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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春天如约而至，京津冀携手走过8年。
2014年2月26日，也是一个春天，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实施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决策。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
心。”总书记的话语情真意切、寓意深远。

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交通“一张网”——京张高铁、京沈高铁、京雄城际等建
成通车，“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河北与京津打
通拓宽“对接路”34条段、2089公里，互联互通的公路网
络全面构筑。

生态“一盘棋”——三地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共建共享同一片蓝天。去年，邢台、邯郸、石家庄3市成功
实现“退后十”，全省PM2.5平均浓度创“十三五”以来最
高改善幅度。

产业“一条链”——从产业承接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
工中集聚新动能，我省借力京津资源重构产业发展新版图。
截至2021年末，全省累计转入京津基本单位超过4万家。

……
瓣瓣同心向阳开，携手筑梦向未来。京津冀，正在迸发

更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协同红利”将让百姓乐享更多世间
美好。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

2月12日早晨6时30分，天空疏星
点点，夜色还未完全褪去。臧伟已从家
出发，来到位于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四
层的自家店铺。服装拆包、打板、整理、
接收订单……和衣服打交道，是臧伟的
日常主要工作。

“从没想到在北京打拼了20年，自
己会在沧州安家落户。”提及几年前的
搬迁经历，臧伟记忆犹新。

今年 51 岁的臧伟是江苏连云港
人，继承了家族服装生意“基因”的他，
1998年离开家乡闯入北京，开启了“北
漂”生活。“我在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
场租赁了一间7平方米的档口，主要从
事早市女装批发。”头脑灵活加上吃苦
耐劳，臧伟在生意最红火时年销售额一
度达到千万元。不过回想起当时店面
简陋、逼仄的环境，臧伟一言难尽。

2015 年，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
场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开始疏解搬
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臧伟开始谋
划把店转移到外地。他先后多次考察
了天津、河北等地，最终，位于沧州高新
区、承接北京服装产业疏解重要平台之
一的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吸引了他。

究其原因，臧伟表示，沧州交通顺
畅、生活成本低，特别是为商户提供的
一系列优惠政策，让他看到了满满的诚
意：凡北京商户迁至沧州明珠国际商贸
城，均可享受商铺免两年租金、免一年
物业费、提供免费拿货大巴、报销拿货
客商路费等优惠政策；沧州市也从住
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着手，努力为商户
提供全方位的公共配套服务……

2018年，臧伟举家搬至沧州，并花
费 30 万元购买了占地 50 平方米的店
铺，产权20年。“这个费用仅相当于过
去在北京租赁7平方米档口一年的租
金，而且这边的店面宽敞整洁，让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臧伟
欣喜地表示。

搬迁之初，臧伟最担心的事儿就是丢失北京的客源。他没想
到，当地市场管理方专门开通了大巴，从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
等地免费接送客户到商贸城，既填补了老客户部分流失的损失，又
增加了不少新客户。如今，臧伟的店铺日均销售量达2000余件，
年均销售额达8000余万元，是在北京的近10倍。

随着生意越发红火，去年年底，臧伟一家购买了与商贸城仅一
路之隔的紫御华府小区一栋130平方米的住房，“年过半百，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稳。”

据统计，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共承接北京商户1万多户，这意
味着上万个家庭的迁徙。沧州市做好配套服务，为北京商户开启
了一条条“绿色通道”，帮助他们平稳完成了过渡。

从北京来到沧州，徐利平觉得，他走进了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43岁的徐利平是河南安阳人，曾在大红门等北京各大服装批

发市场辗转10余年。2018年9月，徐利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
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这里的经营状况好得出乎意料。

“在北京，店铺只有4平方米，每年卖十几万件衣服；到了沧州，店
铺面积扩大了十多倍，一年服装销售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徐利平开
心地表示，在这里，他更愿意放开手脚扩大经营，之前一季只做几个版
型的女装，现在一季能做几十个版型，女式外套、裙子都包含其中。

2020年，受疫情影响，徐利平开始琢磨将销售模式从单纯的
线下批发发展成线上线下相结合。两年来，他的店铺陆续在快手、
抖音等网络平台实现直播带货，客户也拓展至全国各地，年直播销
售量达60余万件，占年销售总量的70%。

随着电商发展越来越规范，去年年底，徐利平租赁了一处
占地300平方米的场所，成功注册了一家服装电商公司——
沧州沐秋塬服装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组建专业的直
播团队，拥有了千万粉丝，线上经营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商户中，开展直播销售的
大约有2000多家。在沧州市商务局与河北沧
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商贸
城已经与快手、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
达成合作意向，从流量扶持到技
能培训，全方位助力电商产
业快速发展。

廊坊北三县与北京通州区加强产业协作推进一体化发展

融合产业链条 提速协同创新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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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之隔，隔不开廊坊北三县与北京
通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热盼。

北三县是廊坊发展的“领头羊”，也是
对接京津的“桥头堡”。按照《北京市通州区
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
规划》要求，瞄准北京“摆不下、离不开、走
不远”的功能和产业，廊坊北三县着力做好
新的功能增量和存量裂变文章，围绕加快
形成与北京上下游融合产业链条、打造创
新引领的现代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科创燕
郊、智造三河、商务大厂、文旅香河”。

产业融合
加速融入北京产业链条

布线包胶、超声波焊接、电测试、发泡
成型、安装保险丝……经过一系列工序之
后，完整的奔驰汽车线束系统走下廊坊莱
尼线束系统有限公司三期生产线，打包装
车后发往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奔驰
汽车有限公司。

位于三河经开区的莱尼线束是北京奔
驰的主要线束系统供应商。落户这里以来，
莱尼线束已相继两次扩产。“我们目前正在
与北京一些研发机构合作，努力攻关新能
源汽车的线束研发。”廊坊莱尼线束系统有
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谷海楠说。

三河市，同北京城市副中心隔潮白河
相望。在一些传统产业、落后产能被加速淘
汰出局之时，汽车改装及零部件这一传统
产业，却在加快融入区域产业链中，走出一
条“掘金”之路。

三河世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
北京现代汽车公司配套生产车身部件。通
过逐步对生产车间实施改造，生产自动化
率达到95%以上。

海纳川海拉（三河）车灯有限公司通过
引进、消化、吸收德国技术，为奔驰 E 级车
型进行配套，成为三河汽车改装及零部件
产业的佼佼者。

近年来，通过加快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三河基本具备了整车以外的所有汽车
部件生产能力。

2021年，三河市组织参加三次项目推
介洽谈会，签约北京转移项目 54 个，总投
资779亿元，创历年新高。积极与通州区对
接，探索一体化联合招商、跨区域分税共享
等机制创新，紧盯龙头企业、央企京企、外
资项目等重点，引进一批“链主型”企业，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链集
群、发展壮大。

除了三河市，香河县与北京各开发区、
商学会和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建立了
信息共享和联合招商等机制，已承接产业
转移项目 83 个，中粮集团可口可乐、北京
牛栏山、韵达电商等 79 个项目已建成投
产，北京稻香村食品生产基地等项目正在

抓紧建设。
“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从项

目承接到产业联动，廊坊北三县充分利用
区位、资源等优势，加强产业布局调整和产
业链重构，主动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区域产业协作不断走
向深入。

精准承接
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在位于香河机器人小镇的河北百纳信
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电路板在
全自动的贴装生产线中，按照电脑程序，自
动贴上大大小小各种功能的电子元器件。

“我们正在生产一种可以进行人脸识
别的门禁与闸机设备，目前这个产品已经
应用在京东部分办公大楼里。”该公司总经
理陈飞介绍，百纳信达是一家集科研、设
计、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于一体的高科技
企业，聚焦人工智能、双目视觉、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是京东、百度、阿里等互联网知
名企业的合作方案提供商。

除保留部分研发团队外，企业将大部
分生产和研发部门搬到了香河，厂房面积
比过去在北京通州区的厂区扩大了近 3
倍，新上了两条生产线。企业生产需要的线
缆线束、外壳等配件，也能在机器人小镇或
者香河实现本地采购。企业去年的销售收
入达到2400万元。

香河县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距
离北京CBD40公里，距离北京城市副中心
13公里，是承接京津机器人产业转移的理
想区域。聚焦机器人核心产业，香河机器人

小镇已聚集安川都林、美国ATI、德国尼玛
克等行业领军企业，140 多家落地企业中
的 80%来自北京。园区逐步形成产业链条
日臻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被评为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园区。

而在大厂回族自治县，文旅产业也有
新动向。

去年12月22日，国家京剧院文旅融合
产业化基地（域见未来健康文化旅游产业
园）项目在大厂开工建设。

该项目承接以国家京剧院为代表的文
化产业疏解，围绕戏剧文化核心主题打造
中国戏剧文化产业创新传承示范区。在未
来的发展蓝图中，这里将与大厂影视小镇
携手，成为通州区环球主题度假区、张家湾
设计小镇等副中心特色小镇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从而实现联动发展。

从单一项目的承接，到发挥各自优势打
造全产业链集群，廊坊北三县和通州区产业
协同正在加速。廊坊北三县立足主导产业方
向和现实产业基础，着力打造电子信息、高
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影视文创、家具等特
色产业集群，精准承接京津产业有序转移，
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集约化发展。

协同创新
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发展

走进燕郊高新区内的兴远高科产业
园，“国家级众创空间”的一楼公共区域内，
咖啡厅、便利店、干洗店等生活休闲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兴远高科（三河）孵化器有限
公司专门开设了财税、融投资、知识产权、
法务等服务窗口，让入驻企业能快速落地

投产并实现技术转化。
“兴远高科产业园致力于打造‘场地空

间+孵化器+共享配套+企业服务+智慧平
台+金融资本+N’的科创综合体运营模
式，做到‘大配套不出园、小配套不出楼’。”
兴远高科产业园董事长刘永成介绍，产业
园一期已入驻企业86家，二期已有15家企
业入驻。

地处潮白河东岸的燕郊高新区，目前
已汇集各类科研机构93个，其中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 6个、院士工作站 9个，各级孵化
器、众创空间 15 家，总孵化面积 24 万平
方米。

燕郊高新区是我省搭建创新型承接平
台，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的缩影。

三河市以科创园集群建设为抓手，全
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形成与北京
城市副中心产业错位发展的良好局面。目
前，共培育科创园27个，已建成兴远高科、
谊安医疗等19个科创园，入驻科技型企业
865家，其中来自北京的企业达6成以上。

大厂引进承接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
产业园、数字经济总部商务区等产业项目
86 个。大力承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全县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从 2014
年的8家和202家迅速增长到2021年的68
家和 474家；各类创新平台从 12家增长到
48家，北京转移项目占比超过80%。

高水平的创新平台，能够带动建立互利
共赢的创新链。廊坊市强化与通州区科技创
新协作，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
和应用示范项目在北三县布局，加快推动北
京科技资源向北三县延伸，吸引北京更多科
技成果在北三县孵化转化产业化。

河北
答卷

◀图为廊坊临空经济区的临空之门。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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