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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洛南县始终坚持兴产业、扩就

业，筑牢群众增收基础。一方面，实现每个

贫困村有2个~3个主导产业、每个贫困户有

2个以上增收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就

业扶贫，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今年2

月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洛南县退出了贫困县

序列，实现了脱贫摘帽目标。

兴产业扩就业
筑牢农民增收基础

区域时评

新增长极加速崛起 城乡发展迈向一体
“十三五”时期，区域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加快形成

京 津 冀 正 在 形 成“ 一 小 时 交 通 圈 ”
轨道建设提速，高速路网越织越密，“十三五”期间，建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

□ 孙宏阳

说走就走，一小时可达。在京

津冀主要城市间，“一小时交通圈”

正在形成。“十三五”期间，随着京张

城际开通运营，京唐城际、京滨城际

等铁路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

跑出“加速度”；连接京津冀的高速

路网也越织越密，北京高速公路新

增里程186公里，曾经的“断头路”

“瓶颈路”变成了“舒心路”。

加快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在京

工作的杜先生携妻带子回张家口

探亲，与以往驾车不同的是，他选

择了乘坐高铁。“从清河站上车，47

分钟就到张家口站了，真的太快

了，比开车堵在路上舒坦多了！”杜

先生一家6点10分上车，吃早饭时

已在张家口的家中。而在前些年，

赶上节假日，他开车回去路上要走

三、四个小时。

2019年12月30日，北京至张

家口高铁开通运营，线路全长174公

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

北京北、清河、昌平、八达岭长城、张

家口等10座车站。京张高铁开通

以后，北京至张家口最快运行时间

由3小时7分钟压缩至47分钟。

5年间，北京加快构建“轨道上

的京津冀”。

作为连接千年古都北京和未来

的“千年之城”雄安之间的高速铁

路，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至大兴机

场段去年9月26日正式开通，乘客

从北京西站出发到达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最快仅需28分钟。京雄城际

全线通车后，从雄安新区出发，20

多分钟即可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雄安新区能够与北京、天津形成

半小时交通圈。

目前，京唐城际、京滨城际铁路

建设也全面提速。其中，京唐城际

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经廊

坊北三县、天津宝坻区到达唐山，未

来开通后，从北京到唐山仅需30分

钟。就在上个月，随着最后一方混

凝土的顺利浇筑，京滨城际铁路宝

坻特大桥左线跨引滦入津输水明渠

连续梁顺利合龙。京滨城际铁路建

成后，滨海新区将加入“京津一小时

生活圈”。

“断头路”“瓶颈路”变成了
“舒心路”

5年间，连接京津冀的高速路网

也越织越密，曾经的“断头路”“瓶颈

路”变成了“舒心路”。

2020年1月23日，冬奥会重大

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建成通车，

打通了北京至张家口崇礼太子城赛

区便捷通道，从北京六环到崇礼90

分钟可达，缩短一个半小时。延崇

高速公路与2019年年初通车的兴

延高速公路合并组成京礼高速公

路，形成北京西北方向第三条高速

通道，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路网格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台高速、京开高速拓宽、京秦

高速、首都地区环线通州大兴段等

建成通车，北京市域内国家高速公

路网“断头路”清零；大兴机场配套

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高速(中段)

建成通车……“十三五”期间，北京

高速公路新增里程186公里，总里

程达1168公里。

路畅了，京津冀运输服务也加

速一体化，三地人员往来更加便

捷。截至2019年底，北京交通互联

互通卡累计发行700余万张，推进

了交通一卡通跨区(市)域、跨运输方

式互通。

“公交省际化、省际公交化”成

为可能。5年间，北京加快省际毗邻

地区道路客运班线公交运营化改

造；推进跨区域公交一体化服务，

“出京公交”常态化运营，基本覆盖

河北省廊坊、涞水、赤城等17个毗

邻区、县(市)，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次

乘坐跨省公交进出北京。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

化规划，到2020年，形成多层次、全

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

快速铁路覆盖所有地级及以上城

市，高速公路覆盖所有县城，形成京

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

的“1小时通勤圈”，京津保唐“1小

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1.5小时通达。

□ 刘红霞 申 铖

这是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多点开

花的5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多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向纵深推进，一盘纵横联动东西南

北、统筹联通国内国外的发展新棋

局正加快形成。

这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稳步推

进的5年——

进城务工与返乡创业齐头并

进、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

“无缝连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随着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取得新进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锻造增长极
提升牵引力

前段时间，在重庆创业的成都

人谭殿杨，领到了成渝探索市场监

管一体化合作后互发的首张营业执

照。“要是以前，在异地办理营业执

照，来回至少要奔波半个月，如今当

天就能办成，太方便了。”谭殿杨说。

小小的营业执照，是新时代成

渝唱好“双城记”的一个缩影。10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我国区域经济又一次迎来

重大战略布局。

回望“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一

盘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不断扎实推进，

区域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加快形成。

“多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

推进，实质上是以非均衡的发展路

径来实现均衡发展，逐渐让中国发

展趋于协调。”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

区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说，不断以

点带面打造经济增长极，将更好发

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今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为区域

经济发展指引新方向、提出新要求：

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

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

革开放新高地。

更高的部署，更大的期许。

“新增长极加速崛起，为我国加

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打破二元结构
城乡并肩前行

“没见过！更没想过还能有这

样的事。”坐在村里小卖部的板凳

上、看着快递小哥忙活着搬来大大

小小几十个包裹，老吕蹭了蹭旁边

的老伙计说：“这不就跟电视里演的

一样嘛。”

老吕今年72岁，家住江西省崇

仁县白陂乡桃里村一小组。这几

年，她见过的“新鲜事”可不少：有

人在养鸡棚顶装了光伏太阳能板，

棚子底下鸡下蛋，棚子顶上还有

“金蛋蛋”，几年下来不仅脱了贫，

还奔了小康；有人在村里开起了网

店，一边是农货出村，一边是城里

的好东西进山，最近居然还可以用

手机下单买菜，第二天上午就送到

了村里……

要致富，先修路。对农村而言，

尤其如此。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

村公路里程已经达到420万公里，

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100%通硬化路。到 2020 年 8 月

底，已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

建制村100%通客车。

不只是修路。“十三五”以来，我

国下大力气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构建和

谐共生、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和良

好局面。

城里的“大门”更开了。经过几

年努力，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目标提前完成，截至2019年底，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农民

工 参 加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达

6301万人，兜住进城后稳稳的幸福。

乡村的面貌更美了。以往，一

些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

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

花”的场景已不鲜见，越来越多乡村

成为城市“后花园”和创业热土。

也要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面向

未来，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前进

道路上，要更加聚焦迫切问题补

齐短板。

协调“双循环”
构建新格局

古人讲，“唱和如一，宫商协

调”。当前，我国正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论是“大循环”，还是“双循

环”，都离不开“协调”二字。

协调发展，主要旨在解决发展

不平衡问题，这是我国发展的实际

倒逼而来，也是因时而动、应势而

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动选择。

放眼神州大地，东北全面振兴、

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等重大

发展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一道，构筑起我国协调发

展的“骨骼”和“经络”。

张燕生认为，既要区域内部分工

协作，也要区域之间优势互补，不断

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

同形成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新局面。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将启

之际，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协调发

展中书写复兴新篇章。

□ 陈发明

近几年，“京畿福地 乐享河北”成为越来

越响亮的旅游品牌。在全国各地的旅游推广

宣传语中，这或许是为数不多的融入两地元

素的口号。“京畿福地”是河北旅游最大的区

位优势，也是发展旅游最大的实力、魅力和潜

力。深耕环首都旅游圈，已成为河北省旅游

业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

手握一张王牌，背靠巨大市场，河北如何

依托丰富资源，做出一个环首都区域的旅游产

业“大蛋糕”？笔者认为，关键在优化旅游产品

供给、深化旅游业态融合、强化区域旅游合作。

旅游产品是发展旅游业的核心要素，而

河北旅游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大资源、

小产品”的局面。正如河北省文旅部门有关

负责人分析：河北旅游“星星”多、“月亮”少，

存在“月亮”不震撼、“星星”不耀眼的现象。

因此，提升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水平，加快旅游

产品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成为河北旅游的

发力点。在文旅融合的新格局中，既需要大

景区、名景点等“大家闺秀”的辐射带动，也离

不开休闲游、乡村游等“小家碧玉”遍地开

花。从京津冀市民的出行特点看，近些年的

周末游、短途游正释放出巨大旅游消费能

量。把握好新机遇，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才

能形成“皓月当空，群星闪烁”的旅游产品供

给新格局。

从业态融合的角度看，旅游出行已突破

了游山玩水、拍照观景的范畴。避暑休闲、户

外运动、农业观光、文化体验、康养、研学等消

费新需求的出现，让“旅游+”有了更多可

能。把握好业态融合的新机遇，是文旅行业

管理者、经营者面临的新课题，河北旅游业在

深化业态融合的文章上大有可为。

深耕环首都旅游圈，离不开区域旅游合

作。景点景区有归属，但旅游需求无界限，随

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环首都区域内

的旅游业也需要突破行政区域壁垒，在行业

管理、景区互通、线路合作等方面形成更加紧

密、高效的联动机制，搭建起区域旅游联席会

议、区域旅游信息共享等新平台，探索“一票

通”“一卡通”“旅游专列”等合作新模式。在

区域互动不断强化、深化的助力下，只要线路

设计合理，旅游产品丰富，避免同质化竞争，

“一日游”“短途游”或许会变成“一周游”“区

域游”；一景一点的“打卡游”或许变成多景衔

接、多点开花的深度游、精品游。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推动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更多的旅游产品、

更丰富的旅游业态、更优质的旅游服务满足

游客更多的需求，环首都旅游圈值得深耕，值

得期待。

环首都旅游圈需要深耕细作

““新中国大工匠智慧新中国大工匠智慧———北京—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主题展览大兴国际机场主题展览””举行举行

近日，为庆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航一周年，“新

中国大工匠智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题展览”在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展览以旅客的视角，向公众

展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设计中运用的新理念、新方

法、新技术和以“服务旅客”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全方

位为观众解读机场设计。图为观众参观C形柱局部

展开模型。

贾天勇 摄

近日，“2020长三角发展改革智库峰会”

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把握

新机遇、形成新格局、谋求新发展”。200多

位来自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

市发展改革智库的领导和专家等，齐聚一堂，

共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改革大计。

新机遇 新格局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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