省市已培育形成3个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两大区域齐头并进，在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共担使命、相互促进。通过举办
京津冀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织
网合作对接会，共商京津冀与成渝地区
产业链织网合作，将促进两大区域互学
互鉴，开创区域战略融合新局面。

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处方面从
新产业、新空间、新场景、新要素、新生
态和新服务六个维度介绍了北京发展
高精尖产业的具体举措。京津冀构建
了千亿级的基金矩阵，为人工智能、医
药、机器人等行业创新型企业赋能。在
三地进行“一产多园”的产业链协同布
局，协同打造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科技生态港，共建京津冀“机器人+”
产业园。推动京津冀“算力一张网”建
设，北京算力互联互通和运行服务平台
汇聚京内外29家算力服务商超5万P
算力资源。

近30家成渝地区企业进行现场发
言，分享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及与京津冀
产业合作意向等内容。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相关地区推介了区域发展产
业规划和政策。

会上，北京市协同发展服务促进会
对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协同新图景
作了解读，提出了京津冀与成渝地区优
势互补合作的切入点，并代表“织网工
程”与成都市产业数字化促进会、成都
企业信息化促进会、电子科技大学车联
网校友会、四川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和
四川省宇航科技发展研究会等五家成
渝地区的商协会进行了跨区域产业织
网战略合作签约。

五家成渝地区的企业与京津冀“织
网工程”相关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将依托“织网工程”在京津冀布局相关
业务。京津冀产业链“织网工程”合作
单位将通过全产业链一站式的专业服
务为成渝地区的企业在京津冀拓展市
场、落地项目、跨境出海提供全方位、全
链条的支撑和服务。

为让更多企业了解京津冀“六链五
群”政策，北京市协同发展服务促进会上
线了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协同政策服
务平台，集成汇聚了京津冀三地省市、
区、各级政策条款内容，旨在为企业落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精准政策指引。

京津冀牵手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河北积极引进京津优质资
源，推动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着力解决广大百姓关切的问题。
教育领域协同扎实推进，联合签
署《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
划（2023—2025年）》，13所省属骨
干大学与29所京津高校对接80
余次，130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推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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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合作不断加强，8家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均开展诊疗服
务，建成京津冀医联体70家，河北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
医疗服务。积极推进检验检查结
果互认共享，河北312家医疗机构
与京津373家机构实现50项检验
结果互认，295家医疗机构与京津
208家机构实现30项影像检查资
料共享。

社保协同成效显著，实现京
津冀区域异地就医医保报销免备
案、北京人到河北看病就医享受
与北京市相同医保报销待遇，河
北省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
医疗机构达11973家，建立雄安新
区医保目录与北京医保目录无缝
衔接机制。

三地人社部门联合签署《深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协同发
展框架合作协议》《京津冀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框架
协议》，实现22项人社服务事项“一
卡通办”、6.4万家医疗机构“一卡
通结”、3909条交通线路“一卡通
乘”、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
23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71家图
书馆“一卡通阅”。推动社保经办
提质增效，15项社保事项“同事同
标”、11项高频事项异地帮办、京
雄实现14个事项社保同城办理。

养老领域协同持续深化，推动
环京津6市24县全部与京津签订
养老服务合作协议，成立京津冀养
老协同专题工作组，健全日常沟通
联络、互访互鉴等工作机制。联合
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养老
服务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关于
推进京津冀养老政策协同的若干
措施》，推进区域养老项目、政策、
人才、医养、区域、行业协同。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机制，连续7年联合开展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河北省推
动钢铁等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钢
铁A级企业数量全国领先，区域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结构持续优化。

三地共享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统一
重污染预警分级标准，常态化开展重污染
天气预警会商，协同应对重污染天气，共
同完成冬奥会、冬残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等
重大任务。“冬奥蓝”得到好评，实现重污
染过程“削峰降速”和空气质量同步改善。

加强流域联保联治，坚持“三水”统
筹、河海兼顾，强化重点流域上下游、左
右岸协同治理，全面完成重点河流入河
排污口排查溯源，实施洋河、桑干河、永
定河等河道综合治理，强化中亭河、蓟运
河流域综合治理与保护，京津冀区域全

面消除国考劣Ⅴ类断面。
建立健全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

防联控机制，巩固加强突发水污染事件
协同处置能力，有力保障京津冀三地水
环境安全。深化渤海综合治理，建立近
岸海域水质保障联合会商机制，河北46
条入海河流全部达到Ⅴ类及以上水质，
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保持全国前列。

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
发展示范区，推动三河市6座污水处理
厂对标北京市地方标准建设运行，廊坊
北三县同步执行北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要求。

建立白洋淀流域跨省（市）界河流水
污染防治工作机制，京冀两地共同推进
白洋淀上游大清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白
洋淀水质由过去的劣Ⅴ类提升到Ⅲ类，
并稳定保持。

河北充分利用京津辐射带动效应，
紧紧扭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
子”，吸引更多京津创新资源落户，打造以
雄安新区集中承载地为核心、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4个战略合作功能
区为重点、石家庄高新区和唐山高新区等
34个产业合作平台为支撑的“2+4+N”产
业合作重点平台体系，积极开展产业协
作，不断增强承载能力和吸引力。

推动河北产业体系嵌入京津创新体
系，畅通成果转化、要素融合、收益分成、人
才共享渠道。大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
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落地一
个企业、形成一个链条、壮大一个产业，使
承接疏解的过程成为增强后劲的过程。

推进机器人产业链协同，成功举办
雄安国际服务机器人大赛。开展园区共
建，在唐山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共建京
津冀“机器人+”产业园，唐山百川“共享
工厂”积极吸引京津冀研发团队和初创
企业签约落户。张家口中科智维、承德
易森智能装备等项目开始试生产，实现
全省设区市机器人企业全覆盖。

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协同，开通京津塘高速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实现智能网联汽车
跨区域场景应用。协同创建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牵头争创安全应急装备国家
集群，印发《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先进制
造业集群发展规划（2024—2028年）》。

联防联治共建美丽京津冀

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持续深化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