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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潮白河两岸
21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发生巨变。

这里，亚洲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加紧建
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再次提速；

这里，产业协同不断深化，各类要素相
互融通，职住平衡逐步显现；

这里，纵贯南北、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焕发生
机，“坐上游船去河北”将成为现实；

这里，50公里长的生态绿带郁郁葱葱，蓝
绿交织，水城共融，京东生态屏障正在建立；

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的
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又称“北三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指引下，这片热
土活力四射、愈发精彩。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翻开地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与廊坊北三县，地处京津冀交界的核心区域，被大运
河、潮白河等水系串联，地缘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
近，具有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

推动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协同发展，对城市副中
心来说，无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
展腹地，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作用，实现与雄安
新区两翼齐飞；对北三县而言，可以在承接非首都功能
疏解中，加快补齐发展短板。廊坊市更是提出，全力推
动北三县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北三县打造成为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腹地。

去年3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北京市通州区与河
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
为推动通州和北三县协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规划》
明确，立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以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为统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
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
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去年11月 20日，城市副中心管委会的会议室，一
场紧张高效的对接会正在进行。城市副中心、廊坊市
及北三县的规划编制团队齐聚一堂。自城市副中心

“十四五”规划起草以来，像这样的对接会几方已开过
多次。哪怕是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规划编制团
队也以视频等方式，始终保持紧密联络。

城市副中心规划编制不但与国家和市级规划衔
接，还首次与廊坊北三县等地的规划对接，推进交通、
生态、公共服务、产业联动等方面协同发展。在一次次
沟通对接中，共识越来越深，方向越来越明，措施越来
越实。

对接城市副中心，廊坊在行动。今年1月，廊坊历
时1年多编制的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发展“5+12”系列
规划公布。该系列规划包括燕郊组团、祁各庄镇、蒋辛
屯镇、安平镇 4个重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北三县
与通州区交界区域北三县一侧生态绿带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及北三县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综合
交通、综合水战略、综合能源、综合防灾、绿色空间、公
共服务设施、警务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智慧城市、
海绵城市等12个专项规划。

按照规划，廊坊北三县将以共守生态安全为发展
前提，建立高效畅达的综合交通体系、创新协同的产业
发展体系、共建共享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和优质便利
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与通州区共同建设成为首都东
部的重要“一翼”。

规划先行

交通一体
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

和先行领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虽是寒冬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依然塔吊林立、热火
朝天。该枢纽地处城市副中心核心区，
未来将以它为轴心向外放射出一个纵横
交错、覆盖京津冀的交通联络网。

这里地下汇集 3条铁路和 3条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是规划京唐（京滨）城际
铁路近期的始发终到站，也是城际铁路
联络线、京哈铁路（远期）及市郊铁路城
市副中心线的重要车站。地铁6号线、规
划平谷线及规划地铁 101线 3条轨道交
通在此衔接。根据预测，城市副中心站
地下日均换乘客流将达到47.2万人次。

作为北京10个全国客运枢纽之一，副
中心站枢纽西接北京中心城，东接廊坊北三
县并衔接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北接首都国
际机场，南接大兴国际机场和雄安新区。建

成后，这座繁忙的“地下城”，可实现15分钟
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直达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1小时直达雄安新区。

不仅如此，这里还将进一步紧密城市副
中心与北三县的交通联系。平谷线全长约
45.8公里，河北境内约14.8公里，全线共设置
车站16座，河北境内3座。101线北起高辛
庄，南至通州小甘棠村，途经城市副中心站、城
市绿心等，预留向东延伸至潮白新城、大厂条
件，17座车站中，城市副中心内有14座。

与此同时，枢纽站周边，包括东六环
西侧路、玉带河大街等城市主干道在内的
17条配套道路同步施工。随着区域间交
通更加畅通快捷，一个“地尽其力、货畅其
流”的一体化联动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产业协同
几年前，刚提到不符合城市副中心

功能定位的企业需要调整退出时，质疑
不少：搬哪些，往哪搬，谁来搬，怎么搬？

翻开最初的产业疏解指导目录，梳
理出的企业足有 2000家。通州本为工
业宝地，各类工业企业发展红火。让扎
根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企业连根
拔起、说走就走，实属不易。

“这些企业都曾做出过巨大贡献，我们
必须本着企业和地区共赢的原则，既为通
州区的功能定位考虑，也要为企业的将来
做打算，得像嫁女儿一样慎重，服务到底。”
通州区经信局产业疏解工作负责人说。

于是，通州区制定并实施了“1+14”
的配套政策体系，动员全区各相关部门
积极为企业找出路、想法子、强服务；开
展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招商推介专项行
动；帮助企业积极寻找对接地，协调做好
落地工作……一整套的“政策嫁妆”，让
疏解出去的企业心里渐渐有了底气。

很快，外迁的企业也发现了大有作
为的“广阔天地”。

“以前空间小，只能满足最基础的组装
能力，现在我们有了宽敞的实验场地，能完
全满足汽车生产线自动化机器人的预组装
和预调试需求，产品在家调试好就能直接
运给客户。”说到如今在燕郊经济开发区那
1.3万平方米的四栋厂房，北京兴信易成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宋乐很兴奋。

企业高兴，员工也满意。

李蒙是公司9年的老员工，企业搬到
家门口，把他乐坏了。“以前公司在宋庄，
我得大早上开车过去，晚上再折腾回燕
郊，回家累得都不愿说话。现在公司和
家都在燕郊，终于实现了上班离家近的
梦想，每天能省下不少自由时间。”

承接转移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去年在北京与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

谈会上，涉及高新技术产业、医疗卫生、养
老服务等领域的33个合作项目签约，意向
投资额达215亿元。在三河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大厂数字经济商务区、香河燃气能源
站，一大批北京项目落户北三县。

北三县加速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
积极承接北京“摆不下、离不开、走不远”
的产业疏解转移，推动与通州区形成分
工明确、层次清晰、协同高效、创新驱动
的现代产业体系。

疏解与承接，早已不是简单意义上
的“我减你加”“我无你有”。对北京而
言，疏解是减量，目的是在“减法”中做足

“加法”。对区域而言，疏解则是优化，目
的是着眼更大尺度空间，发挥各自比较
优势，共同打造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让
协同更加紧密，让发展迈向高质量。

生态共建
前不久，大厂县以全国第八

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央文明委授
予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
称号。

其实，早在2017年大厂就确
立了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
的目标。如今，万亩银杏林、千株
樱花园、大厂博物馆、民族广场等
都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及京津冀
区域市民的旅游打卡地。

像大厂一样，北三县张开
1258 平方公里的怀抱，积极对
标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污染联防
联控、生态共建共享上狠下硬功
夫，大力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清理整治，对腾退出的土地按
照“无规划不建设、无规划先绿
化”的原则，实施留白增绿战略，
努力扩展生态空间，全力配合城
市副中心打造京东生态屏障，拱
卫首都生态安全。

协同发展，绿色是底色，生

态是底线。
一条连通城市副中心与北

三县的生态廊道，正逐步成型。
大厂不断加快增林扩绿、改

善生态环境步伐，森林覆盖率已
达 34.4%，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67%；香河县在潮白河生态廊
道绿化提升中着力打造绿荫环
绕、绿水相融的滨河生态景观；
三河燕郊地区正在着力加强与
城市副中心交界带的绿廊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
间也规划了一条宽度不小于 3
公里，长度约50公里，总占地面
积约 320平方公里的东部生态
绿带。截至目前，已新增林地面
积 2.9 万余亩，与原有 1.2 万余
亩平原造林相连接，总面积达到
4.1万亩，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
东部生态绿带大尺度森林片区。

携手共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是协同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副中
心在与北三县一体化联动发展
中，不断谋思路、打基础、寻突
破，一个个目标变为现实，重点
领域气象一新。

——医卫协作日趋紧密。
去年，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合作建立医联体，双方共
同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异地转
诊、预约挂号等绿色通道。燕达医
院还与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以及北京中医院
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已有15家
北京市医疗机构纳入北三县异地
直接结算范围，北三县门诊异地直
接结算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教育合作不断加深。
人大附属中小学大厂校区等项目
正在加快建设，将来这里会引入
人大附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质
教育资源，让大厂的孩子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人大品牌的优质教
育，全面提升大厂基础教育水平。

——养老服务愈加优质。
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统一两地养

老服务标准，推动养老项目在北
三县延伸布局，引导北京优质健
康养老资源、政策、项目向北三县
延伸。在通州区组织的养老服务
与管理人才职务技术培训中，北
三县参训报名人数达1383人。

——文化旅游协同推进。
去年底，香河县与通州区的文旅
部门签署了文化和旅游协同发
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全
面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加强精品
文旅项目深度合作，联合设计开
发大运河文化旅游和潮白河生
态旅游精品线路。国家京剧院
文旅融合产业化基地、华电香河
燃气能源站等一批重大公共服
务设施项目加快建设。

成效鼓舞人心，蓝图催人奋进。
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如同

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
瓣瓣同心。不难想见，在一体化
联动发展进程中，一定会绽放出
更加美丽的协同发展之花，成为
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
要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