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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观察

北京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等事项

蔡奇李伟参加

天津日报记者 于春沣

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

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之
一，也是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

“牛鼻子”的关键所在。

“‘十四五’时期，宁河将坚持把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历
史机遇，找准定位，借势借力，（下转2版）

王洪海代表：

在区域协同中优化产业布局集聚高端要素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产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

体内容和关键支撑。全国政协委员、河北
省工商联主席刘劲松在调研中发现，7年
来，尽管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由于三地没有形成健全的产业链
分工格局，缺乏有效的区域整合联动，其潜
在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下转2版）

刘劲松委员：

实施“区群”联动 推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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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玉明委员：

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新高地
本报记者 武红利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的深入实施，三地产业对接协作等重点
领域已取得累累硕果。进入“十四五”时
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如何实现新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连玉明建议，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首
都圈，以新规划引领新产业、以通勤圈重
构新功能、以数字化赋能新模式，打造京
津冀产业协同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要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
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
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
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
发展。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
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在产业协
同上形成新突破。”连玉明说，探索一条不
同于长三角城市群、有别于粤港澳大湾区
的具有首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新路径，既
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
迫切要求，也是高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标志。应推动产业协同从行政
主导性建设向市场主导性发展转变，从定
向布局向带动周边转变。

“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新高地，应通
过数字化建构一体化发展机制，赋能协同
治理新模式。”连玉明建议，以数字技术
打破地域分割，以数字思维突破区域限
制，全方位系统性地推动资源要素在京
津冀地区及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促进
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三链联动”。还
应在京津冀地区超前谋划与优先布局数
字基础设施，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
护、产业联动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
领域消除数字鸿沟，解决城域、城际、城
乡差距及发展不平衡问题。（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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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天空，再将目光移向水下。
通州区水网密布，去年区水务局明确河道

管理保护范围界线，划定通州范围内河道 117
条，总长度613.9公里，这些河流拥有着丰富的鱼
类资源。

每年，上万尾鱼苗活蹦乱跳地游进北运河，
这种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水生
态修复作用。据北运河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结合放流区域水体生态情况及鱼苗品种特
性，选取了鲢鱼和鳙鱼作为放流鱼种。通过它
们，可以滤食水体中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控
制蓝藻等有害藻类的过度繁殖，调节水质，降低
水体耗氧量和富营养化现象，提高水体透明度，
增加水生生物多样性。

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北运河河道水质逐年
转好。水文人员还通过监测发现，北运河流域
浮游植物优势种群逐渐由蓝藻门向绿藻门、硅
藻门转变，而且密度逐年降低；浮游动物以原生
动物、轮虫为优势种类，对水质敏感的枝角类、
桡足类所占的比例上升；底栖动物和大型水生
植物出现了中等耐污型生物。经过多年的水生
态修复，消失多年的鳑鲏鱼、金线蛙也重新回到
大运河，它们都是北京的原生物种。

在北运河东侧，与之相通的镜河，是集排
水、蓄涝和风景观赏为一体的新挖河道。设计
人员将开挖出的粘土用于河底减渗，河水与土

壤自然接触，保持了竖向连通，使河道能够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健康“呼吸”。

整个河道长2.4公里，水域面积达16万平方
米。水面之上，荷花、黄菖蒲、水葱、千屈菜、鸢
尾等挺水植物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生姿；水面之
下，苦草、菹草、金鱼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与
鱼虾河蚌相伴；河床底部，卵萝卜螺、环棱螺、中
国圆田螺、纹沼螺等底栖生物成为水底清道夫，
改善水生态环境。镜河水下，已悄然“长”出一
片2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

“‘水下森林’的每个成员都发挥着提升水
质的重要作用，蒲扇形状的是金鱼藻，像羽毛一
般的叫狐尾藻，条状植物叫作苦草，是草鱼最爱
吃的植物。”北运河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镜河河底种下了2万平方米沉水植物苦草，以及
3万株芦苇、鸢尾、黄菖蒲、溪荪等挺水植物，为
水生动物提供重要栖息地。

近年来，通州区突出重点流域生态整治，全区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其中，通过实施细水
急流、闸门轮调、投放种植水生动植物、改造生态
护岸等技术手段净化水体。投放水生动植物，建
立“浮游生物（食藻虫）—水下森林（沉水植物）—
水生动物—微生物群落（激发土著微生物）”的共
生生态，促进水生态环境的修复平衡。水务部门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就好似人吃中药调理身体，水
生动植物的主要作用也是让河道恢复“体质”。

鸟儿用翅膀为城市副中心生态“点赞”
本报记者 冯维静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运河两岸，生机勃勃。现在正值候鸟迁徙季，
城市副中心又成为候鸟青睐的栖息“打尖儿”地。

多河富水、森林环绕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一直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持续性工作。水环境治
理、生态治理修复、提升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几
年来，城市副中心多措并举，以自然之道，养万物
之生。

上个月，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组建
了城市副中心工作小组，10位拥有丰富动植物研
究经验的专家，将对通州区进行常态化生物多样
性调查。其中，以大运河通州段、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为重点，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调查、观测和评估，
尽快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儿”，引导公众提升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

目前，城市副中心工作小组的专家成员正研
究制定详细的调查方案。据了解，北京生物多样
性保护研究中心和中国环科院、中国动物学会、中
国观鸟会、北京林业大学等专业机构及高校交流
密切，每一期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束后，都将形成调
查报告开展研究。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北运河、萧太后河、潮白河、凤港河
等，都是迁徙鸟类重要的中转站和栖息
地。仅北运河就记录到鸭类、雁鸭类等
鸟类近百种，每年超过 20 万只次候鸟在
此栖息或过境。2020 年以来，通州区共
监测到大天鹅、灰鹤、豆雁、赤麻鸭、绿
头鸭等大量前来栖息的鸟类，其中灰鹤
数量上千只。

眼下正是候鸟来城市副中心扎堆
“打尖儿”的季节。初春的凉水河，冰层
未化。一大群候鸟一字排开站在覆盖着
白雪的冰面上，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
伏。通过长焦镜头可以看到，这是百余
只银鸥在河面“聚会”。

通 州 处 在 银 鸥 的 迁 徙 路 线 上 ，水
质 好 、鱼 虾 丰 富 、环 境 清 幽 的 大 运 河
成为候鸟的休息“驿站”。“这只银鸥抓
到了一条鱼，旁边的同类却没跟它抢，
说明水里食物丰富，大家都吃饱了。”
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弈健一边向游
客普及鸟类知识，一边坐在河堤上，用
长 焦 镜 头 仔 细 观 察 这 群 远 道 而 来 的

“客人”。

他告诉记者，银鸥是北京的“常客”，
也是“稀客”。说“常客”是因为它们年年
春季都来，称“稀客”是因为往年春季迁
徙期它们到京数量一般仅有几十只。今
年春天，却扎堆儿来了 400余只。观鸟爱
好者们都惊呼今年是“银鸥丰收年”。而
大运河、潮白河更变成了“银鸥湖”。

记 者 从 通 州 区 园 林 绿 化 局 了 解
到，目前全市范围内建有 88 个候鸟监
测站，通州区有 4 处，均位于迁徙通道
的重要节点上。2020 年以来，通州候鸟
监测站共监测到迁徙候鸟百万余只。
在数量庞大的迁飞鸟儿中，更有天鹅、
东方白鹳、青头潜鸭、震旦鸦雀、黑鹳等
不少“稀客”光临。它们的出现，成为城
市副中心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生动注
脚。这 些 远 道 而 来 的“客 人 ”，“打 尖
儿”时，也有自己的爱好：北运河、凉水
河等拥有大面积水域的地点，是大天
鹅 、鸿 雁 等 大 批 候 鸟 的 首 选 ；潞 城 林
场、张家湾林场等森林覆盖率高的地
点，最受柳莺、八哥等小型鸟的欢迎；
还有红隼、燕隼等猛禽，也都偏爱水林
丰茂的场所。

“有吃、有喝、安全是鸟类在迁徙过程中选
择一个地区补给和休息的基础条件!”鸟类专家、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高武表示，如果条件不合
适或感觉不安全，它们不会降落或宁愿放弃“补
给站”继续迁飞，所以，鸟类也是衡量一个地区
生物多样性、完整性和生态质量的指标性动物。

越来越多的鸟儿用翅膀为城市副中心生态
环境的不断改善“点赞”。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在生态环境建设持续
加码，大幅增加林地面积和水域湿地。通过实
施平原造林、景观生态林提升、小微绿地建设、
留白增绿等多项绿化美化工程，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截至 2020年底，城市副中心森林覆
盖率已达33.02%，比2017年提高4.62个百分点；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51.02%，比 2017年提高 16.37
个百分点。在2012年启动的首轮百万亩造林新

增加 19.3 万亩林地基础上，通州区近年来还实
施了《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园林绿化三年行动计
划》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新造林 21.6 万
亩。目前，全区已建成东郊森林公园、台湖万亩
游憩园等万亩以上郊野公园和森林湿地8处，千
亩以上森林组团32个。

如今，城市副中心的各个公园、景区，都为
鸟儿营造着良好的生存环境。其中，绿化种植
中专门提高山楂、桑树、海棠、金银木、圆柏等鸟
类食源树种的种植比例，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
物资源。在候鸟迁徙和集群活动期间，开展针
对性检查，特别是在郊野公园、百万亩平原造林
地以及河流周边地区加强巡查巡护，并且在一
些重点区域采取投放食物、设置鸟巢等措施保
护鸟类。通州区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过程中，
不断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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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扎堆来“打尖儿”

副中心成为鸟类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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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长出“森林”

原生物种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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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皓 刘菲菲 范俊生）
昨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
团召开代表小组会议。市委书记蔡奇代
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代表参加。

上午，代表团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

蔡奇代表说，完全赞同栗战书委员
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去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
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勇于担当，
主动谋划，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各项工
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大力推进疫情防控、
公共卫生、国家安全、高质量发展、社会
治理、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立法，在关键
时期、关键问题上发挥了独到作用，为新
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持
和保障。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
决定，这是支持北京加强国家金融管理

中心功能建设、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
的有力举措。北京市始终高度重视人大
工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首善
标准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
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成绩。

李伟代表说，栗战书委员长所作的工
作报告是一篇旗帜鲜明、求真务实、催人
奋进的好报告，我完全赞同。近一年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党中央决
策部署，积极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认
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执行
大会决议决定，突出体现了大事难事勇
担当善作为、立法工作节奏快质量高、人
大监督抓得准督得实等特点，在非凡之
年交出一份“非凡”答卷，为地方人大立
了标杆。我们将紧扣市委贯彻落实党中
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落实主动、担
当、精准、有效的工作理念，着力提升立
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
刘伟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适应国

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快速
发展的需要，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
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围绕中心和大
局、服务国家和人民，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依法开展监督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了新时代人大
工作的新定位，对新时代人大工作作出新
判断，对监督工作提出新理念，对报告完
全赞成。

下午，代表团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寇昉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全面总
结了法检两院的工作，实事求是、重点突
出、数据翔实，回应了人民关切。过去一
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工作各方面；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坚持改革创新，法院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大提升；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审判队伍素质，审
判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敬大力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充分
体现了为大局服务、担当作为。法检两院
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两个大局中
思考和谋划工作，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审
判职责和检察职责；重视加强自身建设，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重视
推进司法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深化诉讼
制度改革；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
监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建议加
强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科学
构建审判和检察专业体系，尽快完善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体系。

下午，代表团还审议了关于修改全国
人大组织法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全国人
大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修改稿，代
表们一致表示赞成。

本报讯（记者 李俐）昨天上午，市委宣
传部召开 2021 年实体书店建设工作部署
会，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新闻出
版局局长陈立军在会上介绍，截至 2020年
年底，全区共建成实体书店 143 家，相较
2019 年 10月职能划转前，增加 98家，同比
增长217%，实现万人实体书店0.85家。

2020年，通州区设立 1980万元实体书
店专项扶持资金，用以鼓励新建、品牌书店
引入等实体书店发展。同时，先后研究出
台《北京城市副中心扶持实体书店发展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北京市城市副
中心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引导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和《通州区基层公共空间融合实体书
店工作方案》等文件，从实体书店建设规
划、实施路径、资金支持等方面对实体书店
发展进行设计、指导和保障。

为给实体书店落地提供经营场所，22个
街道乡镇共梳理出可盘活公共空间95处，通
州区还主动对接有条件的市场主体42家，鼓
励、支持有文化、有情怀的经营场所参与实
体书店融合发展，推广“图书+”模式。

2020年，通州区利用村、社区公共空间
开办实体书店 31家，覆盖全区 13个街道乡
镇；指导字里行间、逸德文轩等 5家实体书
店入驻文创产业园，为企业争取租金优惠，
为园区提供文化客厅；协调区商务局及时
掌握商圈场地资源，推进实体书店进驻人
流最多的地方、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先后在
运河商务区引入远风堂、花园里等4家实体
书店；支持书店走进公园，让最美的地方有
实体书店，支持、指导大运河森林公园、台
湖公园建设实体书店6家；推动张家湾设计
小镇、宋庄艺术小镇、台湖演艺小镇等特色
小镇引入、建设礼士书房、咱家书房等一批
实体书店，助力特色小镇文化品质提升。

陈立军表示，2020 年通州区实体书店
数量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书店品牌、影响
力、规模同中心城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21 年作为“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通州区将以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中
心，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扶
持实体书店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实施实体书店星
级评定，推动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推动环球影城三大区域19
个零售网点开业；推进宋庄艺术小镇中信书店、张家湾设计小
镇礼士书房旗舰店落地；推动运河商务区蔚蓝书店、米开产业
园阅青山书店等商圈园区书店年内开业；推动城市绿心中国
书店、森林公园京杭大运河书院等一批公园书店建成投入使
用；建立阅读联盟，设立阅读基金，推广书香副中心LOGO，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副中心”。

2021年，通州区将继续落实市委宣传部实体书店建设工
作精神，持续推进通州区实体书店建设，引入一批优秀品牌书
店，打造一批本土品牌，完成实体书店万人0.91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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