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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十周年。在27日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京津
冀协同发展十年来有关情况。

“过去10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
是夯基垒台、落子布局，重在调整优化
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国家发展改革
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表示，京津冀协同
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介绍，10年来，规划政策框架搭
建形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突
破性进展，首批高校、医院、央企总部
在雄安新区落地建设；雄安新区进入
大规模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并重的阶段，城市框架已经基本显
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日趋完善，北
京市“四套班子”以及70多个市级部门
已经迁至副中心办公；重点区域高质
量发展成效明显；重点领域协同发展
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城市1—1.5小时交
通圈基本形成，2023 年区域 PM2.5 比
2014年下降了近六成，北京流向天津河
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2800亿元；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京津冀推出
了第一批165项资质资格相互认证。

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的“两
翼”之一。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夏林茂表示，北京每年保持千亿级的
投资强度来保障副中心的快速发展，
行政办公区一二期已经全部建成投用，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迎客，大运河津
冀段全线62公里旅游通航，运河商务区
注册企业超2万家，通州与北三县跨界
道路已经有10条，轨道交通平谷线全面
建设、在三河市设了5座车站。“将重点
处理好与雄安新区、中心城区、周边地区
的关系，持续完善城市框架，实现以副辅
主、主副共兴。”夏林茂说。

共同唱好京津“双城记”，是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篇章。天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表示，京津
两地资源十分丰富，功能定位互补，在

全面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中，天津加快
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着力拓展“半
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充分发
挥天津港优势，促进区域资源共享共
用，持续增强协同发展内生动力，用好
中关村资源，推动两地区域产业链成
龙配套。下一步，将持续拓展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继续唱好科技协同创新、
产业体系融合、体制机制创新、重点领
域协同的“双城记”。

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集中承载地。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张成中表示，为落实这一功能定

位，河北通过打造具有吸引力的疏解
政策环境、打造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环
境、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推
动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目前，出台
住房、户籍、教育、医疗等 10个配套方
案；新区启动区、起步区加快建设，首
批疏解标志性项目有序落地；推动筹
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
举办百校百所千企、万名首都大学生

“雄安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郭兰峰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

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求，会同有
关部门和三省市一起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迈上新台阶：围绕解决北京“大城
市病”的问题，抓住疏解这项工作不放
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北京“新两
翼”，培育区域的增长极；促进重点区
域高质量发展，以点带面助力建设以
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创新协
同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重点领域协同
向规则协同并重转变；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推动协同发展，不断增强区域内
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十年协同发展成就

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日趋完善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世界遗产、
文保单位、名镇名村……京畿大地以
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独树一帜。今年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第十个年
头，《京津冀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分
布图》近日发布。这张图展示了京津
冀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
布，系京津冀三地首次基于统一空间
框架对历史文化资源作系统梳理、客
观展示和权威发布。

截至2023年，中国有57项世界遗
产，其中京津冀地区共有8项，分别为
长城、明清故宫（北京故宫）、周口店北
京人遗址、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
庙、北京皇家祭坛—天坛、北京皇家园
林—颐和园、明清皇家陵寝、大运河。
各世界遗产位置在分布图中标注清
晰，一目了然。

分布图还展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等。截至 2023 年，京津冀地
区共有 8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0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8个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八批共
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京
津冀地区有474处，包括北京的故宫、
天安门、居庸关云台等，天津的独乐
寺、千像寺造像、蓟县白塔等，河北的
西古堡、保定钟楼、隆兴寺等。

记者注意到，图中还标注了“通州
近代学校建筑群”，这是北京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州近代
学校建筑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玉带
河西街南侧，包括潞河中学、富育女
校、北京护士学校 3 校的近代建筑。
潞河中学始自 1867 年 12 月美国公
理会传教士江戴德夫妇在通州新城
开办的男童寄宿学校，1917 年与汇
文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后，更名为
私立潞河中学。现存重要建筑有卫
氏楼、谢氏楼、文氏楼、潞友楼、教士
楼、饭厅、博学亭等，属近代美国折
衷主义风格。

富育女校则为 1866 年美国基督
教 牧 师 富 善 创 建 的 安 士 学 道 院 ，
1900 年庚子之役烧毁，自 1902 年起

陆续重建，现存映竹楼、翠柏楼、图
书 馆 和 百 友 楼 ，均 为 砖 木 二 层 结
构。北京护士学校现存 4 座洋楼，为
民国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原为教
会财产，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医
疗教育机构使用。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津冀三地山
同脉、水同源、地相连，人缘相亲、文化
一脉，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天然
基础。“此次主要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的发布，有利于公众进一步了解京津
冀地区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助力京津冀地
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据了解，该图经首都规划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协调，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
文物局合作，并由北京市测绘设计研
究院编制完成。

京津冀发布主要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图中标注“通州近代学校建筑群”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北京

市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移动端正式接
入“京通”，该平台建成后，将成为全市
农业农村业务管理与服务的统一平台，
涵盖种植业等21个业务领域。

据了解，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依托
“三京”、“七通一平”共性基础平台，按
照“数据一仓库、管理一平台、决策一张
图、应用一掌通”的总体思路，分步推进
北京市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全市农
业农村业务管理与服务的统一平台，涵
盖种植业、养殖业、农业科技等21个业
务领域，在市、区、乡（镇）、村、农业领域
市场主体等各级推广应用。持续汇聚
市、区、乡（镇）村、农业领域市场主体各
级相关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和系统壁
垒，逐步实现涉农数据资源纵向融汇
贯通、横向共享共用，推动农业农村
大数据在生产经营、行业监管、乡村
治理、公众服务中深度融合和创新应
用，为我市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提供重要基础支撑。

平台通过电脑端和移动端同步为
农业领域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农

业农村各项业务办理、政策查询等服
务。为加大服务力度，2024 年 1 月 31
日，平台移动端正式接入全市统一公众
服务平台“京通”，并开通“农业农村”版
块，第一批接入了农机补贴、农业标准、
涉农政策等服务。

目前，农业领域市场主体和社会公
众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京通”“农业
农村”版块。其中，农机补贴可实现补
贴范围内农机经销商查询、农机机具查
询、农机购置补贴结果公示、提交农机
购置补贴申请等事项；农业标准可查询
到农业领域的地方标准、绿色标准和有
机标准，同时提供了详细的标准分类；
涉农政策可通过政策文件列表及时了
解最新的北京市涉农政策，也可通过关
键词、主题、文号等检索所需的涉农政
策文件。同时，通过图解、视频、动漫、
问答等多种形式，对北京市涉农政策文
件进行详细解读。

后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将按照农
业领域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需求，结合
各业务部门管理要求，逐步开通其他农业
农村领域服务事项，不断拓展农业农村版
块服务内容，持续提升公众服务能力。

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移动端正式接入“京通”
涵盖种植业等21个业务领域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霍
旺 郑思瑶）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京
津城际客流日益增长。自去年 6月份
起，国铁北京局精准实行“一日一图”，
列车不断扩容，目前基本运行图为 126
对。十年间，北京南站京津城际已累计
发送旅客 1.1亿人次，最短每 5分钟就
有一辆京津城际从北京南站发出。

记者得知，2018 年 8 月 1 日开始，
京津城际全部更换为“复兴号”中国标
准动车组列车，8月 8日“复兴号”在京
津城际实现时速 350 公里运行，让北
京、天津之间的“高铁时间”大幅缩短至
半小时。2023年6月15日，京津城际列
车部分车次采用重联或长编动车组列
车，北京南站京津城际始发总运能达到
8.5万人，相比于之前的运行图来说，运
能增加 1.4万人，增幅达到 20.5%，有效
提高每周早晚通勤高峰时期的运能，充
分满足京津间旅客出行需求，半小时交
通圈再升级，更好服务“双城记”，进一
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党支部书记薛
雅菲介绍，十年间，北京南站在售票方
式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北京南站在
2008年8月开通之初，使用的是蓝色磁

卡票；到了 2019 年 12 月 10 日，京津城
际铁路及延长线共 7个车站试点实施
电子客票业务，旅客无需换取纸质车
票，持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检票乘车，实现线上线下功能一体
化、客票业务全面自助化。

此外，为方便北京、天津两地商务
差旅和通勤旅客便捷出行，国铁北京
局陆续推出京津城际中铁银通卡、同
城优惠卡、30日定期票、20次计次票和
10 次计次票等多种新型票制产品，满
足多样化、便捷化、电子化的需求，进
一步凸显高铁“公交化”的运营模式，
提供更加便捷、优惠的购票乘车服务。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
以后，北京南站的客流逐年上升。“每
年的五一、端午、十一等小长假，以及
暑运等高客流时段，南站都会常态化
组织在北京、天津地区的一些高校、周
边社区以及北京局的基层单位招募青
年志愿者，与车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投入
到服务旅客的工作中，这也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的一项活
动。”北京南站团委书记李书琦说，十年
来，北京南站已组织近 3.6万名青年志
愿者服务广大旅客423万余人次。

超收租金存入监管账户

过去，许多租客在租房时会担心租
赁企业“跑路”，导致自己一次性交付的
大量租金遭受损失。据统计，本市押金
租金纠纷占住房租赁纠纷的七成以
上。而当超收租金被关进“保险箱”后，
租客的租金安全就会得到进一步保
障。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的适用
对象为承租他人住房从事转租业务的住
房租赁企业，至于市民个人出租房屋或企
业出租自持房屋的情况，则不包含在内。

租金监管管什么、怎么管？根据
《征求意见稿》，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

数额超过 3个月租金的，租金应先全部
存入租金监管账户。其中，租金监管账
户由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市资金中心”）开设并负责管理。

这也意味着，如果租客是月付或季
付，租金会和以往一样交给租赁企业；
如果是半年付、年付及以上付款周期，
租客的租金将全部存入租金监管账
户。其中，3个月租金部分在一日内划
转至住房租赁企业账户，其余租金按月
划转，每次划转金额为一个月租金。

托管监管账户应予公示

当租房合同到期或者解除，租金监

管账户内仍有租金剩余时，需要由租赁
企业在一个工作日内提出租金退还意
见。随后，由租客在退还意见提出后的
两个工作日内确认是否同意，如果同
意，则按退还意见退还；如不同意，无争
议部分将及时退还，有争议部分租客可
通过协商、向中介协会提出调解，或诉
讼、仲裁等途径解决，再由资金中心根
据结果退还。

除租金外，押金能否正常退还给租
客同样备受关注。实际上，2021 年本
市就发布了《关于规范本市住房租赁
企业经营活动的通知》，明确押金由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建立的专
用账户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出

台，将管理专用账户的主体调整为在
住房资金监管方面更为专业的市资
金中心，托管和退还押金的流程与租
金监管类似。

如何确认自己的租金和押金存入
了监管账户？根据《征求意见稿》，租赁
企业应在经营场所、网络服务端醒目公
示押金托管账户、租金监管账户信息。
同时，租客还可通过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编号等信息查询本人押金托管、租金监
管账户内金额。

如果租赁企业、从业人员未履行押
金托管与租金监管或存在经营风险，各
区住建部门将暂停向该企业拨付账户
内资金。

本报讯（记者 赵鹏）三地间可异
地互相办理宽带，跨省享受权益服
务，京津冀实现数据互通……京津冀
协同十周年让数智化不断赋能生产
生活。记者昨天获悉，伴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移动
协同河北移动、天津移动及中国移动
政企事业部（雄安办）、中国移动雄安
产业研究院等，发力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迈上新台阶。

张先生用的是天津移动的号码，
但目前一直在北京工作和居住。近
日，他通过中国移动手机APP就申请
好了在京安装家庭宽带的业务。这
得益于京津冀三家移动公司联合修
改完善了跨省宽带业务规则及产品
功能，三省移动客户无需更换新号即
可互相办理异地宽带服务。

事实上，只有抓实服务协同，才
能便捷三地客户跨省应用。北京移
动负责家庭宽带业务的负责人说，

“随着跨省宽带业务上线，大众可
直接使用天津或河北移动号码自
助申请报装北京移动宽带，后续使
用、交费还能自助完成，全程更加
省时省事。”

租客向租赁企业支付的租金纳入监管
市民个人出租房屋不包含在内

本报记者 鹿杨

北京南站京津城际十年来累计发送旅客1.1亿人次
高峰期实现“公交化”运营

京津冀实现宽带异地互办

未来，租客向租赁企业支付的租金将纳入监管，租房更安心。昨天，市住建委会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押金托管和租金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拟明确将住房租金纳入监
管。对于单次收取超3个月租金的住房租赁企业，需将超收租金存入第三方专用账户，且租客可自行查询
租金监管账户内金额。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构建，京唐城际铁路已成京津冀区域城际运输的重要力量。（资料图）记者 常鸣/摄

新闻内存

主题邮局，是指中国邮政依托自身
资源优势，将传统邮政服务与文化创意
相结合所开办的特色邮局。

北京目前共有邮政网点 733个，截
至今年 2月底，有主题邮局 70个，并形
成党史馆主题邮局等红色文化，北海皇
家邮驿等京味文化，国博、故宫主题邮
局等古都文化，太空、奥运主题邮局等
创新文化四大类集群。

最多时一天接待上万人

刚刚过去的元宵佳节，前门大街喜
庆热闹，游人众多。位于大街偏南的新
国潮主题邮局人气超旺。约30平方米
店铺内，邮政第一代邮车复制品吸引不
少人拍照，四周展台摆满了邮政主题和
国潮风文创商品。“春节至今最多时每
天接待约万名顾客。”工作人员介绍，近
期工作日每天也要接待两三千人。

大兴国际机场一层有一家主题邮
局。店内不时有旅客前来邮寄物品、
购买文创。机场内的 24 小时个性化
明信片打印机，每天要为 40 多位旅客
打印专属明信片。位于宛平城内的卢
沟晓月主题邮局农历小年重张后，日
均接待 1000 余人。位于奥林匹克公
园的奥运文化主题邮局，日均接待
2000 余人，其奥园 18 景邮戳引得游客
大排长龙。

“邮”出新业态新潮流

风格鲜明的主题邮局有些是在传
统邮政网点基础上演变而来，有些则在
热门文旅点位新设。

“主题邮局是传统邮政网点焕发活
力、创新空间运营的一种尝试。”中国邮
政北京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信件、包裹、汇兑、印刷品等邮政普遍服
务基础上，营造文化场景，满足集章、拍
照、文创、互动体验等需求，吸引更多年
轻人，催生新业态。”

相比于其他类别文创空间，主题邮
局有自成一脉的文化传承。一些珍贵
的主题邮局配有专属邮政编码，犹如文
化 密 码 。 如 太 空 邮 局 的 邮 编 是
901001，这是中国邮政特批的“9”开头
的永久编码；天安门邮局的邮编是
100060，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而
启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主题邮
局的邮编是 100100，庆祝建党百年。
绝大多数主题邮局还有自己的文化
戳记——即每日邮戳上不仅有网点和
日期信息，还会增加专属创意元素：中
轴线主题邮局的戳上有宏恩观主殿形
象，古北水镇·长城主题邮局的戳上有
其城楼形象等。

“邮政+文旅”双向赋能

北京的主题邮局是邮政与文旅双
向奔赴的结果，也双向赋能。今年春节
前夕，北京曾向社会隆重推介 10 款北
京礼物新品，其中来自主题邮局的占了
两席。中轴线主题邮局的新春文创“老
北京城楼记忆”连体明信片檀粉香枕套
装，1 月 18 日上市以来已售出 2000 余
套。“邮”特色文创品，正在不断丰富文
化消费。

与此同时，与越来越多文博场馆、
文旅地标、热门景区合作的主题邮局，
也为更多邮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灵
感。故宫邮局已根据《千里江山图》《货
郎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多幅故宫珍藏
名画发行了特种邮票。党史馆、香山革
命纪念馆的馆藏，也为一系列红色邮品
提供灵感。

今年 1 月，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共同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动文化旅游与邮政服务融合发展
的通知》，推动北京邮政业与旅游业融
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北京市旅游景区主
题邮局建设。不久后，北京城市图书
馆、玉渊潭公园、慕田峪长城、国家中医
药博物馆，以及电影主题邮局都将相继
开放。北京主题邮局将于年底达到
100家。

古都、红色、京味、创新四大类主题邮局成为网红打卡地

北京主题邮局年内增至100家
本报记者 李洋

特殊邮编犹如文化密码、邮文创独一无二……分布在北
京城乡的70家邮政主题邮局成为独立的网红打卡门类，形成

“旅邮”新业态。据悉，今年北京邮政主题邮局将增至1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