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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党政主要领导围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展联合调研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尹力陈敏尔倪岳峰殷勇张工王正谱一同调研

践行嘱托，携手行进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里
——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之际

冀 平

（一）

万里山河，春风浩荡。
这里是京津冀，中国坚实的胸膛。
从高空俯瞰，这个区域就像一颗熠熠生辉

的巨钻，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绵亘
的山脉如起伏的呼吸，蜿蜒的河道似流动的
血脉。

这里是京津冀，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
大重要动力源之一。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础、寻
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不断书
写新时代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勇毅前行。一个世界
级城市群正在崛起，一场静水深流的区域深层
次变革正在加速，一项历史性工程展现出更加
雄阔壮丽的未来。

（二）

区域协调发展是局部问题，更是全局问
题；是经济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

京津冀，面积 21.6万平方公里，承载 1亿多
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这里也曾有区域发展难啃的硬骨头。“北京
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既有“大城
市病”的困扰，又有区域发展水平悬殊的困惑，

“发展鸿沟”的矛盾问题必须破解。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问题破题，才能真

正解决问题。
如何破除利益藩篱、行政壁垒，真正使京津

冀发展的“势能之差”变为“动能之和”？
“京津冀发展合作走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光

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行了，光靠简单的
来回相互走动已经不灵了，光靠孤立地签订几
个协议已经不足了。”

“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科手术，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这片土地，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问题高度重视，一直进行着深入思
考、探索着破题之道。

2014年2月26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

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明确将实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发出了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员令。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

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
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

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
习近平总书记的宏伟擘画，立足的是 21.6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瞻望的是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浩荡激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里谋
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
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和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
的关键一招，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
强大引擎，是打造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点睛
之笔。

这是深谋远虑的部署推动。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

却瓣瓣同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
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坚定着我们落

实重大国家战略的信心。2019年，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迎来春秋五度。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稳扎稳打，勇于
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
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
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
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
范区。”

…………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发着我们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的力量。
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雄安、抵沧州、到
石家庄，探工地、看港口、问民生，实地考察雄安
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两场座
谈会，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下转第四版）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
根本遵循，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
纵深推进。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
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大决策部署，京津冀探索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谋求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社
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从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
京畿大地发生着深刻变化。

■ 以资源优化配置重构
区域发展新格局

春节假期后，位于北京地铁动物
园站南侧的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极具
现代感的大厅内，服务团队正在为新
一批入驻企业对接最新落地的相关政
策。经过疏解腾退，曾经的动物园批
发市场，当前已成为金融科技企业的
集聚地。

十年前，动物园批发市场面积最
大的世纪天乐大厦，曾聚集近 3000
家商铺。如今大厦通过改造，最大限
度保留建筑结构，内部则是另一番景
象：5A 甲级写字楼，设有城市会客
厅、文化艺术空间等商务服务及社交
空间。

与此同时，一批批市场商户向河
北廊坊、保定白沟、沧州黄骅等地疏
解，助力河北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基地。

“动批”蝶变是首都转变发展模
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样本。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专题汇报，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
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宏图既定，规划先行。2015年 6
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一张图规
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京津
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今年春节，来自湖北襄阳的电焊
工董天会是在北大人民医院雄安院区
项目工地上度过的。这是他从业十几
年来，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他说，在

建设未来之城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非常难忘。
吊臂升降，机器轰鸣，钢筋敲击声不绝于耳……在雄安新区，还

有国贸片区、大河片区安置房等多个项目现场，春节不停工，寒风中
的建设“热度”不减。记者获悉，雄安新区已有 4家央企总部落户，
央企已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200多家；在京部委所属的4所高
校雄安校区和1家医院雄安院区项目已开工……

在北京另一翼，城市副中心一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
施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逐步建成，锚定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
进制造、商务服务等六大产业，连续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强度。

在通州，焕新的不只是城市面貌，更在于发展理念和管理机制的
提升。

根据相关政策，符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北京市属国有企
事业单位，在疏解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允许其新建或购买办公场
所；符合划拨条件的，可以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这一政策赋予北京
城市副中心更大发展自主权。

2024年1月底，北京市级机关两批集中搬迁工作顺利收官，城市
副中心与主城区“以副辅主、主副共兴”的发展格局正有序形成。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通州区常住人口约184万人，比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时增长65万余人。

十年间，北京市“瘦身提质”效果超出预期，退出一般制造业企
业超3000家，（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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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十周年的重要
时刻，2月25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
省党政主要领导开展联合实地调研，从天
津市武清区到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再到
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路走，一路看，共商
合作大计、共话美好未来，推动协同发展不
断迈上新台阶。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天津
市委书记陈敏尔，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北京市委副书记、市
长殷勇，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
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谱一同调研。

调研行程紧凑充实。天津市武清区地
处京津冀交界，高端装备、汽车、新材料
等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现代服务业蓬
勃发展。三省市领导来到武清区特色消费
生态圈佛罗伦萨小镇，沿途察看店铺经
营、商圈运营情况；在 V1汽车世界，观
看赛车展及训练演示，调研汽车产业发展
和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在铁科院成果转
化基地，听取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工作汇
报，走进生产车间，了解项目运营管理、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情况。

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邻近北京，具有
独特区位优势，近年来全力推动与北京通
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三省市领导来到
香河县北运河中心码头，听取京津冀运河
水系及北运河旅游通航、治理提升情况汇
报，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来到
联通京冀两地的厂通路大桥施工现场，详
细了解建设进展，叮嘱建设者抓好工程质

量，保证按时完工；走进京津冀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燕郊中心，实地察看项目建设，
认真了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情况。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经过4
年建设，于去年底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后，
迅速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春节期间共接
待游客近 26 万人次。三省市领导走进集
展览展示、社会教育、文保修复、收藏保
管等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察
看“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
河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在拥有藏书800
余万册、阅览坐席 2400 个的北京城市图
书馆了解阅读意境营造和无感借阅等服务
情况；来到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的北
京艺术中心，依次察看歌剧院、音乐厅运
行情况并观看演出排练。

尹力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京畿大地十年来取得的巨
大成就，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
擘画、领航指路，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以过去十
年显著成效为新的奋斗起点，再接再厉、
奋发有为，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强大动力，携手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要坚
持同向发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
局。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
子”，增强“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支持
雄安新区建设，建好城市副中心，唱好京
津“双城记”。要厚植发展优势，提升区

域高质量发展成色。聚焦协同创新共同体
建设，强化区域产业协作，协同发展新质
生产力。要促进均衡协调，推动发展成果
更多惠及三地群众。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
建设，更好便利居民跨省办事、跨城就
医、跨地养老等需求，强化生态环境联建
联防联治。要创新工作机制，凝聚协同发
展强大合力。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
激发经营主体创造性，动员社会广泛参
与，形成更加生动的发展局面。

陈敏尔指出，龙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天津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为新征
程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提供了科学指南
和重要遵循。我们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实施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战略站位、增强战略定力、强化战略担
当，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和京津同城化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支持、主动服务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新两翼”建设，唱
好京津“双城记”，积极融入以首都为核
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在使京津冀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中开拓
进取、善作善成。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
作，把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
研发优势结合起来，建好用好创新平台载
体，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
重，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深化“通武
廊”改革试验，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
接、交通连接、产业承接，共同探索协同
发展新模式。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加快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社会治
理同城效应，推进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
治，推动区域文旅市场一体化，形成深度
融合的发展格局。

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两次
视察河北，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
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为我们在新的起点做好各项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北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牢牢把握雄
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
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
并举的重要要求，落实落细承接疏解的各
项政策，积极吸引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
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使雄安新区
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要持
续拓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广度深度，加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
联治，引进京津创新资源要素，强化协同
创新和产业协作，从不同方向打造联通京
津的经济廊道。要加快推进教育、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切实解决群众
关心关切的利益问题，把协同发展成果体
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上。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领导莫高
义、赵磊、刘桂平、王力军、严鹏程、张
成中，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穆鹏，天津市政
府秘书长胡学明，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朱浩
文参加。

＞＞＞见T1至T12版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携手前行，共谱新篇。
2024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十周年。在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
展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再到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区，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不断书写新时代区域协同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今天，本报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特别报道”特刊，
将目光锁定十年中的“突破”，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协同发展十年
的坚实履痕，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历程。

本报今日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特别报道”特刊

《十年·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