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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
讯员贾权公、冯晓宁）据石家庄海关
统计，今年 1至 8月，京津冀地区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32276.1 亿元人
民币（下同），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 12.7%，占全国同期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 11.8%。其中，进口 23963.2
亿元，增长18.0%。

8 月当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
贸进出口总值 4467.5 亿元，增长
14.3%，占全国同期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12%。其中，进口3264.9亿元，增
长 15.5%；出口 1202.6 亿元，增长
11.1%。

1 至 8 月，京津冀地区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总值增
长 显 著 ，实 现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12762.4亿元，增长26.0%；对欧盟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4182.5 亿元，同
比基本持平；对沙特阿拉伯实现外
贸进出口总值 1535.1 亿元，增长
46.2%。

出口机电产品占比近半。1至
8 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
4091.5亿元，增长5.6%，占出口总值
的 49.2%；出口电子技术 499.6 亿
元，增长 28.2%；出口成品油 996.4
亿元，增长0.5%。

进口原油占比近 4 成。1 至 8
月，京津冀地区进口原油 8895.5 亿
元 ，增 长 52.8% ，占 进 口 总 值 的
37.1%，成为拉高进口值增长的主要
因素。进口高新技术产品2623.7亿
元，增长 4.4%；进口农产品 2071.8
亿元，增长0.5%；进口天然气1753.7
亿元，增长46.3%。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9月
20日，由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
北京时装周组委会联袂打造的“时
尚河北日”系列活动，在2022北京时
装周王府井会场精彩亮相。红太羊
绒、FENGSANSAN 等河北代表品
牌依次带来新季新品发布，开启京
冀纺织服装产业联动合作新旅程。

2022 北京时装周期间，河北省
工信厅及北京时装周组委会分别于
北京、河北两地远程联动，举行了战
略合作云签约仪式。河北将借助北
京时装周平台的专业资源优势和行
业影响力，引荐优秀设计力量助力
河北省服装的设计开发。北京帮助
推进河北省纺织服装品牌建设，每
年在北京时装周期间设立“时尚河
北日”，通过北京时装周平台为河北
品牌及双方合作项目进行线下线上
展示推广。河北为北京时装周平台
的设计师和品牌在河北省内相关空
间入驻或生产加工提供优质合作

条件。
2022 年，北京时装周平台携手

河北省工信厅，共同发起了“时尚创
享冀——京冀纺织服装产业联动升
级计划”。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入响应
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发挥北京时装周平台的专业资源优
势，利用北京的文化引领、设计带动
作用，以及河北省纺织服装产业的
生产加工和空间优势，聚力壮大区
域实力，塑造产业竞争力，优化京津
冀时尚生态圈，携手加速纺织服装
行业转型升级。

北京时装周自创立起，即积极发
挥首都引领功能，强化行业联动和
区域协作，带动京津冀乃至全国时
尚文化产业发展升级。未来，北京时
装周组委会与河北省工信厅将通过
大师引领、新锐培育、新品发布、多
元推广等多种举措，共同助推河北
时尚品牌设计蜕变、价值提升和创新
升级，引领京津冀时尚设计新风尚。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朝丽）近日，
2023 版京津冀旅游一卡通正式发
行。一卡通分为精品版、普通版和特
惠版三种，其中精品版包含180多家
景区，持卡用户可免门票游览，部分
景区在有效期内可不限次使用。

一卡通精品版覆盖三地5A景区
4 家、4A 景区 45 家、3A 及其他景区
130多家，涵盖了国家风景名胜区、
国家森林公园、主题游乐园、海洋馆、
动物世界、博物馆等。今年新增了60
家景区，包括石家庄的植物园、动物
园，邢台的紫金山和红石沟景区，张

家口的黄帝城等11家河北省景区。
一卡通精品版每张售价168元，

单次门票原价的总价超万元，可为持
卡用户提供一日游、两日游或小长假
出游等多种组合，适合亲子游、户外
休闲游以及欣赏体验博物馆、非遗等
中华传统文化游。

一卡通面向全国发行，用户可搜
索并关注“京津冀旅游卡”或 ID：
jingjjlyk，在“年卡商城”里办理。电子
卡可实时平台、短信发送，实体卡包
邮到家，电子卡与实体卡有效期均至
2023年12月31日。

1至8月

京津冀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12.7%

2022北京时装周“时尚河北日”系列活动

亮相王府井

京冀推进纺织服装产业联动升级

2023版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发行

“化学需氧量 5.6 毫克/升、氨氮 0.013 毫
克/升、总磷 0.03毫克/升，达到地表水Ⅱ类水
体要求。”8月22日上午9时，承德市滦平县巴
克什营集中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室，承德市
生态环境局滦平县分局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
环境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正在查看该污水
处理厂出水水质的在线监测数据。

“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出水通过提升泵站进
入 10公里外的火斗山人工湿地进一步净化，
最终汇入潮河。为保京津水源安全，必须保证
出水水质达标。”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滦平县分
局执法大队大队长钟春利说，联合检查组查阅
了企业的各项环保手续，检查了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情况。经检查，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污水
处理各工艺单元运行平稳，水质稳定达标。

潮河位于密云水库上游，是涵养首都水
源的重点区域。

共护一湾净水，共担一份责任。近年来，
北京市与承德市每年都会定期围绕潮河流域

开展联动执法，协同应对水污染环境风险隐
患，共同促进密云水库上游流域水资源与水
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突出重点领域同步发力。7 月 5 日，京津
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召开生态环境执法联动
重点工作视频会议。会上确定了 2022—2023
年度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联动执法工作方
案，明确今年将重点围绕大气、水、固废（危
废）3个方面开展联动执法。

9月 1日上午 9时 30分，廊坊三河市与北
京市顺义区交界处的北务综合检查站附近，
两地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正在对过往的重型柴
油车开展联合抽检。

“您好，请您下车，出示行驶证，接受检
查。”见重型柴油车司机下了车，一位执法人
员迅速上车，将油门怠速踩到底，另一位执法
人员手持仪器进行尾气检测。当天，两地执法
人员共检查重型柴油车90辆，7辆排放超标。
超标车辆现场全部移交公安交警进行处罚。

据廊坊市生态环境局三河市分局督察办
主任孔祥生介绍，今年以来，该局联合北京市
顺义区生态环境局开展联防联控行动7次，共
检测重型柴油车614辆次，处罚36辆次。联合
北京市平谷区生态环境局开展联防联控行动
7 次，共检测重型柴油车 261 辆次，处罚 8 辆
次。“通过交界区域联合执法，京冀形成了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让超标排放车
辆在两地处处受限。”孔祥生说。

携手治污，共护碧水蓝天。方案明确，三
地将组织开展大气执法专项行动，加大对移
动源、扬尘源、工业源和燃煤源等大气污染源
的检查力度。加强密云水库、于桥水库、官厅
水库、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等饮用水水源
地和重点水域水质保护，推进大清河、潮白
河、永定河、滦河等流域沿线专项执法。同时，
持续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
项执法，严肃查处跨区域非法收集、转移、运
输、倾倒、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典型案件。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日前，由北京市市民
热线服务中心、天津市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办公
室、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河北雄安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京津冀12345热线协同发展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提出京津冀 12345 热线
协同发展构想，达成京津冀 12345 热线联动工作
共识。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着眼保障和改善民
生，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次会议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北雄安
新区四地热线负责人就深入推进京津冀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一体化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强热线高
效联动和深度融合进行了交流探讨，提出 4点意见
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夯实联动
基础，推进制度建设，不断深化协同合作；信息共建
共享，通过定期交流、知识库共享等方式，建立健全
信息共享机制，提升一体化发展支撑能力；推进标准
共建，统一知识信息、业务分类、工单规范等标准，为
区域企业群众提供优质热线协同服务；系统互联互
通，实现数据同源，工单互转，流程可见，结果共享。

会上，四地热线负责人还就深化协同发展，谋划
了6项活动：组建一个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一体化建
设落地有效；签署一个框架协议，促进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协同发展进入实质性阶段；选择一个试
点，实施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全域；创建一个工作经
验交流简报；组织一次培训，建立常态化的人员交
流、培训机制；做好一次宣传，提高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接下来，京津冀将聚焦运行标准、信息共享、系
统对接、业务培训以及服务同标、知识库共建等，研
究制定务实举措，真正实现群众服务‘异地如一
地’。”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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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动执法向纵深推进

三地携手治污 共护碧水蓝天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滦平县先后实施滦河、潮河和伊逊河等生态综合治理工程31项，有效提升了水源涵养能力。这是滦平县境内潮河两岸风光。（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师有瑞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近日，驱车
前往顺平县台鱼乡南台鱼村，沿途车道两
侧桃园遍布。全村有桃树 3000 多亩，家
家户户都有种植，是当地有名的桃树种植
专业村。在南台鱼村水果交易市场，每年
鲜桃销售旺季，这里都会排满京津冀各大
城市收购鲜桃的车辆。

“前段时间我一天跑一趟北京，每天
送1万多斤桃子，今年送了50多万斤。”水
果经销商马全常年为北京专门运输鲜果，
在鲜桃成熟季，有五六十天时间为北京各

大商超运送顺平桃。“顺平的桃子甜度高，
果实大，在北京市场很受欢迎。”马全说。

顺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间土质独
特，光照充足，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林
果产业发展的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明显，
是有名的“中国桃乡”。目前，全县桃树种
植面积 14.5万亩，形成了以河口、台鱼等
8个乡镇为主的百余个桃产业专业村，每
年从 5月下旬到 9月底，雨花露、京红、久
保、绿化九、寒露蜜等50多个品种陆续上
市，年产鲜桃28万吨。

为提高鲜桃品质，顺平县实施果品提
质增效工程，建立国家桃产业体系示范基
地和劳模工作室，引进一批国家、省、市桃
树种植专家常年开展技术服务，顺平桃品
种和品质不断更新提升。

“桃子要得到消费者青睐，得根据市
场需求，不断提升种植技术。”顺平县台鱼
乡桃产业协会负责人张国桥和工人们通
过甄选优质的鲜桃，套上网套放入精品
盒，进一步提升鲜桃的价值。“今年我们的
桃价格比去年高 20%，6个精品桃可以卖

到60元，主要得益于品质优。”张国桥说，
这种小包装的鲜桃他们每天能发十几万
斤，送往京津冀各大综合商超。

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顺平县拓展
线上销售渠道，以“互联网+”为抓手，大
力培育和壮大农村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建
设了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
系；打造“尧乡优鲜”区域品牌，汇聚合力、
集中优势、抱团发展，提升顺平鲜桃在国
内同行业的竞争力。

“今年，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的顺平
优质桃达到3万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甜蜜力量’。”顺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依托顺平鲜桃品质全面提升和
顺平地理标志产品规范化使用，顺平桃销
售方式正逐步从产地批发向直销、专卖、

“互联网+大桃”等现代化销售方式转移，
销售渠道已逐步向中、高端市场延伸。

顺平鲜桃畅销京津冀
今年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的优质桃达3万吨

四地热线负责人就深化协同发展，谋
划6项活动：组建一个工作专班；签署
一个框架协议；选择一个试点；创建一
个工作经验交流简报；组织一次培训；
做好一次宣传

生态环境部
9月20日公布数
据显示，1 至 8
月，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26”
城 市 平均优良
天 数 比 例 为
65.1%，同比上
升 2.7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为40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4.8%。蓝天白
云成为京津冀的
亮丽底色。

强化生态环
境联建联防联
治。今年以来，
京津冀三地坚持
目标同向、措施
一 体 、优 势 互
补，持续深化生
态环境联动执
法工作机制，共
同打击区域环
境违法行为，推
动 区 域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
善。京津冀生态
安全屏障更加牢
固、可持续发展
动力更足。

“这个企业日产废水量2000吨左右，企业
自主安装了污水处理站，在线监测系统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废水经企业自己处理达标
后，通过管网流入当地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
理。像这样的治理经验，我可以带到大厂，跟
大厂的企业进行交流分享。”9月2日，来自廊
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厂回族自治县分局的张建
东与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一
起，正对通州区的一家乳品企业进行联合执
法检查。

推动联动执法向纵深推进。去年 10 月，
大厂和通州区生态环境部门开始实行互派
干部实岗锻炼机制。张建东被派到了通州区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交流学习，在此期

间，他参加了多次两地共同组织的联合执法
检查。

“通过京廊‘环保铁军’轮岗交流，两地互
相交流执法经验，学习先进做法，信息共享机
制更加健全，环境治理应急联动逐步增强，大
大提升了跨界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有效应对能
力。”张建东说。

北京市怀柔区与丰宁共同开展了汤河、
天河沿岸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北京市房山区
与保定市涞水县、涿州市针对三地交界地区
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进行线上会商；天津市滨
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开展跨区域水
环境联合检查……

今年以来，三地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在省级联动基础上，下沉联动执法层级，建
立相邻县、区、市间灵活、快速、有效的生态
环境联动执法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基层联动
执法，及时解决交界处和共同关注的环境违
法问题。

“联动执法要拓展深度，更要拓宽广度。
三地将加强协调联动，积极联合公安、城管、
水务、海警、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以信息交
流共享、案情会商研判、线索移交移送等方面
深度融合为着力点，全面实现部门间职能资
源互补、执法力量相互支撑、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紧密衔接，开创生态环境齐抓共管新格
局。”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王晓
利说。

查看窑头、窑尾排放口在线监测数据，检
查原材料、熟料、水泥棚化密闭情况，查看进
出车辆车轮清洗装置……8月5日上午10时，
张家口市涿鹿县、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
部门组成的联合联动执法组来到涿鹿金隅水
泥有限公司，查找问题，把脉会诊，帮扶提升。

“这家企业正在进行环保绩效由 C 升 B，
执法组此次主要是帮助企业查找解决环境问
题隐患，规范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助力企业尽
快实现绩效升级。”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涿鹿
县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旭东说，通过联合
检查，执法组在企业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方
面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要求企业加强全过

程管控，进一步提升生产工艺水平。
不断优化执法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今年，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更加强化执法帮扶，
以“进企业、进基层，送法律、送政策、送技术”
为重要抓手，转变工作理念，共同深入企业、融
入基层，找准企业绿色发展中“卡脖子”的关键
问题，为企业出实招、办实事，切实解决企业所
想、所盼、所急，全面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执法有温度，更要提升精度。
污染源自动监控、无人机飞检、厂界监

测、热点网格……生态环境执法，科技利器显
身手。采访中记者发现，顺应生态环境工作新
形势、新要求、新挑战，今年，三地执法人员注

重发挥科技手段作用，强化大数据应用和线
索研判，有效破解了环境执法人海战术、抓现
行难、精准锁定违法行为线索难等问题，精准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执法效能大幅提升。

“接下来，三地将建立重点区域、流域的
省、市、县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负责人、联络人
日常联络机制，对于交界区域发现的中重大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建立一地吹哨、另外两地
报到的工作机制，随时开展联合执法。在重污
染预警预报、重点时期和出入境断面水质变
差时，启动联动执法。对执法工作中发现的环
境违法问题第一时间办理、第一时间移交、第
一时间查处、第一时间曝光。”王晓利说。

监测人员提取康保
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
园的水样，随时监测水质
和环境变化。（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