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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自 2017 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

西)实施方案》获批以来，江西在好山

好水中开创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新

作为，探求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打造美丽中国“江西

样板”。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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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 画 大 战 略 打 造 新 格 局

——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四年进展综述

京津冀一盘棋
写下协同发展新篇章
□ 李 斌

春节刚过，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里人

头攒动，许多游客专程赶来一览“大国首

都”的图景。而在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河北雄安新

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新时代新蓝

图，指引京畿大地万木竞秀、万象更新，

赶赴一场生机盎然的春天约会。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京津冀协同发

展4年来，公众将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

上。蓝天更多了，环保联防联控联治开启

生态文明新时代；交通网更畅通便捷，“一

卡走遍京津冀”“轨道上的京津冀”成为联

通城际的生活现实；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京津高水平中小学校与河北开展跨区域

合作办学，北京协和医院等对口帮扶河北

的医院，三省市新农合信息平台完成对

接，对口扶贫凝聚共富合力……无论是

共绘发展规划，还是基础设施联动、产业

发展协作，抑或环保生态、公共服务等领

域的协调衔接，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快

速构建和紧密落实，给老百姓带来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更深层次的变化，体现在思想观念、

治理方式上。过去京津冀三地虽互为地

缘相接、人缘相亲的邻居，但发展各自为

战、产业缺少合作、交通往来不便，导致

京津两地“过胖”，“大城市病”突出，周边

地区却“偏瘦”，“发展洼地”不少。如今

在协同发展理念的润泽下，打破自家“一

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按照顶层设计的

目标协作发力，已成为三地干部群众的

共识。“一盘棋”的观念树立，“一家人”的

情感沉淀，推进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

性、创造性愈发强烈。得益于这些思想

灵魂里的“化学反应”，京津冀区域合作

的路子越走越广，握指成拳的合力越发

显现出来。

抬望眼，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完成好党的

十九大确立的这两项目标任务，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深化改革、深度攻坚。

如何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开创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典范？如何形成合理分布、

相互衔接的区域产业发展链条，走出同

构性、同质化发展的困境？京津冀跨地

区环保机构如何迈出实质性步伐，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协同发展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经验可循也

无惯例可依，以任务为导向、以问题为抓

手锐意改革攻坚，新一年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局才刚刚翻开序章。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

图，只有在一件一件事地做、一茬接一茬

地干中才能成为现实。由此不难理解，

为什么雄安新区并不急于大干快上，而

是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

开工建设；由此也更显清晰，为什么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城市为人民”，强

调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

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美好前

景催人奋进，继续坚持规划先行、改革开

道、实干铺底，我们就一定能写下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 新华社记者

这是历史性的战略抉择。

2014年2月26日，北京。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中国发展大

棋局，再落关键一子——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

大国家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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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

进，奋力开拓。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增

长极，正迸发出蓬勃活力。

协同发展大格局基本
形成

201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要保持历史耐心，稳扎稳打，

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建设高水平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会议指出。

时间回到2017年4月1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的消息一经落地，引发海内外广

泛关注。

一子落，全局活。落子雄安背

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构想，

更是区域视角下的中国发展大棋局。

问题导向，战略指引。

人口增长过快、交通拥堵、房价

高涨，作为大国之都，北京的“大城市

病”怎么治？京津冀三地差距过大、

发展不协调的难题如何破？区域性

生态环境问题如何解？一个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如何打造？

“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

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

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2015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规划、大布局。四年来，京津

冀协同发展着力加强顶层设计，规划

体系“四梁八柱”基本形成——

2015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印发，一幅宏大蓝图徐徐

展开。

随后，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

京津冀“十三五”规划印发实施，京津

冀土地、城乡、水利、卫生等12个专

项规划全部印发，京津冀城际铁路网

规划、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

张承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指导意见

等相继出台……

“目标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

的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基本建立。”国

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大调整、大提升。伴随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全面部署，北京“一体两

翼”发展格局基本确立——

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

心，以北京“两翼”之势，为区域发展

开拓新空间。

截至目前，备受瞩目的雄安新区

规划框架已基本成熟，同步开展交

通、能源、产业、文物等20多个专项

规划编制和30多个专题研究；政策

框架制定同步开展，选取财税、金融、

科技、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

研究；具有鲜明“大部制”特点的新区

管理机构高效运转；新区经北京新机

场至北京城区的城际铁路、白洋淀治

理和重点地块植树造林等一批重大

项目先行启动……

大协同、大发展。京津冀“一亩

三分地”的思维模式逐步打破，目标

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新格局逐步显现——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北京市

“瘦身提质”，“高精尖”经济结构逐步

构建，天津市“强身聚核”，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河北省“健身

增效”，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生态环境保持向好态势，2017

年京津冀区域内 13 个主要城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近10％；

资源要素配置范围扩大，2014

年~2017年，三省市互派400多名干

部挂职工作，河北省引进京津资金约

1.4万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

分支机构超6100家；

人口规模调控初见成效，2014

年起北京市常住人口连续保持增量、

增速“双下降”，2017年年末，北京市

常住人口2170.7万人，是2000年以

来的首次负增长。

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
这个“牛鼻子”

天安门向东直线距离34公里，

通州潞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工地一派忙碌景象，正在为市级

行政办公功能搬迁做最后准备。

“强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

区两翼联动，促进二者错位发展、比翼

齐飞。”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说。

首都北京一度承载太多功能，资

源环境容量已到极限。京津冀协同

发展四年来，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为提升首都核

心功能和发展水平腾出空间。

2017年 9月，新版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正式发布。“有序疏解非首都

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成为重要

一章。

“这是发展思路的转变。”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从

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北京正通

过主动瘦身、创新驱动，向着建设国

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迈进。

昔日热闹的北方世贸轻纺城西

门广场上，一辆辆客车缓缓驶出，载

着老商户们驶向沧州的一座轻纺城，

开启新一程发展。

这是北京大红门一座服装市场

关停疏解时的一幕。2017年，“动

批”12家市场全部完成撤市疏解；大

红门45家市场全部完成撤并升级和

外迁；大兴区六环内61个工业大院

全部关停……

从聚到疏，因舍而得。四年来，

一系列疏解示范项目有序推进——

近四年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

业1992家，调整疏解各类区域型专

业市场594家；全面落实新增产业的

禁止和限制目录，实施更加严格的准

入标准；

金融机构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

劳动密集型后台服务逐步向京郊和

京外转移；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

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京郊的新

校区累计入住学生近3万人；天坛医

院丰台新院区投入试运行……

疏解提升，有机结合。四年来，

伴随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

空间加快重塑——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

期工程基本建成，环球主题公园开工

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同步推进……

“北京正着力从以零散项目、点

状疏解为主的‘小疏解’向以点带面、

集中连片、央地协同、整体推进的‘大

疏解’转变。”谈绪祥说。

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百姓
享有更多获得感

北京一路向北200多公里，河北

承德滦河水畔，一个绿色大数据小镇

正在崛起。

“首批1716个机柜已安装调试

完毕并投入使用，最终将建成拥有3

万个机柜的大数据中心。”承德德鸣

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井学豹告

诉新华社记者。

北京城六区禁止新建和扩建数

据中心，而河北承德、张家口地区具

有土地成本低、能源供应良好、温度

适宜等诸多优势，迎来难得的大数据

产业发展机遇。目前，承德已与京津

沪等地30余家企业和社会团体开展

大数据战略合作，项目总投资约685

亿元。

□ 范 洁

万枫如丹，一天秀色连吴越；清

泾似练，满城瑞气出芙蓉。

金山区枫泾镇，地处沪浙交界，

为上海西南门户。接吴跟越角之气，

承海派文化之灵，先后获评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全国环境优美镇、国家级

生态镇等。

2016年，枫泾镇入选首批“中国

特色小镇”，提出“小镇更新”的理念，

推进古镇更新、产业更新、社区更新、

乡村更新，打造长三角“旅游休闲目

的地”和上海“特色众创目的地”。

古镇更新·活态化传承

“唔呶喔哩，唔呶喔哩”，信步三里

廊棚，闲坐枕河人家。一只丁蹄、一块

状元糕、一碟天香豆腐干，再加一壶金

枫黄酒，观飞檐在水面投影，听橹歌从

远处飘来，怎一个惬字了得？

浙江天目水脉自西而来，上海浦

江潮汐由东而至，枫泾是上海现存规

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水乡古镇。水网

密布，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

一望十条港”之称，52座桥梁、29处

街坊、84条巷弄，保留着最原汁原味

的江南水乡建筑群。

“今年，枫泾1516岁了。我们有

能力去建N个新城，但绝无本事再造

一个千年古镇。”枫泾镇党委书记张

斌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特色小镇建设关键在于传承和创新，

粉墙黛瓦为“形”，人文历史为“魂”，

复原一个“活着的古镇”。

经八道工序秘制，屡获国际博览

会金奖，有着166年历史的枫泾丁

蹄，演绎活色生香的本地美味；新人

穿戴凤冠霞帔，乘坐画舫河上巡游，

每年9月的枫泾水乡婚典，还原江南

传统的民间婚俗；丁聪美术馆、程十

发祖居、农民画世家展示厅、顾水如

故居，“三画一棋”的人文现象，诉说

英杰辈出的地域特色。

挂牌国家4A级旅游景区、“枫泾

寻画”入选新沪上八景，而今古镇正推

动“两个转变”：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

变，古镇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和平街上一座三进三落的百年

宅院，曾是展示百灯、百篮、百行等民

俗物件的“三百园”，如今升级为“山

麓酒店”，纳入画廊书店、昆曲表演、

工艺品展示等空间，保护原有建筑风

貌的同时，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

一体，填补本地精品民宿的空缺，去

年10月迎客以来一席难求。

枫泾镇与上海建工集团联手，启

动“古镇更新”，逐步形成“度假+休

闲”精品民宿区域、“漫创+古街”特

色文创区域、“古建筑+慢生活”历史

风貌保护区域、“黄酒文化+主题体

验”黄酒博物馆区域、“旧式仓库+文

化创意”仓库文化休闲度假区域……

产业更新·众创式转型

“清风泾，旧名白牛村，宋陈舜俞

隐居于此。后世仰其清风，故名。后

名风泾，今曰枫泾。”官居屯田员外

郎，陈舜俞的高风亮节在枫泾流芳，

也留下劝农富民的佳话。

枫泾，天沃水秀，自古是鱼米之

乡、农业大镇，诞生了一批本地名品：

膘肥体壮的“枫泾猪”、鲜嫩多汁的

“枫蜜黄桃”、清香润甜的“景冠蜜

梨”。而今，通过创新创业，特色农业

焕发全新生命力。

阿林果蔬专业合作社，是都市版

的“开心菜园”，古法种植的蔬果、有

机饲养的禽畜，吸引市民专程前来品

尝；开太鱼水产养殖基地，是虾稻共

作的“水中森林”，采用“双棚双模+

种养结合”模式，一年四季产出优质

清水小龙虾。

先“进厅路演”，后“进场孵化”，

再“种养创业”，枫泾探索“双创+农

业”的新模式，通过农创项目技术“路

演”，让农科成果与农业经营者“面对

面”，孵化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项目，打

造“田园综合体”。

上海农科院研究人员对两年前

首场农创“路演”记忆犹新。当时，6

支团队分别携甜玉米、食用菌零食、

立体种养、香菇工厂化生产等农业科

技成果，与长三角上百位农业大户、

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和风投基

金代表对接，3个项目现场落地。果

蔬、瓜类、草莓、水产……25场专项

路演活动，32个项目落地，成交金额

已达2950万元。

既有技术路演，也有问题路

演。如何控制龙虾的养殖密度？如

何防治草莓的白粉病？如何延长向

日葵的盛开花期？由农户提出遇到

的棘手难题，并给出解决方案的价

格，专家们不仅现场把脉，而且带着

问题回到农科院定向研究，一有成果

立刻对接。

农创主打，文创、科创共融。在

国家级众创空间“上海临港·枫泾科

创小镇”，入选科技部首批“星创天

地”名单。近日，原上海第七印绸厂

金山分厂，废弃斑驳的旧厂房迎来了

新生，长三角路演中心正蓄势待发。

吴跟越角话古今 枫泾寻画意更新
—— 走进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

这是历史性的战略抉择。2014年2月26日，北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

发展工作汇报，中国发展大棋局，再落关键一子——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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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奋力

开拓。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正迸发出蓬勃活力。图为从北京南开往天津的C2001次“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驶入天津市区。 新华社发（杨宝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