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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岁的高智伟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以前
在北京亦庄一家公司做机械研发工程师，后应聘到
天津市武清区的三英精控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4年前，高智伟通过“通武廊”联合招聘平台发
现了三英精控，这家位于武清区的企业，无论是工
作岗位还是薪资待遇，都令他心动。可是，一想到
换工作后要面临户口、职称认定、养老保险等一系
列问题，他犹豫了。

他试着在“通武廊”联合招聘平台咨询，一番了
解后，他的疑虑全打消了。原来，武清区不仅可以
为研究生学历的求职者落户口，并且还能享受跟天
津市民一样的生活待遇。有研究生学历的高智伟
眼前一亮，二话没说，立即决定“到武清去！”

“来到武清后，公司给办理了落户，并按照武清
制定的人才引进奖励标准，我每年能领到7200元的
人才奖励。”高智伟很兴奋，“而且，在这家公司，我
还能参与高真空、先进光学仪器设备等多项研发工
作，对以后写论文、评职称都有很大帮助。现在，我
打算和爱人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真正安家落户。
未来子女上学等也都能享受天津市民待遇，挺好
的。”言语间，高智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河北石家庄人，先是“北漂”，后落户定居天津
武清区，高智伟工作、生活的变迁，投射的是“通武
廊”人才一体化的成效。

早在 2015年 10月，“通武廊”就启动了人才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打破行政藩篱，实现人才引

进互融互通、人才评价互认互准、人才培养共育共
培、创新平台共建共享。

2017年，“通武廊”通过实施“北京中关村—天
津自贸区—河北·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人
才联动计划、畅通京津冀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建立三地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协调处理平台等举措，
进一步简化人才引进手续，加速人才流动，促进京
津冀人力资源互融互通。其中，“通武廊”共同制定
推出的《通武廊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选录
了“通武廊”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众创空间
等各 10类 30个创新平台，面向“通武廊”企业和人
才开放共享，实现创新平台共建共享。从而进一步
促进“通武廊”人才自由流动，为“通武廊”产业协同
发展、教育协同发展等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从武清区了解到，武清区持续优化人才服
务保障，过去一年全区新引进“海河英才”1万人，累
计5万人。

在武清开发区铁科纵横（天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几位技术工人正在电脑前操控生
产流程。这几位拥有中高级职称的技术工人都曾
是“北漂”，后通过“通武廊”人才一体化求职平台，来
到武清应聘成功，并在此扎根落户。记者了解到，这
家以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牵引系统等为主营的高端
装备制造企业，已为300多名技术工人办理了落户武
清手续，他们在职称评审、健康医疗、子女教育、评优
晋级等各方面享有同天津市民一样的待遇。

运河三杰“通武廊”
本报记者 韩梅

2020年，天津市武清区承接北京项目445个，水系综合污染指数降至2.13，“通武廊”生态河流体系已经形成。近日，河北省廊坊
市也在香河全面打响北运河旅游通航百日攻坚战……

“通武廊”人相亲、水相连、地相接，地处京津冀核心区，素有“小京津冀”之称。三地协同发展日益紧密。早在2015年，“通武廊”
便签署协议开展多领域多方面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试验示范区，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堪称“运河三杰”。

初春时节，北国如画。波光粼粼的北运
河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廊坊市香河段旅游
通航建设全面提速。

大运河是连接京津冀的纽带。处在北
运河核心区域的“通武廊”，牢牢把握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历史机遇。在 2020年第五届

“通武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通
武廊”三地文化旅游部门确立共同目标，将
在北运河逐步打造出高品位的文化长廊、高
颜值的生态长廊、高水平的旅游长廊。

近日，记者走访三地了解到，通州区以
“三庙一塔”景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
园等为核心区的大运河一带，正在串联形成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武清区进一步整合北
运河沿线旅游资源，正在构建享誉全国的

“北运河缤纷旅游带”；廊坊市加快北运河沿
岸景区提档升级，建设富有运河人文特色的
旅游景区……一条北运河“旅游长廊”正在
形成。

北运河香河段上连北京通州，下接天津
武清，是贯穿京津冀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也
是大运河旅游通航的出京第一站。

为确保北运河香河段6月份与北京同步
实现旅游通航，近日香河全面打响北运河旅
游通航百日攻坚战。

王家摆旧桥改造工程正在进行钢架桥
加工、钢管桩施工和贝雷梁组装，预计 4 月

20日前完成改造，满足通车通航条件；安运
桥旧桥拆除工程预计5月底完毕并具备通航
条件；橡胶坝改建工程已完成旧坝拆除和新
坝碎石桩施工，正在进行防渗墙和下游海漫
施工，5月底主体完工可实现蓄水功能；船闸
工程正在进行引航道及闸室土方开挖和碎
石桩施工，已累计开挖土方 25万方，碎石桩
完成55%，预计5月底主体完工。

据悉，北运河香河段还规划建设 1座大
型旅游码头（中心码头）和 5 座小型旅游码
头，其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已获批复。目
前，码头港池已开挖完成并同步定制趸船，
工程累计开挖土方45万方，现已进入港池砌
护施工。同时，在北运河香河段，200多万平
方米的绿化景观工程地上物清表也已全部
完成。精选的50余种4万多株苗木，正在分
13 个标段同时进场施工。目前，栽种乔木
2.8万棵，完成率62%。5月底，将完成整个工
程的园建和滨河道路施工。

与此同时，香河县正在谋划建设运河生
态休闲湾、运河风情驿站、红草湾田园综合
体等运河文化特色小镇。廊坊市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也正合作推进京冀界河道清淤疏
浚、景观提升和文化旅游等项目，组织专家
对北运河北京城市副中心到香河段沿线文
旅资源进行调研摸底，共同编制北运河文旅
品牌策划书。

运河串起的“通武廊”，自古是商贾云
集、车水马龙的富庶之地。除了共同传承运
河文化，这片区域也成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的“金三角”。

为了更好地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
以实际行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9
年 4月，“通武廊”规划兴建“通武廊”产业共
同体，主要承接北京高端产业、高科技研发
机构和相关项目。规划总面积为 19.5平方
公里，三地各利用6.5平方公里土地，在该区
域统一规划招商建设运营，推动互利共赢发
展，并实现人才、税收、就医、户籍等方面协
同发展。“‘通武廊’产业共同体还将在跨行
政区域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利润分成等多
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武清区京滨工业园相
关负责人说，武清区将整合8000平方米楼宇
资源，打造“通武廊”青创、科技、人才聚集高
地和创新创业示范区。

素有“京津黄金走廊”之称的武清区，
承接非首都功能项目加速集聚，焕发出蓬
勃朝气。

仅2020年，武清区共承接清华同方大健
康、中金数据、嘉实基金等北京项目 445个，

生物医药、智能科技产业项目占据“半壁江
山”，中交一公局、中铁一局等央企国企三级
总部相继转移落地。

截至目前，在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已
经完成了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城市
设计和产业布局规划，还迁区建设正在有序
推进。武清区按照“双高引领、双轮驱动、双
向发力”要求，同步推进产业招商，签约储备
了34个总投资207亿元高质量项目……

廊坊“北三县”同样干劲十足。燕郊高
新区、三河经开区、大厂高新区、香河经开区
……若干特色产业小城镇拔地而起，成为

“北三县”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主力
军；重点打造的大厂数字经济总部商务区、
香河高铁商务区正在加快建设，不断扩大北
京城市副中心发展“腹地”。

目前，三河市燕郊北部科学城内已落地
的京津项目正拔地而起。国科稀土、兴远高
科等 16个项目已投产，科达军需装备、有研
稀有金属技术创新平台、新宜现代供应链、京
投发展朝东中心、东都时代商务中心等13个
项目正在抓紧建设，燕京矿山风机、新宏昌二
期等4个项目正在推进。

产业协同突飞猛进

共建“北运河文化带” 跨界生态绿洲呼之欲出

产业协同推动经济发展，生态协同则向人们展
开了一幅运河蜿蜒流淌、绿树层叠苍翠的美丽画
卷，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金名片”。

近年来，“通武廊”加快推进生态协同发展，实
施了北运河—潮白河中部地区大尺度生态绿洲建
设等项目，将三地的城市和山水融为一体，一批高
水准、标志性的精品公园和绿化景观构成了蓝绿交
织的生态空间。

一大早，万女士在状如飘带的香河北运河公园
骑行游览，“景色太美了，不仅岸绿湖清，空气也特
别清新。”作为“通武廊”生态协同发展的典范之一，
香河北运河公园不仅是当地群众休闲旅游的好去
处，也是香河县距离北京城市副中心最近的一处环
京“绿带”。

春日踏青，大厂回族自治县“万亩银杏林”迎风
玉立，游人如织。这个环京片区规模最大的银杏森
林，如今已成为亲绿、亲水、亲自然的京东森林生态
休闲旅游胜地，与附近的“百亩玉兰园”“千亩樱花
园”构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东部绿色屏障。

在北运河天津武清段，被称为“北方水上园林”
的南湖景区绿草依依、波光粼粼，湖边的树木花色
四季变换，美不胜收。景区内设有一条漫步路，还
有一条用彩色沥青铺就的骑行专用道，5公里长的
环湖景观，让骑行爱好者尽览“通武廊”生态长廊靓
丽风景线。

如果说绿色赋予了“通武廊”生机与活力，那么

“水”则是这片热土的生命与灵气。
“通武廊”在大面积植绿的同时，还开展了水生

态系统修复与建设。潮白河等重点水系两岸生态
型河岸建设如火如荼。其中，开展了包括保留河道
天然的形态及断面，改造原有硬化河岸，恢复岸线
和水体自然净化功能，强化水体的污染治理效果等
诸多措施。

作为京津冀重要湿地之一的武清区大黄堡湿
地，其保护修复工作正在高标准推进，翠金湖、燕王
湖拆除后土地已全部复绿。过去一年，大黄堡湿地
累计修复复绿土地1.3平方公里，实现生态补水8000
万立方米，再现出水天一色、草长莺飞的美丽风光。

武清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通武
廊”共同做好跨境河道水体治理，使得武清区内的
北运河、龙北新河等入境水质明显提升。截至目
前，上述水体综合污染指数下降到 2.13，标志着“通
武廊”生态河流体系已经形成。

在廊坊北三县，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也进一步
提升。

2020 年 3月投入运行的三河市燕郊西 10万吨
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到京 B 标准；大厂县污水
集中处理 PPP项目（含大厂城南、城北和夏垫污水
处理厂）完成了 PPP 项目前期工作和社会资本方
招标工作，夏垫污水处理厂已进场施工；香河县五
百户污水处理厂正在开展立项审批，预计今年建设
完成。

高端人才“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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