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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 展现时代风采
——全国省级党报社长总编看河北②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京津冀三地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协同发展的进程也
进一步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向深度广度拓展。”

9 月 11 日，正在参加第 24 届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新闻出版工作研讨会暨“协同发展燕赵行”主题采
访活动的媒体负责人，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第一次来河北，但这一次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记者 袁伟华

行走河北大地，感受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在这片土地上的新进展，参加“协
同发展燕赵行”的采访团成员，又发现了
很多共同关注的话题。

新闻战线特约编辑官建文表示，党
的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首次
提升为统领性的区域发展战略，正是为
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次大家虽然
来自不同区域，各地在国家战略中有着
不同的角色定位，但同样使命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
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重大战略。大家来自全国各地，可以
就此深入交流。”采访中，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传媒部主任曾革楠说。

“河北与重庆，正是新时代重大国家
战略的见证者和践行者。”重庆日报要闻
编辑部主任李波，此行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推进情况格外关注。
他介绍，目前，重庆正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发挥国家西部大开
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联结点作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此次参加“协同
发展燕赵行”主题采访活动，“希望可以
把河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验和实
践，报道给重庆的读者，相互学习借鉴。”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着眼于解决‘大城市病’和同质发
展竞争。”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编委、编辑
出版中心主任胡祥修说，今年4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了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长江经济带明确了定位和路径。

“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承担着不同的

任务。按中央要求，河北以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扎实推进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拓展，
这一点河北做得很扎实。”胡祥修说。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编委、浙报全媒
体编辑中心主任金波认为，从长三角地
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上海发挥龙头作用，
浙江积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与沪
苏协同融合发展。“河北既要举全省之力
推进重大国家战略顺利实施，同时也在
接 轨 京 津 、服 务 京 津 中 加 快 发 展 自
己。”

金波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给河北明确了“三区一基地”的功
能定位，河北围绕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集中承载地，充分发挥企业、项目
和协同平台作用，积极有效支持服务，
优化产业功能布局，推动错位发展大有
空间。

“8 月 20 日，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通州-大兴段通车，这标志着‘北京大外
环’正式‘成环’。环线途经河北省张家
口、涿州、廊坊、承德，及北京市大兴区、
通州区和平谷区等地。这是京津冀推进
交通一体化又一个新进展。”9 月 11 日，
采访团行走在石家庄赴保定的高速公路
上，北京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艾方容提起
不久前刚刚通车的“北京大外环”。

在交通一体化的推进上，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4年来，三地间
打通扩容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和国道

“瓶颈路”800公里。
内蒙古日报副总编辑白喜辉对此也

深有体会：“我们也有了更多进京通道，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直观的成效。交
通是要素流通的血脉，京津冀1小时交通
圈和半小时通勤圈初步形成，为三地协
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交通、生态、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要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2017
年，河北基本完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116
项年度重点任务，开工建设京唐城际铁
路、津石高速公路，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39.8%，从京津引进资金突
破2500亿元，项目近3000个。

“最近，北京出台了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全
面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任务。”
艾方容介绍说。

去年，通州区、武清区、廊坊市共同

签署《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推进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
议》，在规划、交通、产业、生态、人才、文
化等领域进行深度对接。

对这块京津冀协同发展“试验
田”，天津日报总编辑王立文给出了
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这块‘试验
田’，通过小区域谋划大棋局，为
三地更深层次合作探索路径。”

沧州现代工厂、北京动批外
迁、北京高校河北设点⋯⋯采访
团成员对京津冀之间发生的新
闻了如指掌。

在保定涞水野三坡一户户农
家院里，采访团成员发现了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另一案例。

通过走访、座谈，采访团成员了解
到，涞水县凭借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
商机和客流，立足良好生态和独特的旅
游资源，把旅游业作为带动脱贫的有效
途径，探索形成了“双带四起来”旅游扶
贫新模式。即景区带村、能人带户；把产
业培育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利益联
结起来，把文化和内生动力弘扬起来。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深
化，这样的探索才有了更有力的支撑。
这对河北脱贫攻坚有很大的作用。”广西
日报出版部副主任覃文武，跟从北京来
的几位游客攀谈后深有感触地说。

覃文武介绍，在被誉为“长寿之乡”
的广西巴马，当地将6万多贫困人口全部

纳入全域旅游发展范围，并通过引进龙
头企业，大力推动旅游与康养结合。如
今，每年逾 500 万游客对巴马的脱贫功
不可没。“京津两大城市拥有巨大游客
资源，河北山区脱贫攻坚有更多文章
可做。”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不仅
仅带动京津冀三地的发展，也将为整个
华北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合作空
间 。”河 南 日 报 新 闻 出 版 部 副 主 任 杜
君说。

“河南人喜欢说‘中’，也有资格说
‘中’，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大棋局上，不沿
边、不靠海的河南，正在空中、陆上、网上
丝绸之路‘三路并举’，释放出‘乘数效
应’。两大区域交汇，河南河北合作同样
大有可为。”杜君介绍，河南正着力在更
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平台，加快链接
区域、全国和全球经济资源。同时，河南

持续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河南与河北
南部地区的合作空间正在不断扩大。

11 日的采访活动结束后，谈起第二
天采访团赴张家口要路过桑干河时，山
西日报编辑中心副主任康石林，颇有兴
致地聊起了这条河。

在山西朔州，桑干河水一路东流，经
河北最后汇入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去
年以来，我们山西启动桑干河等七大河
流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要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构筑一道绿色生态屏障。”康石林
说，这只是山西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战略的一个方面。

他介绍，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
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
出支持山西省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衔接，与京津冀地区建立合作机
制，实现联动发展，其中涉及生态保护、
能源供应、园区建设、基础设施联通
等内容。

“我们寄予的更大希望
是，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助推山西资源
型经济转型。”康
石林表示。

实施国家战略，肩负光荣使命

感受“率先突破”，协同愈加深化

抓住机遇融入，合作空间广阔

旅游脱贫的样本

“智慧景区”引关注 现 场

小核桃有大作为

阅读提示

9月11日，在涞水县野三坡景区智慧中
心，正在参加“协同发展燕赵行”主题采访活
动的天津日报编辑佟迎宾被那里的旅游云数
据平台吸引住了，他拉住河北野三坡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治国，在数据平台
的显示屏前聊了起来。

显示屏上，野三坡景区内的车流、人流分
布清晰可见。周治国介绍说，这个旅游云数
据平台，将旅游大数据实现可视化，为景区运
行监管、安全应急指挥、景区内车流人流的时
空分布提供可行性决策依据，在节假日还能
发挥游客分流、交通疏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等重要作用。

“有些景区一到高峰期管理就跟不上
了，极大影响游客的体验。”佟迎宾觉得，野
三坡景区通过“互联网+旅游”的现代信息
化技术，打造“智慧景区”，实现管理、服务及
营销的智能化，通过网络解决游客到景区
后的吃、住、行、游、娱，在极大地提高景区
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为游客带
来了全新的旅游体验。“这是旅游景区发
展的方向。”

文/记者 袁伟华

背靠巍峨青翠的高山，面朝水流清澈的
拒马河，从西到东，黄色、浅黄、白色、蓝色、深
蓝、绿色、棕色等颜色装点的农家楼舍，远远
望去就像一幅七彩油画镶嵌在高山绿色的幕
布上，这一美丽景象让“协同发展燕赵行”采
访团的成员赞叹不已。

“原来这里就是作家铁凝《哦，香雪》小说
里的原型地。”在涞水野三坡七彩小镇的香雪
书屋里，陕西日报编辑出版中心副主任张小
莉得知这一细节特别惊喜，她喜欢这篇小说，
喜欢并心疼香雪，喜欢小说里的山村。

“我们村子的后面就是京原铁路，苟各庄
火车站（现在的百里峡火车站）也是当年三坡
人走向山外的重要通道，当年铁凝就是在这
里看到了大山深处与日新月异的城市之间巨
大的差距，看到这条铁路给山村孩子带来的
走出深山、渴望知识的梦想，才写出了她的名
作《哦，香雪》。”七彩小镇运营商张博介绍说。

2016 年，野三坡为迎接省首届旅发大
会，把铁凝笔下的苟各庄村打造成了一个集
产业美、色彩美、精神美和生态美于一体的特
色艺术小镇。

张博介绍说，老村改造就是依据村文化
历史和作家铁凝的作品《哦，香雪》，打造20
世纪80年代的民居建筑风格，在留住乡愁的
同时，也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铁路和旅游开
发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据此设立
了香雪广场、香雪书屋等。

“陕西也是文化大省，在发展旅游过程
中，加上一些特有的文化因素，会让旅游更有
内涵，更有味道。”张小莉介绍说。

文/记者 袁伟华

“香雪”故乡新期盼

9月11日下午，“协同发展燕赵行”采访团
走进涞水野三坡七彩艺术小镇。

“我的收获，和预想有些不同！”北京日报编
辑崔乐一路走一路问一路记，预想的贫困户没
找到，当地百姓的收入之高让她吃惊。

崔乐介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北
京日报的记者会时不时到河北各地采访。她是
带着具体任务来参加这次采访活动的，希望能深
入了解发展旅游产业对于河北农村脱贫的作用。

采访中崔乐了解到，七彩小镇所在的苟各
庄村是野三坡这个5A级景区周边最早吃上“旅
游饭”的，历经多年发展，村里现在户均年收入
已经达到了二三十万元。

涞水是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县，贫
困人口数量依然不少。但在苟各庄村，很多农
民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

崔乐走进一家名叫“神马时代”的客栈，女
主人赵丽安告诉她，去年装修之后，客栈已经从
原来的小旅馆，脱胎换骨为具有民族风的民
宿。不仅在旅游网站上评分稳居4.8分，而且
客栈的收入还实现了翻番。

“在这背后，既有一家人的努力，也有当地
政府的扶持和野三坡旅游公司的引导，尤其
是当地打造的七彩小镇‘粘’住了游客，让原
来只想看一看的游客，要留下来住一晚。”
崔乐说。

文／记者 董立龙

“没想到涞水把核桃也能发展成一项大产
业！”9月11日下午，“协同发展燕赵行”主题采
访活动中，吉林日报编委、第一编辑室主任赵乃
政把视线投向了野三坡景区的商品摊位。他发
现，当地出产的文玩核桃竟然是很多摊位的主
打产品。

被吸引的不仅是赵乃政，当听说麻核桃是
涞水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时，采访团成员
都驻足商铺前，向摊主了解这种特色农产品是
怎样发展成为当地脱贫大产业的。

“我们涞水麻核桃种植面积有5万余亩，核
桃树100多万株。”一位摊主看到众多媒体记者
的长枪短炮聚焦面前的小核桃时，自豪地推销
起了家乡的特产，“你看，这叫狮子头，这叫官
帽⋯⋯细分起来，我们这有五大品系几十个品
种呢！”

“为帮助群众增收脱贫，解决占道经营的问
题，我们已经建起了麻核桃交易市场。”现场的
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该市场
交易额就达到5亿元。

听到这些，采访团成员认为，把农产品做好
做精，农民增收大有可为。 文／记者 董立龙

9 月 11 日，“协同发展燕赵行”采访
团成员在涞水县野三坡景区智慧中心
采访。 记者 陈建宇摄

9 月 11 日，“协同发展燕赵行”采访团成员
在涞水县七彩小镇中的香雪书屋采访。

记者 陈建宇摄

建设中的京张高铁工程官厅水库特大桥
（2017年9月1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