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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生态一体化发
展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不断优化空间和功
能布局，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首要任务，着力
构建系统完善的绿色空间体系，塑造高品质生
态环境，强化协同联动统筹。

今年的任务表中，明确提出三河市要持续
深化水环境建设。完成南水北调北三县供水
工程（三河段）主管线工程建设，积极推进 2座
地表水厂和5座农村配水站开工。严格落实河
长制，动态整治河渠“五乱”。开工建设段甲岭
水厂。完成燕郊东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启动
燕郊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确保国省市
考河流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铁腕治污，围绕重点因子、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持续加大建筑施
工、露天焚烧、道路扬尘、餐饮油烟排放、燃煤

锅炉热能替代、油气回收治理等领域工作力
度，对高值易发点位保持勤查严管高压态势。
确保综合指数、优良天数比率、PM2.5 平均浓
度任务完成。

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加强固体
废物污染管控，严控农业面源污染。深入落实
林长制，大力开展国土空间绿化行动，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持续争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加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以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为抓手推进国土绿化，完善七大垃圾处理设
施运营和监管体系，实现垃圾分类处置、资源化
利用。加大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建设力度，完善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严禁“三高”企业落
地，加快推动交通、建筑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5%左右；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左右；规模以上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4%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5%左右……三河市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三河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及三河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出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三河市正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三河图景，奋力谱写与通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三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张凤武表示，
2022年，三河市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协同发展，区域融合开
创新局面。

交通互联互通格局加速形成。平谷线
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60%、65%，剩余标段全部完成招标。京唐城
际铁路正式通车，燕郊站建成投用。燕郊金
谷大街公交综合枢纽一期投入运营。燕郊
至国贸“定制快巴”正式开通。

产业项目承接成效明显。举办以“协同
创新·融汇三河”为主题的北京·三河科技装
备产业推介会，“特种智能控制装备研发制
造项目”等 11个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
20.8亿元，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医疗器
械等多个领域。深入开展“对接央企、深耕
北京”专项活动，积极参加北京·河北廊坊北
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承接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首都央厨·北供食品
冷链物流基地等北京转移项目42个、总投资
535亿元。立足打造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产业聚集区”，成功引入北投城
市运营管理公司。

公共服务领域对接取得突破。与更多
北京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加快补齐教育、医
疗、养老等民生事业短板，推动更多北京优
质资源向三河延伸布局。第八中学、第二实
验中学等5所初中与通州区开展跨区域联合
教研。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纳入潞河中
学教育集团。4 家医疗机构与北京朝阳医
院、北京友谊医院等9家医院开展合作，实施
科室共建项目17个。9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
门诊慢特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一年来，三河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新成绩，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抢抓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的力度还不够大，
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张凤武表示，
2023 年，三河市将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
务和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

“我们将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指标分为四大类。一是经济发展类指标，
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二是创新开放类指标，包括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实际使用外
资；三是民生类指标，包括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调查失
业率；四是生态环境类指标，包括单位GDP
能耗、PM2.5平均浓度、主要污染物减排等指
标。”张凤武说。为确保实现发展目标，三河
市制定出各领域的主要任务。

在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中，产业是重点聚焦领域。
随着产业规划不断深化，创新链条
和产业生态健全完善，新兴产业集
群加快形成。

此次发布的《报告》提出，三河
市将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做大
特色产业，积极对接北京“2441”高
精尖产业体系，以配套北京产业链、
壮大自身产业链为主攻方向，大力
推进数字产业化，实施特色产业集
群“领跑者”企业培育行动，力争四
大特色产业集群年内营收增长 8%。
加快发展康养产业，瞄准北京养老
康养需求外溢机遇，依托燕达国际
健康城等龙头平台，积极发展健康
养老、老年医学检验和医疗服务、老
年用品制造等养老产业。加快发展
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抢抓北京农产
品保供优化布局的战略机遇，打造
北京东部地区农产品保供和冷链食
品物流基地。深入挖掘文旅资源，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和创意农业。

在推进项目建设方面，将动态
完善“七个项目库”，坚持“四色管理
法”，推动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等 32个亿元以上项目开工，燕达
陆道培医院等 21个项目加快建设，
星谊银河二号供应链基地等13个项
目建成投产。

加快打造承接平台，紧盯新一
轮非首都功能疏解机遇，围绕“科创
燕郊、智造三河”定位，积极引入和
承接北京高端生产生活要素和资
源，加强与中交集团、北投集团合
作，共同推进轨道交通平谷线TOD
项目开发建设；推动燕郊高新区、经
济开发区与中关村通州园等北京市
产业园区对接，承接更多转移项目，
力促中关村三河产业园挂牌运营；
确保经济开发区科创园、潮白云谷
科创园建成投用。

在全力提升实体经济方面，将
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二次创
业”，推动龙头企业壮大，加速中小
企业发展，扶持新生代企业成长，力
争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3家、限上批
零住餐 10家、规上服务业 5家、资质
以上建筑业 3家。推动欧伏电气在
北交所上市。支持工业企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力争新增
上云企业 30家，培育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项目2个。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也为深度
承接做好准备。其中包括全面推进
轨道交通平谷线建设，确保潮白大
街站和神威大街站完成主体工程，
开工建设燕郊站、高楼站、齐心庄
站；加快推进密涿高速北延工程，做
好北京姚家园路东延对接工程前期
工作；力争燕郊金谷大街公共交通
综合枢纽二期工程建成投用；提升
通勤定制快巴管理运营水平，力争
开通北京公交定制快巴。深入推进
孤山片区开发，稳妥有序推进燕郊
科学城建设和神威、潮白等片区城
市更新。

创新方面，三河市将加速创新平台构
建，确保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
中心创新园开工建设。积极对接科创
资源，吸引更多科技成果到三河孵化转
化，力争引入转化科技成果 15 项以上，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 14 亿元以上；加
强创新主体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

“瞪羚”企业分别新增 10 家以上，新增
省市级研发机构（平台）5 家以上；加快
创 新 人 才 汇 聚 ，确 保 京 津 冀（河 北 三
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引进高质量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 30家以上。持续开展第
三届市长特别奖评选，加快构筑创新人才

“强磁场”。
发挥招商促进中心作用，与通州区建

立常态化联合招商机制与项目会商机制，
实施“外资、内资、国资、民资、融资”同引，
鼓励骨干企业以商招商，借鉴合肥“基金
招商”模式等成功经验，以“基金+产业”模
式，积极引进优质企业，带动地方产业集
群发展。确保新签约 5000万元以上项目
200个以上。

紧抓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
遇，吸引优质资源集聚，加快形成开放发
展新优势。

民生领域涉及多项重点任务，今年三
河市将推动多个与北京合作的项目落地，
对标副中心，积极引入优质资源。

其中，在推进“健康三河”建设方面，
将加快陆道培医院、燕达医养康、中医院
康复中心二期等项目建设，推动市医院、
东市区妇儿医院规划设计等前期手续办
理。力促国家老年病研究中心暨北京医
院三河分院项目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加快
北京世纪坛医院与市医院、通州妇儿医院
与东市区妇儿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与中医院达成托管合作。推进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加快健
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和“互联网+医疗健康”
应用发展，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
发展。建成投用城安应急中心，全面提升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处置能力。大力推进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在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方面，将支持
应急管理大学所有学院实质性融合和新
校区选址。加快第一实验小学、王里村中
小学及幼儿园建设，新开工建设挺秀实验
学校等工程。同时，联合北京市实施教育
教学“双百工程”。持续巩固“双减”成果，

提升课后延时服务质量。加强校外培训
机构管理。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做
好教师招聘，加强教师队伍管理，深入推
进“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推行

“课时制”绩效工资分配办法。
推进“幸福三河”建设，扎实做好稳就

业工作，新增城镇就业6000人以上。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参保覆盖面。不断提
高退役军人优抚保障水平，持续推进“全
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加强住房保障，推
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做好公租房实物
配租和租赁补贴。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推动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推进“文明三河”建设。以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为统领，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
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
加强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建设，持续
打造“志愿三河”品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深入挖掘文旅资源，围绕“这么近、那
么美，周末到河北”打造一批优质景区和
旅游线路。

推进“平安三河”建设。对标通州标
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图景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积极服务和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区域融合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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