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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尽管还没正式开门营
业，但任翠霞有空就会在
永清县云裳小镇溜达溜
达。眼前拔地而起的栋栋
楼房，见证了小镇从荒僻乡
村变身时尚中心，她已经爱
上了这里。

47岁的任翠霞是安徽人，
在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从
事女装批发近20年，从白手起
家，一路打拼到拥有4个6平方
米的店铺。“与其称店铺不如叫
档口。”她回忆起以前那逼仄的
店铺，层层叠叠，全是衣服，站的
地儿都没有。

2015年，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
市场和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开始
疏解搬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
任翠霞开始谋划在外地开个店，分
散风险。她考察过河北多个地方，最
终把目光锁定在永清县云裳小镇。

她给出的理由是，永清距离北京
近，交通便利，用人成本低，服饰产业
链齐全，发展前景广阔。

从京台高速永清北出口下道西行，
一大片时尚的波浪形建筑群就是云裳
小镇。这里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首
批重点承接项目”，也是工信部确定的河
北省唯一国家级服装创意园区，2017年
正式运营。

2017年下半年，任翠霞带着员工入驻
云裳小镇，有了2个过渡店铺。“北京转移
来的商户免费使用过渡店铺，免费发货，省
下的钱都是利润。”任翠霞说，刚来时，小镇
很冷清，如今人气爆棚。

承接产业转移的市场需要培育。在云裳
小镇，过渡店铺3年免租金，发货物流全免费，
每天都有30趟次免费班车往返北京—云裳小
镇。这两年，云裳小镇运营商北京京都联合商
业有限公司仅补贴物流费用一项就已超过 1
亿元。

“从北京到河北，年营业额翻了一番。”任翠
霞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打拼了27年的
王金飞，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半个廊坊人。

“来永清2年多了，生意扩大了，生活稳定了，
要扎根这里长期发展。”王金飞在永清县买了房，最

小的孩子也转到了永清县第五中学读书。
1991年，17岁的王金飞离开老家温州，

怀揣梦想到北京，经历几起几落后终于在大
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站稳脚跟。他拥有了一
间8平方米档口，批发男装，还慢慢开办了
工厂。

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推进，2018
年，王金飞把店铺和工厂搬迁到了永清，购
买了一栋320平方米临街商铺用于服装展
示、接待顾客。

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王金飞将销售
模式从单纯的线下批发发展成线上线下相
结合，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较在北京时增
长20%，利润提升30%。

云裳小镇的云裳服饰广场将于今年10
月交付投用，他早已定下了一间30平方米
的商铺，产权40年。

“在北京奔波的日子每天让我焦虑，来
到云裳小镇之后感觉踏实了，扎下了根。”韩
霜是河北京德鲁雅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在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打拼近 10
年。那时，办公室设在写字楼里，店铺在市
场，仓库不固定经常搬家，她要三个地方来
回奔波，苦不堪言。

2017年，韩霜的北京鲁泰恒丰贸易有
限公司入驻了云裳小镇，买下了一栋1000
平方米的三层小楼，集面料展示、办公、仓库
于一体。她还在永清注册了新公司——河
北京德鲁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早在北京时，韩霜就计划向着面料研发、
成衣生产等环节延伸。但面对高昂的经营成
本和局促的经营环境，韩霜想得多落地少。

来到永清后，她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研发
设计团队。常规衬衣面料以纯棉为主，同质
化严重，韩霜带领团队研发出了棉+竹纤
维、棉+桑蚕丝等多个面料品种，还开发了
抗菌、抗皱等功能性面料。老客户没丢，新
客户还在成倍增加。

在云裳小镇，韩霜实现了成衣生产梦。
韩霜将业务从单纯的面料批发拓展到面料
研发设计、成衣生产、品牌塑造等领域，常备
库存品种从百余个猛增至上千个，经营效益
一年比一年好。“以前在北京一年销售额
3000多万元，现在已经过亿元了。”韩霜说。

截至目前，和韩霜他们一样离开北京，
在云裳小镇“追梦”的商户有3800多家。通
过他们的带动，越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独
立设计师进驻了云裳小镇，产业链供应链越
来越全、越来越稳。

永清县云裳小镇三名服装批发商

“迁徙”永清“播种”未来

□河北日报记者 潘文静 通讯员 邹明奇

2月20日一早，石家庄永辉超市驻高碑店新发地
采购负责人甄华兵开始采购果蔬。本轮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石家庄永辉超市平均每天在高碑店新发
地采购果蔬60吨至100吨。

抗疫保供期间，高碑店新发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保供方案，建立应急储备区，积极与产地对接，调运蔬
菜水果，全力保障民生物资供应。1月7日以来，高碑
店新发地平均每天调运500吨蔬菜水果保供石家庄。

而在去年6月北京出现疫情期间，高碑店新发地
起到了保障首都“菜篮子”“果盘子”的重要作用。当
时，北京部分农贸市场一度关停，高碑店新发地成为
全国农产品进京的中转站，24小时交易不停歇，将新
鲜果蔬源源不断地供往北京百姓的餐桌。

保障京津冀农产品供应安全稳定，高碑店新发地

交出了一份可靠的答卷。
高碑店新发地由河北新发地集团投资建设，5年

多来承接7300余商户入驻，其中北京商户4600余户，
间接疏解外来在京人口3万余人。

5年多来，它发展成为北方果蔬一级中转站，被评
为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百强市场、全国先进物流
企业，入选2020年中国农业企业500强。

“豆角大王”李晓霞是第一批入驻的北京商户。
从北京到高碑店，李晓霞“豆角大王”的名号没有变。

2015年10月，高碑店新发地投入运营，李晓霞从
北京新发地迁过来。5年多来，李晓霞扩大了经营规
模，豆角销量逐年增加。今年春节期间，她一天都没
有停业。

还有“萝卜大王”梁亚超、“香蕉大王”樊金锁、“椰

子大王”陈亮……这些首批转移的老商户，不仅在经
营上有了质的飞跃，生活上也有了很大改善。他们都
在园区配套社区“幸福城”买了房，孩子也就近上了
学，随着产业发展深深扎下了根。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每一年，高碑店新发地的
入驻商户数量、入场品类、交易量、交易额都在显著
增长。

对此，河北新发地集团总裁魏树俭如数家珍：
“2015年10月，园区入驻商户3400多户，2016年到了
4200多户，2017年到了 5400多户，2018年到了 6200
多户，2019 年到了 6800 多户，2020 年达到 7300 余
户。”园区入场品类从2015年的69种增加到360多
种，交易量从182万吨增加到1110余万吨，交易额
从94亿元增加到了760亿元。

大花蕙兰、金玉满堂、杜鹃花、蝴蝶兰……今年
春节，来自河北新发地花卉博览园的年宵花装点了
千家万户。

“年宵花的销售没有受疫情影响，还比去年同
期多卖了近一倍。”2月20日，主营杜鹃花的商户陈
若银说。

陈若银以前在北京做杜鹃花生意。北京大力
疏解非首都功能，花卉产业是其中一项。实地考察
了多处花卉市场后，他最后选中了位于高碑店的河
北新发地花卉博览园。

河北新发地花卉博览园由河北新发地集团投

资建设，是河北承接北京花卉产业疏解的主要平台
之一，2018年11月9日正式运营，目前承接北京商
户500余户。

春节不打烊的，还有华北国际贸易港的商户。
华北国际贸易港也由河北新发地集团投资建

设，2016年10月投入运营，是华北地区最大干副商
品交易中心，目前承接北京商户近百户。

“我之前一直在北京锦绣大地做干果批发，高
碑店这里一开业就入驻了。”商户许华阳说，“4 年
多来，营业额增长了3倍，客户也增多了。去年，我
又增加了山西、东北的很多新客户。”

助力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
地，高碑店新发地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
积极承接疏解，实现多业态集聚式发展。

2015年至2016年，这里重点承接北京新发地
果蔬商户、北京锦绣大地批发市场干副调料商
户、北京王四营市场粮油商户；2017 年，整体承
接了京开五金建材批发市场；2018年，重点承接
北京六大花卉市场转移……高碑店新发地在原
有果蔬业态的基础上，完善粮油、干副、冻品、
花卉、食品加工产业，构建农产品全业态、一站
式商贸平台。

春节假期过后，在高碑店新发地农副产品
物流园对面，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园一期
项目正在火热建设。建筑物已经全部封顶，正
在进行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后续工作。

园区规划总存储量超过 50 万吨，包括全温
段大型冷库、冻品交易大厅、活鲜交易大厅，还
有智慧物流中心、分拣加工中心、检验检疫中
心、电商操作中心等。园区将运用信息化技术
和“互联网+全冷链+供应链金融”模式，打造集
冷链仓储、加工包装、智能配送为一体的智慧冷
链物流园。

“园区预计下半年投入试运营。”项目负责

人王学成告诉笔者，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
园能够全面提升京津冀地区鲜活农产品冷链储
备能力和现代化城际配送水平，也为将来承接
北京西南郊冻品市场、京深海鲜市场冻品水产
业态夯实基础。目前，已有千余家冻品、配套商
业类客户与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园签约。

同样在紧锣密鼓建设的，还有食品加工产
业园一期项目。

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期项目计划投资10.5亿
元，主要建设原辅料库、中央大厨房、农产品精
深加工区、检验检疫中心及配套设施等，同步搭
建信息化系统平台，实现“产地初加工、园区精

加工、净菜进城区”。
还有国际食品贸易港、马连道国际茶城、

国际花卉博览园……高碑店新发地今年的重
点项目分量十足。

魏树俭表示，为进一步抓住京津冀协同发
展机遇，扩大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效，高碑
店新发地将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构建农
产品商贸流通产业链、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链、
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由大宗农产品集
散交易向食品产业集群式发展转型，在高碑
店打造“面向世界、辐射全国、服务保障京
津雄”的千亿级现代食品商贸物流基地。

高碑店新发地承接北京农批产业疏解5年多

农批产业长大 多种业态开花

凌晨4时，墨蓝色的天幕还未撤去，河北新发地农
副产品物流园里已是车来车往；7时18分，C2704次复
兴号从雄安站驶出，风驰电掣般冲进新的阳光里；8时
30 分，位于三河燕郊的河北燕达医院门诊大厅，北京
医保挂号窗口前已是人流不断……

京津冀协同发展7年间，梦想写进了每一个闪亮的日子。
7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春意勃发的时节，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宏伟的战略构想激荡
着燕赵大地。

“一盘棋”思维、“一张图”规划、“一股绳”合力。7
年间，交通、生态、产业三个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率先突
破，河北“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加快落实。

这是轨道上的京津冀。三地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
网越织越密，“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形成；昔日

“断头路”，今日变通途。
这是蓝天下的京津冀。三地联防联控，共建共治，

共同守护区域生态环境，还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这是产业优化的京津冀。我省牢牢抓住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承接京津转移项目，在
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这是共建共享的京津冀。在河北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京津两市“鱼渔兼授、
智志双扶”，成就扶贫协作路上最美风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7 周年之际，本报推
出特刊，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生动故事，展示京津冀
协同发展爬坡过坎、砥砺奋进的恢宏图景。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

协同梦想，闪亮每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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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碑店新发地每天总是早早“醒来”。

凌晨五六点钟，南来北往的果蔬商户在高碑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往来穿梭，采购来自全国蔬菜主产

区的新鲜蔬菜和产自世界各地的水果。

高碑店新发地每年都在不断“长大”。

5年多来，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我省第一个投用的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首个北京农

批市场转移的统一承接平台，入驻了4600余户北京商户，成长为辐射全国的现代商贸物流枢纽。2020年，园

区果蔬交易量达1110余万吨，交易额达760亿元。

抗疫保供，保障京津冀“菜篮子”“果盘子”

业态拓展，花卉、副食、茶叶多品种全面开花

功能提升，智慧冷链保障鲜活农产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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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扶智 结出致富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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