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新闻10 2017年9月18日 责任编辑/张惠军 美术编辑/丰光

加快京津产业疏解和承接，

行政和政策壁垒是“拦路虎”。沧

州常务副市长袁志刚说，要解决

要素市场对接协同问题，就必须

破除“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

在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前，一条笔直的马路改名为“北京

大道”。而更具突破意义的是另

一条“路”——异地监管。据了

解，化学原料药制造将在今年底

前全部迁出北京。渤海新区管委

会主任张国栋说，按以往规定，北

京药企到河北跨省建厂，审批周

期至少两年半，改革行政审批成

当务之急。

为此，京冀携手共创“共建共

管共享”管理模式，在国内首开

“企业在河北、监管属北京”的跨

区域管理体制先河，入驻的北京

药企依然保留“北京身份”，加快

了北京医药产业的疏解转移。北

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贤柱说，选择沧州，不仅是因为

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北京药”

身份的保留，“这是最吸引我们的

地方”。

沧州与天津的互动也日益频

繁。共同组建的津冀渤海港口投

资公司，变竞争为竞合，实现港口

资源的整合优化。沧州渤海新区

管委会同天津东丽区政府签订共

建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园区战略合

作协议，努力将其建设为天津产

业转移的首选园区。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加快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

渐显露出来。沧州市今年以来围

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实施了227

项改革，制定了《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案》《深化投

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39个

文件，同时对不作为、乱作为、慢

作为追责问责107人。

据新华社电 “这虽然是我第

一次参加蔬菜产销对接大会，但之

前认识的一个种植大户在京津冀首

届蔬菜产销对接大会上认识了50多

位京津的客商，与近10家达成了合

作意向，让人羡慕。这次来参会特

意加印了宣传册，并带了两个新品

种。”河北馆陶黄瓜小镇的王龙月16

日对记者说。

京津冀第二届蔬菜产销对接大

会吸引了来自河北省各个地市 200

多家蔬菜生产经营单位和京津数百

位采购商前来，会议除现场观摩外，

还安排产销洽谈、对接扶贫等专场

活动。

张家口崇礼区一个彩椒基地负

责人赵建军称，这次来是想多看一

些先进合作社的产销对接方式，回

去后消化吸收。

秋葵茶、盆栽韭菜等新产品也

亮相此次对接大会，“京津市场对高

端蔬菜、绿色蔬菜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这种口味独特、形式新颖的农

产品往往更易受采购商青睐，产生

出其不意的效果。”河北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魏树俭说。

17日记者再次见到王龙月时，

他正在与北京的一家农业企业签订

购销合同。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与王龙月签约主要是因为他们

的产品有“绿色证书”，且他们的合

作社距离北京的运输距离适中，规

模很大，有稳定的货源保障。

当日下午，参展商开始陆续撤

离。河北秋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冯双洋告诉记者，她们这次遇

到了几个对自己产品感兴趣的高端

食品推广企业，还加入了十多个京

津冀蔬菜方面的微信群，里面有不

少业内大咖，真是一场“丰收”。

据统计，今年蔬菜大会共计签

约72万吨，涉及莲藕、食用菌、番茄、

青椒、豆角等二十多类，签约金额达

到17.5亿元。

9月17日，在张家口市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名技术人员在维护

设备。

近年来，张家口市桥东区围绕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冰雪运动装备、

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为高新项目集聚成长搭建平台，打造智慧工业集

群。在上海张江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园，以亿华通、智云信息科技等为代表

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华社发

千
亿
元
级
产
业
集
群
为
何
频
落
这
里
？

—
—

沧
州
高
效
承
接
京
津
产
业
疏
解
观
察

据新华社电 沧州在承接京津产业疏解中，目前不仅承接项

目数量最多，而且北京现代、生物医药等一批“大块头”已正式投

产，北京大红门等数千商户纷纷迁入，加速形成多个产值千亿元

级的新产业集群。

记者近日在投资达120亿元

的北京现代沧州工厂看到，一辆

新车 51 秒就能组装下线。这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已

落地的最大体量项目，去年10月

竣工量产，41个汽车零配件企业

随之而来。厂长韩桂升说，这既

能突破北京现代产能瓶颈，又能

带动沧州产业发展。据介绍，到

2020年将形成产值超千亿元的汽

车产业集群。

位于渤海新区的北京生物医

药园，是沧州承接的又一个千亿

元级产业集群。目前，已有９

５家药企签约，其中 27 家开工

建设、8 家竣工投产。渤海新区

协同办副主任臧灏说，上下游

企 业 在 园 区 内 聚 成 循 环 产 业

链 ，比“ 单 打 独 斗 ”更 具 竞 争

力。据核算，已入驻投产的北京

药企比在北京分散经营成本降低

三分之一以上。

沧州高铁站旁的明珠商贸城

内人头攒动，来自北京的近千家

服装经销商户已扎下根并开始赢

利，还有8000多家商户正陆续入

驻。不远处，总投资500亿元、能

容纳近万家企业的服饰小镇已破

土动工，目前已签约北京服饰生

产加工企业 986 家，达成意向

2100家。一个产值千亿元的家纺

产业集群正在迅速崛起。

“沧州承接项目不是‘捡到

篮子里就是菜’，而是引进一个

项目、形成一个产业集群。”沧

州市委书记杨慧说，引进的项

目无论体量大小，必须符合沧

州产业结构布局，并且“来得

了、接得住、过得好”，实现疏解

和承接双赢。目前沧州与京津

合作项目 1085 个，总投资 3510

亿元；与 36 家央企合作项目 118

个，总投资3644亿元。

沧州位于京津一小时交通

圈，拥有能源大港黄骅港，具备良

好的产业基础。“承接京津产业转

移，沧州有着一些天然优势和平

台。”沧州市长梅世彤说，但仅靠

这些形成高品质的产业集群还不

够，必须在提升“软服务”上下硬

功夫。

北京现代从开工到量产用时

18 个月，这种高效率保持至今，

其背后是不断加大“放管服”改革

力度。据介绍，仅今年以来，市本

级就自行取消和下放行政权力

359项，其中企业登记审批事项由

226 项 减 少 为 37 项 ，减 幅 达

84％。上半年，全市新增市场主

体近４万家，增长25％。

“一个政策、一个流程、一名

办事员的一言一行，就可能促成

一个项目，也可能逼走一家企

业。”沧州协同办副主任兰丕禄

说，全市努力打造办事程序最简

化、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理念最

先进、办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方式

最快捷、办事成效最显著的政策

洼地和投资热土。为切实给医药

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沧州专门

引进70名理念新、懂专业的招商

人才，使沟通更顺畅。

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不可

或缺。沧州与北京政府层面多次

对接，企业间也频频洽谈，拿出十

足诚意。如明珠商贸城不仅给北

京商户优厚条件，同时配建公寓

和小学等。两年来，明珠商贸城

负责人于桂亭自己接待从北京来

考察的商户超过３万人次。“不仅

要让‘闺女’嫁过来，还要让‘闺

女’嫁得好。”

来得了接得住过得好

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承接产业转移

既需“硬平台”也需“软服务”

破除“一亩三分地”思维

用创新驱动突破重重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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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京津冀蔬菜产销对接大会
签约金额达到17.5亿元

张家口：打造高新技术产业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