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共绘绿水青山“同心圆”

记者在市人大代表询问、政协委员咨询活动上从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近年来三地共绘生态“同心圆”，
在京畿大地缔造出蓝天白云常在、一湾碧水长清、绿
色低碳扩容、人与自然共生的盛景。

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在既有协同机制基础上继
续开拓，实现京津冀环评机构跨区域协同监管、辐射
安全协同管理、跨区域生态环境信访举报协同处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协同办理，以“四合一”铁拳
联合提升跨区域生态环境监管能力。与此同时，
三地“手牵手”开展低碳出行碳减排量核算技术规
范编制；在大兴、平谷、顺义等地与毗邻地区开展联
合联动执法基础上，以延庆区、张家口市为试点继续
探索建立源头追溯、数据共享、队伍联建等区域执法
互助新模式。

2023年，北京市大气环境中四项主要污染物持续
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中，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为32微克/立方米，实现连续三年稳
定达标。去年，本市PM2.5优良天数占比九成，PM2.5最
长连续优良天数为 192天，比 2022年增加 20天，相较
2013年的13天，更是由不到半个月增加到超过半年。一
幕幕蓝天、白云、晚霞，给市民带来更多美好回忆，在这背
后，则是本市积极发挥“人努力”的作用，一微克一微克地
抠，深挖减排潜力，推动机动车及机械电动化进程，持续
散煤清洁化替代，强化政策一体化推进及执法监管，通过

“组合拳”，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
水是生命之源，2023年京冀签署官厅水库上游永

定河流域水源保护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保水共同体”
新增门头沟区，并由密云水库的“两市三区”拓展到密
云水库、官厅水库的“两市四区”，即密云区、怀柔区、
延庆区、门头沟区和张家口市、承德市。就在 2023年
11月，官厅水库迎来浩浩荡荡的“南迁大军”，数百万
只候鸟在此停歇休整，这正是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

真实写照。
三地共同发力，让重点区域越来越美。近年来，

北京“新两翼”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副中心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加速建设，正由“生机勃发”迈向

“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新阶段，完成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机构系统开发建设。副中心还积极探
索多能耦合等实践做法纳入生态环境部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实践案例，并加快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落实

“通武廊”协议携手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绿色成
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深厚根基。

与此同时，雄安新区也展开生态环境新画卷，落
实白洋淀流域跨省（市）界河流水污染防治工作机制，
房山区与保定市涿州市、涞水县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进行2023年京津冀突发水污染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共
同保障白洋淀入淀河流水质，淀区野生鸟类增加、生
态环境更加“宜居”。

同护生态：

昨晚7时，市人大代表询问、政协委员咨询活动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等55个部门现场接受询问咨询。代表和委员们的问题涉及规划、交通、民生、营商环境、城市更新、老城文物保护等诸多热点领域，共
有571人次代表、委员咨询了489个问题，当场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有421件。其中协同发展和副中心建设更是成为现场频频出现的“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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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100多项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
举措，协同推进过境免签政策……记者在市人大代表
询问、政协委员咨询活动上从市商务局获悉，10年来，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商务
部门破除制约商贸流通领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壁垒，打
造出京津冀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商务协同
发展新标杆。

据介绍，三地联合推动区域商事制度协同互认，促
进区域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实现政策一致、流程统
一，企业跨区域登记更加便利。为促进跨境贸易便利
化，京津两市建立联合领导小组，组建由两地商务（口
岸）、海关、市场监管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的联合工作专
班，增强统筹谋划和综合协调能力，推出100多项提升
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创新举措，统筹推进京津跨
境贸易改革，大幅降低企业跨境贸易通关时间和成本。

《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落
实，也建立了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议机制，健全完
善“信息共享、创新共推、模式共建”的制度创新合作对
接机制。三地还建立京津冀陆港协作机制、空港协作
机制和海港协作机制，推动实现区域港口协同发展、互

联互通。
三地共筑开放平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

区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市综合保税区，同时享有京冀两
省市自贸试验区政策，在全国率先打造“一个系统、一
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一体化通关模式。

为推动京津冀空港、陆港为企业服务，三地还打造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示范高地。三地口岸主管部门提
升服务水平，构建口岸“快速反应通道”，协同推进过
境免签政策，为京津冀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完善服
务。通过实施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
直装”和“联动接卸”等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进而为
企业减负增效。

近年来，三地不断提升口岸服务协同水平，天津港
建立健全内陆服务影响网络，在京津冀区域内设立 40
余个直营店和加盟店，在北京CBD设立京津协同港口
服务中心，企业能一站式办理有关天津港的关务、物
流、仓储等业务。唐山港集团在京津冀设立14个内陆
港，在北京平谷马坊成立“唐山港平谷内陆港”，在北京
首发物流枢纽成立“曹妃甸港北京首发内陆港”，推动
京冀商品贸易发展、共享口岸经济。

55个部门亮相“两会”现场咨询会

协同发展和副中心建设成“热词”
本报记者 曲经纬 赵鹏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投入运营、三地共
绘 6 条产业链图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引
下，京津冀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握指成
拳，硕果累累。记者在市人大代表询问、政协委员咨询
活动上从市发改委获悉，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加快形成。

十年来，北京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严格执行
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
累计近2.5万件，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约3000家，疏解
和升级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

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协同发展
不断提速，“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津冀主要城
市 1至 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2023年北京 PM2.5
浓度较2013年下降64.2%，永定河、潮白河等五大主干
河流全部重现“流动的河”并贯通入海。仰望碧空，星
汉璀璨，俯视水脉，层峦叠翠，理想照进了现实。

产业兴则城市兴。三地共同绘制氢能、生物医药
等 6条产业链图谱，联合举办了 2023京津冀产业链供
应链大会，签约项目152个，意向投资额超千亿元。京津
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电力装备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级重点
产业集群。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超1万
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2800亿元。

梧桐花开凤凰来。京津冀三地区域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第一批 165项资质资格互认，自贸试验区 179项
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成立 15个跨区域特色职

教集团（联盟），200余所京津中小学幼儿园与河北273
所学校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实施京冀、京津医疗卫生
合作项目约50个，共同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居民服
务“一卡通”建设。9300余家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
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三地全面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去年 9月初，北京以“交钥匙”方式支持建设的雄
安北海幼儿园、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雄安校区
开学迎新；9月底，雄安宣武医院开诊试运行，北京已
有 40余所学校、5所医疗卫生机构对接支持雄安新区
相关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提高其公共服务水平。

培创新“沃土”，发产业“新芽”。雄安新区中关村
科技园揭牌运营，目前已落地企业超过 60家，一期入
驻率超 90%。京雄两地共同制定推进“北京+雄安”政
务服务同城化实施方案，推动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事项
同标、数据同享、水平同质。沟通两地的“动脉”京雄高
速公路已经实现全线通车，从北京西南五环驾车至雄
安新区只要1小时。

视线转向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稳蹄疾。
行政办公区二期建成，第二批市级行政机关搬迁。
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三大文化建筑投运，为京津冀地区“端”上丰盛的

“文化套餐”。东夏园交通枢纽主体完工，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M101 线加快建设，东六环入地
改造隧道盾构段双线贯通，交通路网越织越密，辐

射能力越聚越强。
文旅项目再添“巨无霸”，顶点公园和海昌海洋公

园两个重量级文旅产业项目已签约落地城市副中心文
旅区。助力碳中和，城市副中心正向着绿色低碳转
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注册登记系统和
交易系统实现上线运行，碳配额和环境权益交易累计
成交量突破1亿吨。五河交汇处，回首是历史，转身是
未来，运河商务区已吸引注册企业超 2万家。城市副
中心与雄安新区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创新政策和
改革试点，强化“两翼”联动。

2023年，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建设再添“羽翼”，示范区执委会成立并实体化运行，
真正实现了“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

不久前，厂通路潮白河大桥主梁开始吊装，距离竣
工投用又近一步。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香河的
石小路开工建设，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
平谷区的轨道交通平谷线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产业方面，2023年通州区与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
成功举办，签约项目50个、意向投资额426.8亿元，连续
五年累计签约项目210余个、意向投资额超1500亿元。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发挥通州区
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理事会、执委会作
用，扎实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实现厂通路建成通车，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平谷线、
石小路等工程，共同开展产业联合招商等。

商务贸易便利化齐上新台阶

一体发力：通州区与北三县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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