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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通大动脉的同时，我省也在全
力畅通服务京津微循环。

5 月 9 日，位于廊坊香河县的韵达快
递分拨中心十分忙碌。作为北京韵达快
递的中转站，全国各地的韵达快递在此集
中 后 ，再 分 拨 到 北 京 市 各 个 韵 达 快 递
网点。

笔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给快
递进行杀毒：“为了确保安全，每件快递在
分拨中心都要经过三道消杀程序，确保不

因为快递投送传播疫情。”
“从 4月下旬开始，快递业务逐渐恢复

正常。现在京冀之间道路畅通了，我们要
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将快递运
送至北京市民手中。”该分拨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信息显示，“五一”假期前，河北因疫
情封控的 770余家快递分拨中心和营业网
点已全部恢复运营。目前，进入北京的快
递投递量持续稳定，保持在每日 300 万件

左 右 ，约 占 河 北 邮 政 快 递 投 递 总 量 的
20%。

邻近京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也在为
物流保通保畅助力。

5 月 9 日，在京哈高速香河服务区，十
多名货车司乘人员正在做核酸检测。他们
告诉笔者：“马上到北京了，突然发现核酸
检测时间过了北京要求的有效期，幸好河
北境内的服务区能够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大大方便了我们进出京津。”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一
轮疫情期间，河北主动担当，维持服务区安
全稳定运行，并承接京津在部分高速公路
服务区的核酸检测工作，迅速进驻相关检
测人员。

我省先期在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
市的全部 9个进京高速服务区设置了核酸
检测点，为过往司乘人员开展核酸检测，既
服务了疫情防控大局，又缓解了这些车辆
在京津境内进行检测时造成的交通压力，
确保交通有序畅通。

目前，我省204对服务区已全部设置核
酸检测点，提供核酸检测和免费抗原检测，
筑起守护京津“防护网”。

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环京津区域推进物流保通保畅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谭 磊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统计局获
悉，去年，我省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京津
冀重点区域协同向纵深拓展，“三区一基地”
建设加快推进。

冬奥筹办带来新机遇。张北地区以冬奥
会筹办为契机加快发展，区域冰雪经济表现
活跃。去年，张家口市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
目 109 项，河北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过 3000
万。张家口首都“两区”建设扎实推进，完成
营造林 178.9万亩。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
设有序实施，张家口市与北京市延庆区、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共同举办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发展论坛并成立联盟。

河北廊坊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发展步入
快车道。北三县“1+5+12”规划体系已经形
成，北运河廊坊段与北京段实现同步旅游通
航，轨道平谷线和安石路开工建设；2021 年
北京·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成功
举办，签约合作项目82个、总投资877亿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顺利
推进。临空服务中心、综合保税区等基础设
施项目完工。去年，廊坊临空经济区完成投
资同比增长 18.5%，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15.5
个百分点。

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取得突破。
去年，唐山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和保定、邯郸等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加快建设，石家庄获
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
国际物流发展大会，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创建活动深入开
展。2021 年，河北物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1.6%。全省快递业务量 50.6 亿件，同比
增长 36.7%；快递业务收入 403.6 亿元，同比
增长20.5%。

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我
省加快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高端
化改造，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汽
车、信息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实施制
造业能力提升计划，有序推进创新平台提质
扩面工作，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经
济博览会、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
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去年，我省工业八大主
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信息智能产
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食品产业分
别增长18.7%、12.7%、10.8%和10.5%。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
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1%，超过第二产业32.8个百分点，

“三二一”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拓展。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去年，我省加强

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县城扩容共建，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不
断优化，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持续做大做强，
唐山获批国家级城市更新试点，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11万套，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3057个，新建美丽乡村2341个，“空心村”治理任务
全面完成。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1.14%，比上年提高1.07
个百分点。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持续发力。我省坚决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污染防治升级加力、效果明显。去年，全省完成营造
林630万亩，国考地表水断面优良比例达到73%，石家庄、邢台、邯郸
成功“退后十”，全省 PM2.5 平均浓度 38.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5.3%，创“十三五”以来最高改善幅度。全省优良天数 269天，同比
增加15天，优良天数占比达到七成以上。

“京杭大运河北京——河北段快要通
航了，游客可以从北京坐船到河北。京津
冀区域内河船员‘一证通行’的政策，为我
们公司的旅游客船配员解决了大问题。”
近日，京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管理有
限公司项目运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
告诉笔者。

从河北海事局获悉，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已印发关于统一调整京津冀区域内河
船员适任证书适用水域范围的批复，同意
河北海事局、北京市地方海事局、天津市
地方海事局、河北省地方海事局（简称“三
地四局海事管理机构”）联合开展京津冀
区域内河船员培训、考试和发证工作。京
津冀区域内河船员管理将实现培训一体
化、考试一体化、发证一体化和现场监管
一体化。“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海
事领域的重大进展。”河北海事局局长张
铁军表示。

内河船员管理一体化
助力京杭大运河通航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要先行。内河
交通已成为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
新兴的重要补充形式。

由于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实施属
地（辖区）管理，按照相关规则要求，任一
省级海事管理机构开展区域性内河船员
考试（非全国统考），为通过考试的考生签
发的区域性《内河船员适任证书》，其适用

范围仅限于本省（市）或者本海事机构管
辖的内河水域。同理，持有区域性的《内
河船员适任证书》的船员也不能在跨区域
通航的船舶上任职。京杭大运河开通后，
旅游客船恰恰需要通过不同省（市）的内
河水域。这就产生了船舶可以通航，船员
证书却不能通用的矛盾。

“京津冀内河通航水域的通航环境和
水文气象条件差异性很小，内河交通安全
管理可以作为京津冀水上安全管理一体
化建设的龙头，率先试行一体化管理，进
而推动和完善京津冀水上交通一体化建
设。”张铁军说。

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统一部署和
指导下，三地四局海事管理机构启动了京
津冀区域内河船员管理一体化工作，共同
签署了《京津冀区域内河船员管理协同发
展框架协议》，确立了京津冀内河船员适
任证书互认、考试成绩互认、考试发证一
体化、现场监管一体化等各项初步工作
目标。

河北海事局积极携手北京市地方海
事局、天津市地方海事局和河北省地方海
事局，共同着手研究京津冀区域内河船员
考试发证协调措施，开展京津冀通航水域
和船舶调研，论证京津冀内河船员管理一
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推进考试大纲制
定，建设考试题库。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相关政策宣贯
和课程确认，待各项工作完成后，启用统
一题库，运用统一的组卷方式开展区域

性考试，签发京津冀区域通用的内河水
域适任证书。”河北海事局副局长牛国
旗说。

擦亮京津冀内河船员品牌
助推船员队伍建设

今年京杭大运河京冀段通航后，游客
将实现从北京乘船至河北的愿望，进一步
实现京津冀互联互通。在推进京杭大运
河复航的进程中，水上观光旅游业将进一
步兴旺发达，客运和货运业将逐渐兴起，
内河船员劳务市场和船员队伍也将随之
发展壮大。

着眼当前，培训一体化、考试一体化、
发证一体化、现场监管一体化，有利于广
大船员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便
捷的方式获得京津冀全域通用的适任证
书，根据自身意愿在京津冀区域内“跨界”
就业。一系列措施将惠及京津冀区域近
万名内河船员，为区域内河船员劳务市场
发展注入新活力。

放眼未来，内河船员管理协同发展这
一创新制度，将为内河船员队伍和劳务市
场的规范、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船
员劳务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下，船员服务
机构、船员培训机构等相关产业也会顺势
发展壮大。

“内河船员管理协同发展将进一步落
实海事‘放管服’改革精神，为京津冀内河
船员提供高效、便捷的海事政务服务，促

进京津冀地区内河船员队伍发展。”河北
海事局船员处处长白银说，三地四局将进
一步密切合作，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高素
质内河船员队伍建设，培养持有适用于京
津冀内河水域范围适任证书的内河船员，
满足京杭大运河京冀段全线通航后的船
员市场需求。

据介绍，京津冀三地均为非水网地
区，一直以来内河航运、内河船员及相关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京津冀区域内部各
地的内河船员培训、船员服务等产业发
展水平也参差不齐，部分地区还存在培
训资源短缺和考官、评估员数量不足的
情况。

联合开展京津冀区域内河船员培训、
考试和发证工作后，三地四局海事管理机
构将通过业务交流和研讨以及定期联合
开展的各类活动，整合资源，互帮互学，共
同发展船员管理人才队伍，共同提升服务
船员队伍发展和航运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组织各自辖区培训机构共同开展教
育培训业务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管理水
平，提升培训质量，提高辖区船员队伍综
合素质，擦亮京津冀内河船员品牌，助推
高素质船员队伍建设。

“作为区域性海事机构协同合作的
‘试验田’，京津冀海事部门也正在积极探
索其他海事业务领域的区域性管理新措
施、新模式，为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内
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积累更多的
海事管理经验。”张铁军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员岳阳、刘朗宇）4 月 25 日
上午7时，京唐铁路北京段第二
组42号道岔横移并入既有京哈
铁路下行线。至此，京唐铁路上
下行线路横移并入京哈线施工
全部完成，京唐铁路与京哈铁路
并轨互通，为京唐铁路如期开通
奠定了基础。

据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
限公司所属京唐城际铁路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42号道岔
是目前国内高铁既有线插铺施
工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高速道
岔，代表了当前我国道岔的最高
技术水平。此次插铺的 42 号道
岔长 157.2米，总重量达 232吨，
横移距离为 7.7 米。通过插铺道
岔，使机车车辆从一个股道转入
另一股道，进而实现线路之间互
相联系。42号道岔能够大大缩短
列车转线时间，提高通行效率。

京唐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
中心站，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
省廊坊市、天津市宝坻区、河北
省唐山市，终至既有唐山站，正
线线路全长约148.7公里。全线
共设置车站8座，分别为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燕郊站、大厂站、香
河站、宝坻南站、鸦鸿桥站、唐山
机场站、唐山站，最高设计时速
350公里。截至目前，京唐铁路
全线路基、桥梁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工，铺轨工程进入尾声，站房
工程即将全部封顶，正在加紧施
工，四电工程基本准备就绪。

京唐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率先突破的标志性工程，项
目建成后将打通北京至唐山城
际通道，极大提升通道运输服务
能力，进一步带动沿线地区经济
发展，有力促进京津冀区域互联
互通。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狄晓燕）近日，一场由中
科院教授解读的《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及相
关内容》线上执法培训在京津冀
甘四省市开播。这是由北京海
关、天津海关、石家庄海关联合
兰州海关共同开展的知识产权
保护线上执法培训。

随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
度的不断加大，侵权案件呈现
新特点，涉及品牌、商品种类呈
现多元化、分散化的新趋势。
为此，京津冀甘四省市海关联
合起来开展执法培训，强化海

关执法人员技能。他们还邀请
华为、小米、雀巢等十余个国内
外品牌权利人专题传授品牌产
品真伪鉴别及侵权商品查获技
巧，从理论和实操等不同角度、
不同层次深入讲解，努力打造
高素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执法
队伍。

来自京津冀甘四省市约上
千名海关人员参加了培训。培
训将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海关与
西北地区海关的知识产权区域
合作，提升一线执法关员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和查处侵权货物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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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唐铁路与京哈铁路
实现并轨互通

京津冀甘海关联合开展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培训

▶日前，在京港澳高速公路
高碑店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在指
挥货车快速通行。

河北交投集团供图

制度创新解难题 一证畅行大运河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通讯员 兰 芝 高赫遥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

环京津道路部分路段出现不

同程度的拥堵，造成物流不

畅。对此，我省全力打通大

动脉、畅通微循环，保障重要

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千方百

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日前，笔者在环京津区

域就物资保障运输和道路通

行情况进行了探访。

从4月份开始，位于高碑店的河北新发
地农副产品物流园进入销售旺季，商户们
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各类蔬果源源
不断地运往京津等地。

跟随装载蔬菜、水果等物资的大货
车，笔者来到距离园区最近的高速公路收
费站——京港澳高速公路高碑店收费站。
在这里，大货车最快只需十几秒钟就能通
过相关检验驶入高速，非常快捷。

“前段时间，因为防疫检查，高速公路
收费站经常拥堵，通行时间较平时要多出1
个小时左右。很多车辆只能绕行其他道
路。不过，现在高速通行已经非常方便，不
需要绕行了。”在该收费站，一辆满载胡萝
卜的货车旁，司机刘先生告诉笔者，现在河

北与北京都统一了车辆通行证，通过防疫
检查点的时间大大缩短。“不管是河北还是
北京的收费站，出入高速公路已经很少见
到堵车的情形了。”他说。

4月，河北环京津地区多条公路因疫情
防控出现拥堵，造成物流不畅，供应链受到
影响。究其原因，货车携带的来自各地的
通行证不统一、不互认，是影响通行效率的
主要因素。

对此，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
小组紧急出台相关政策，决定在全国推行
统一式样的通行证。我省相关政策也紧急
出台。4 月 22 日，河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交通口岸防疫组
发布通告，自今年 4月 23日 0时起，正式启

用全国统一式样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电子
通行证。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电子通行证的核发着眼的是重点物资。这
些物资具体包括疫情防控医用物资、能源
物资、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含日用品）、农
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农产品加工原料及加
工品等物资、工业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
的生产物资、邮政快递类物资等。

为更好地防控疫情，通行证采用人、
车、货、行程绑定的方式，实行“一车一证一
线路”。我省规定，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的用
户，一旦查明将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再次
申领通行证，并依法追究责任。

打破区域限制是重点内容。自启用之

日起，通行证就实现跨省互认，大大方便了
往来各地，特别是经常在京津冀三地通行
的货运车辆。车辆相关人员纷纷按照我省
发布的指引办理通行证。截至5月5日，我
省电子通行证发放数量超过 40万张，其中
去往北京的通行证达到2万余张。

同时，京冀两地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加强对接，不断优化防疫检查点工
作流程，为运输车辆开通绿色专用通道。

“现在北京的防疫检查点都认可河北
的电子通行证。在北京的高速公路出口，
对于电子通行证的检查过程也就几分钟，
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货车司机们纷纷
表示。

道路通了，供应也就更有保证。据统
计，“五一”假期里，我省59家蔬菜应急保供
基地共向北京供应蔬菜近 3000吨，有力保
障了北京供应链和市场稳定。

一张电子通行证，打通物资运输大动脉

功能区正常运转，畅通服务京津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