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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
略。采他山之石，琢本土之玉。在海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京津冀考察之际，海南日报记者先后前往河北、天津、
北京等地采访，推出系列报道，探访各地在落实重大国家战略中的担当作为和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的创新
突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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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下午5时许，夕阳照在
清水悠荡的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燕
南堤畔，将水面染成金色。小荷尖角
初露，荷叶田田铺开；水鸟低飞划过
水面，泛起层层涟漪；1米多高的青青
芦苇，在清澈见底的水中随风摇曳
……踏着欢快的脚步，市民陈萍来到
这里赏荷观水，并不时举着手机拍
照，好生惬意。

白洋淀古有“北地西湖”之称，今
有“华北明珠”之誉，水域辽阔，烟波
浩渺，势连天际，143个淀泊星罗棋
布。雄安新区环绕白洋淀，因水而
兴。在白洋淀边上生活了近50年，陈
萍见证了白洋淀的变化：从“清”向

“浊”再转为“清”。
“小时候，白洋淀的水清澈得能

看到淀底的芦苇根，家里喝的水就是
从淀里直接取的。”陈萍回忆。但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白洋淀的水质
遭遇了一场“浩劫”，因上游污水排
放、淀里人工养殖过度等，整个白洋
淀生态环境陷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那时候家里老人们都说，水由清变
浊易，由浊变清可就难哩。”

老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生产开
发造成的污染，想清退要花的功夫，
谁都不能想象得有多大。可就是这
样的浊水硬是复清——

雄安新区设立后，河北省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启动白洋淀综
合整治攻坚行动，明确以水面恢复、
水质达标、生态修复为目标，提出白
洋淀生态用水保障、流域综合治理、
淀区生态修复、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
要求和举措。

近几年来，白洋淀实施退耕还
淀，建立多水源补水机制，持续开展
清理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
专项行动，对白洋淀全部补水河道及
140条50公里长度以上河流河道实
施全面清理整治，并对 103个淀中
村、淀边村的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
处理，要求水产养殖和规模畜禽养殖
场全部退出等。

“自2021年以来，白洋淀连续三
年保持在Ⅲ类水标准，迈入全国良好
湖泊行列，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野
生鸟类达到28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
加了80种，野生鱼类生物多样性恢
复到较高的水平，生态环境治理和保
护成效明显。”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
设公司工作人员张强介绍。

在市民看来，明显的成效正是那
又变清澈的水面。“老人们不住地称
赞，没想到这么难的工程做完了，还
能再看到白洋淀水面清澈、芦苇飘荡
的景色。”陈萍说。

今年5月，经过改造的白洋淀景
区对游客开放，鸳鸯民俗文化景区、
荷花观赏景区、生态游乐景区、休闲
娱乐景区、码头观光景区、民俗村观
光景区等六大分类，集吃、住、行、游、
购、娱为一体，让这里重焕生机，一幅

“人在陆上走、鱼在水中游、鸟在淀内
飞”的生态景象尽现眼前。

（本报雄安6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梦晓

前不久，在河
北雄安新区工作
了两年的刘策有
件喜事：他申请的
“雄才卡”已经通
过审核，这让他在
“未来之城”真正
有了归属感。

同时段，河北
省石家庄市国际
生物医药园里，绿
叶嘉奥项目工程
负责人戴朝鑫心
里的石头也落了
地：园区建筑工地
上，一栋栋厂房拔
地而起，数十道工
序同时进行，数百
名工人交叉作业，
为项目能否如期
建成达产给出了
清晰的回答。

京津冀，引领
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三大重要动力
源之一。而河北，
在对接京津、服务
京津中积极谋求
自身发展，不断优
化服务机制、完善
配套设施、织密交
通路网，通过做大
发展流量，破解一
个个梦想密码，推
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实质性突破，也
让在这里工作生
活的人们有了更
多逐梦前行的底
气和动力。

圆梦
织密交通路网
让百姓人畅其行

站在雄忻高铁雄安地下段及相关配
套工程调度指挥中心向东望去，货运卡车
往返穿梭，各个作业面上工人身影忙碌
……

在建的是雄忻高铁雄安地下段及相
关配套工程。这个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
的项目，是一个涉及铁路、市政、水利、园
林等多领域、多学科、多专业的系统工程，
主要包含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
道路桥梁、城市综合管廊、生态水系和地
下空间等。

“该项目是雄安新区‘一方城、两轴
线、五组团’城市整体风貌骨架的重要构
成。”中国铁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雄安指
挥部副指挥长宋歌介绍，这也是国内少有
的集地下高速铁路和市政配套设施一体
化实施的综合性项目，具有承载城市公共
生活、串接城市功能、展示城市风貌、融合
生态环境等重要功能。

对内，这是城市交通骨架；对外，这还
是一条并入全国高铁网的重要基点——作
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雄忻高铁线路东起京雄城
际铁路雄安站，西至大西高铁忻州西站，
是助力雄安新区加快打造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重要基础保障设施。

实际上，自雄安新区启动建设以来，
本地居民就在交通出行上不断收获红
利。当前，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
交通网络在京津冀基本形成，京津雄核心
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
小时交通圈也在加速形成。雄安新区市
民张小平说，现在从雄安到北京，无论是
乘坐汽车还是高铁都非常便利。

省际“大动脉”打通的同时，城市“小
循环”也更加畅通。

以石家庄为例，复兴大街和北三环市
政化改造项目全线通车，形成了外通内
畅、转换高效、区间融合的城市路网新格
局；胜利大街贯通改造及景观提升工程，
将向北连通正定古城、太平河片区，向南
衔接高铁片区，成为一条纵贯南北的风景
线、活力线……

“在市区道路上行驶，却开着高速公
路的通行速度、看着城郊公路的美丽风
景，从前不敢想！”石家庄出租车司机李馨
说，交通路网的优化、出行方式的多样，不
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

他的朋友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在燕郊
和北京两地通勤。此前赴京，早晨6点抵
达公交车站，队伍就已经排到了300米开
外，要等上好几班公交车才能挤上。队伍
中还排着不少老年人，都是为了让儿女能
多睡一会儿。在两地之间“人畅其行”，是
这些跨省“上班族”藏在心里多年的梦想。

如今，两地有了往返的定制快巴，不
仅通勤时间缩短了一大半，还可以在小程
序上提前购票、锁定座位，“不是同城、胜
似同城”。

（本报石家庄6月12日电）

“梦想”的种子，同样在石家庄诺
澳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盖大海
的身上生发。

作为一名“海归”博士，盖大海和
伙伴们想做中国HPV宫颈癌抗肿瘤
领域“吃螃蟹”的人。然而，创业艰难，
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基础设施、配
套设备，道道关卡等着他们跨越。

多方寻找，他终于在石家庄市国
际生物医药园发现了这样一个“筑梦
空间”——有高效的政策支持，有细致
入微的服务，还有完善的产业链条。

一到园区，盖大海就被浓郁的创
新氛围感染：“邻居们”都深耕生物医
药领域，路演中心时常展示可以交换
整合的优质资源。尤其是，园区打造
的共享空间里，实验室、高端仪器可以
按次使用，一些高使用率的仪器还可
以长期租赁。

“这些仪器，如果企业自行购买，
没有一两千万元下不来。”他认为，这
不仅为企业省下了大量成本，也能更
好地帮助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推动“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孵化”创新
链得到有效贯通。

很难想象，这座知名药企竞相进
驻的园区，在3年前还是典型的“城中
村”，只“插花”一般分布着一些企业。
产业链偏低端、产业规模偏小、龙头企
业不多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产业的壮
大和升级。

如何向“千亿级”的目标迈进？石
家庄下定决心：让房地产开发为产业
发展让路。自此，“插花”式开发变为
集中式开发，土地供应优先保障产业

所需。
“我们按照打造‘具备坚强配套能

力的低成本化园区’目标，持续完善
水、电、路、气、讯等基础设施配套体系
建设，为企业生产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低价的优质服务。”石家庄国际生
物医药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庆
辉介绍，园区还深化与河北清华发展
研究院、国药集团等单位合作，实施中
央创新区、科技创新谷等项目建设，满
足企业在研发、孵化、小试、中试、规模
化生产各阶段的发展需求。

这套集研发、孵化、产业化、销售
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系统，吸引着华普生物、绿叶制药、纳
科生物等知名企业和重大项目纷至沓
来。

鹿泉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
几乎有着同样的发展轨迹。

2022年以前，产业园周边遍布着
搅拌站、造纸厂、养牛场。鹿泉区痛下
决心，承受了上百家企业迁离、两千多
万元财政收入损失的转型阵痛，为园
区拆迁腾退出2268亩土地。

算大账、聚合力，一批电子信息领
域的行业领军企业齐聚园区——博威
公司、远东通信、森思泰克……逾千家
企业共同开辟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新赛道。

产业的高端化、集聚化带来了什
么？一组数据令人振奋：去年底，石家
庄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
营收双双破千亿元。今年一季度，两
大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5.8%、99.2%，
增长势头更加强劲。

逐梦
优化引育机制
让人才放下行囊

家住河北保定的刘策，大学毕业后
在北京工作多年，从事软件开发相关行
业。

彼时，就在北京向南100多公里，
一座新城悄然发生蝶变——启动区的
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中关村科技园
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雄安之眼的“城
市大脑”里，“数字孪生”的概念成为现
实……

短短几年时间，雄安新区从蓝图变
成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拔地而
起。这在刘策看来，堪称“奇迹”。他决
意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行囊来到雄安
新区，于2022年正式入职联通雄安产
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何以吸引刘策？
他关注到，在雄安新区的宏伟蓝图

中，一项核心使命便是推动高端高新产
业蓬勃发展，这不仅意味着对新技术的
追求，更意味着对创新要素的吸纳与集
中。而创新要素的关键之一，就是人
才。

一场场专题活动，搭起人才会聚交
流的平台；一项项细化政策，形成吸引
人才的长久支撑；一个个服务场景，包
括人才公寓、人才驿站、人才智慧服务
平台等相继应用……

近年来，雄安新区不断优化“引育
留用”体系，提供全方位、全要素、全周
期的人才服务，出台了顶尖人才、技能
人才、青年人才等各类人才引进及重大
平台落地奖励等16条政策措施，吸引
了刘策等大批人才纷至沓来。

“我申请通过的‘雄才卡’就包含在
这16条政策措施中。”刘策举例，“雄才
卡”即雄安新区人才引进一卡通，持卡
人可享受涵盖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
疗健康、住房等在内的政策支持。这样
一张小小的卡片，为像他这样选择雄
安、留在雄安的年轻人带来了诸多便
利。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为各类人才
发放“雄才卡”11654张。

刘策关注的还有，雄安新区实施了
雄才安居工程，推出了一批青年人才驿
站，构建了“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同时，雄
安还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子女
教育等各类要素配套，让各类人才能够
打消后顾之忧，在这里真正地放下行
囊。”

就在5月末，以“聚雄才·创未来”
为主题的雄安新区第二届科技·人才·
创新周在雄安新区举办。院士专家雄
安行、北京科技型企业家交流对接活
动、“国聘行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专
场等多场专题活动，为集聚专业领域高
端高新人才而专门设置，亦让更多人才
有机会来到雄安、感受雄安、建设雄安。

“奇迹”与“梦想”，在这座“未来之
城”相遇相融。

不断优化引育机制、完善配套设施、织密交通路网……

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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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
完善配套服务 让企业拎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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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燕南堤畔。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雄安新区国贸中心片区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