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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
增长极的重大国家战略。

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博大的胸襟气魄，厚重的历史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
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攻坚克难，不断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历史行进的脚步中，一个个标志性的
节点，一次次关键的指引，一幕幕难忘的
场景，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非凡历程，也昭示着这一历
史性工程更加雄阔壮丽的未来图景。

（一）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

不同，却瓣瓣同心。”

5月的清晨，朝阳唤醒大地。
每天6点56分，都有一列复兴号高铁

列车从北京西站准时出发，一路向雄安
新区飞驰。车窗外，碧绿的麦田一望无
垠，广袤的京津冀大地风光无限——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
畿重地，濒临渤海，携揽“三北”，面积
21.6万平方公里，承载1亿多人口，是拉
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这里也曾困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
调：既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有发展鸿
沟的困惑，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

进入新时代，作答新课题，回应新期
待。

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高度
重视，进行着深入思考。

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要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首都？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
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优化如何推进？

大战略需要厘清大逻辑。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实现重点突破，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并为全国区域
协调发展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
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
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
融合、协同发展。”

大战略需要谋划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多次在京津冀地区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一
系列相关会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同
时段和关键时刻都给予关键指引。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
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总书记在
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在不同场
合总书记又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
重要指示。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汇报。面对京津冀负责
人，总书记深刻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
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并
提出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等7点要求。

谋定而后动。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就是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
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
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
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习近平
总书记给出明晰指引。

审议这一规划纲要，一次次提上中央
重要会议的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
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
展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
配套推出改革举措”；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
改革、有序推进”；

“要把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
为 推 动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一次次考察，一场场会议，一系列重
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再
赴京津冀调研。

这一趟，举世瞩目的河北雄安新区，
古韵厚重的天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
副中心，总书记用3天时间深入考察，并
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这一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
阶段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
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
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
气力推进工作。”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
不同，却瓣瓣同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意味深长。

九载光阴，春华秋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这方热
土日新月异，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经济总量突
破10万亿元，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
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今年一季度，京
津冀地区实现进出口1.23万亿元，同比
增长9.3%。

北京向外疏解与内部重组相互促进
的发展格局加快完善。雄安新区建设全
面提速，起步区“四横十纵”骨干路网全
面开工，启动区“三横四纵”骨干路网具
备通车条件；白洋淀水质总体达到III类
标准，森林覆盖率达34%。北京城市副
中心加快建设，行政办公区二期进入施
工收尾阶段，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公共
建筑主体工程完工。

2022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
比重超4成；天津滨海新区，北方国际航
运核心区建设迈出新步伐，集装箱航线
总数达到140条；张家口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和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深入推
进，2022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2600万千瓦……

不凡的起笔，宏伟的篇章。
2023年5月之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大判断：“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
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紧紧抓住“牛鼻子”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

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牛鼻子”。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考察，第一站就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近1个半小时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
观看介绍北京建城史、建都史和北京城
市变化情况的专题片，认真了解北京地
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
等情况。

“总书记问得很细，对于人口过多、
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生态环境严峻等首
都发展存在的问题，都十分关心。”北京
市规划展览馆原常务副馆长赵莉对当时
情景记忆犹新。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北京
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明确“调
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大思路。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擘画，跳
出“一城一地”得失来思考，这是史无前
例的大手笔。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规划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有
关情况汇报。总书记提出全新的战略构
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
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京津
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如何精准破题、科学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作出过

形象、透彻阐释——
“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科

手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
市病’问题”；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
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
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
转移到河北、天津去”……

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更加讲究方式
方法。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深刻解析

“疏解”一词，“疏解是双向发力”“雄安新
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整，优化核
心功能，把‘白菜心’做好”。

北京向南100多公里，河北雄安新区。
夏日阳光下，白洋淀波光潋滟，“千

年秀林”苍翠茂盛，启动区核心地段塔吊
林立，各项建设正在加紧推进。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雄
安新区考察期间，来到雄安城际站及国贸
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沙盘、登平台，察看
建设工地，了解启动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及重点疏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情况。

“着力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
之城，真正把高标准的城市规划蓝图变
为高质量的城市发展现实画卷。”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叮嘱。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在每个重大节点、每个重大问题
上及时把关定向。

6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河北
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
貌，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规划建设雄安
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
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4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赴雄安新区
考察，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标杆。

牢记嘱托，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

历经6年规划建设，如今，雄安，这座“未
来之城”正在向我们走来：

城乡空间格局清晰明朗，城市和建
筑风貌设计稳步推进，城市外围道路框
架、内部骨干路网、生态廊道、新区水系

“四大体系”贯通全域，城市功能不断完
善，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
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
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
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
善作善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要求，让
这座“未来之城”更加令人期待。

优化重组北京功能布局，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发展的另一翼。

立夏刚过，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
一个个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众多标志性
工程投入使用，一座新城呼之欲出。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现场
指挥部，察看规划沙盘，观看视频短片，
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文化保
护等情况。

“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
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思路：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
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在这个问题上要
进一步统一思想，围绕迁得出去、落得下
来，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
引导机制。”

千年古都，正在蝶变。
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2014年

以来，北京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约3000
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
心近1000个。8家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并
在京外落户建设，首批4所疏解高校、2家
疏解医院确定选址。2022年全市常住人
口降至2184.3万人。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2019年以来，北京市级机关1.7万人迁至
城市副中心办公，一批交通、水利、能源
等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逐步建成，北京学校、友谊医院通州院
区等陆续投入使用……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要推动北京‘新
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三）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若干领域率先
突破。

2021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河北考察，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强调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在交通、环境、产
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天安门正南46公里处。
初夏时节，走进地跨京冀的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机器轰鸣、车辆
穿梭。综合保税区（一期）正式运营，保
税仓储物流中心、多式联运库等投入使
用，一批产业项目有序建设……

3年多前，2019年9月25日，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提出
要求：“大兴国际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
工程，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干工
程。京津冀三地要抓住机遇加强协同合
作，加快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下转03版）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