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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北京东三
环国贸桥下，一辆接一辆
的公交车在此停靠，走下
一群又一群的乘客；每天
傍晚，同样是在这里，排
着长队的人们等待着不断
迎面驶来的大巴，载着他
们驶向30公里开外的家中。

这 就 是 “ 北 京 — 燕
郊”双城记生活的一个缩
影。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
展，燕郊早已没有传闻中
的 那 样 悲 情 。 宽 阔 的 马
路，环境优美、居住条件
舒适的住宅，多种可直达
北京市中心的交通方式以
及 可 以 在 周 末 聚 餐 、 购
物、娱乐的大型商场，都
让燕郊人有着较高的生活
品质，远不是所谓的“底
层群众”的状态。

不过，燕郊虽然走出
悲情，不再是“穷苦”的
象征，但“睡城”的本质
没有改变，住在这里的人
大部分时间都围绕着“北
京”在工作、生活，燕郊
只 是 他 们 可 停 留 的 栖 息
地，比过去好的是他们可
以在这里过上舒适惬意的
周末和节假日。即便它现
在已经建设得很有“城市
范儿”，但城市必备功能的
缺失让燕郊“留住人、长
留人”的底气还不够足。

尽管燕郊像座城，但却没有像样的支柱产
业。目前来说房地产也许是最大的支柱，然后
就是围绕房地产发展起来的餐饮娱乐和零售。
制造、物流、电商、金融、软件、生物医药
……这些叫得出名字的产业在燕郊都难以寻到
踪迹，当然也难以让这里的居民不仅安居，而
且乐业。没有工作机会，居民们自然要不断地
往北京移动，在那里劳动以换取报酬。

尽管燕郊像座城，但社会服务方面并没有
紧跟上城市建设的步伐。这片不到 30平方公里
的小城住着近 80万的人口，但教育、医疗资源
却没有达到供需平衡的水平。据当地人介绍，
燕郊现在小学大多数已超负荷运转，很多班通
常有 70 名到 90 名学生，老师必须用扩音器上
课，质量更是无从保证。而在就医问题上，一
方面因为北京的医疗资源更优质，另一方面因
为许多上班族的医保关系在北京，因而燕郊的
医院十分冷清，以至于不断成为电视剧的“取
景圣地”。

缺失的城市功能让燕郊难以长期、稳定地
留人，即使留得住身体也留不住人心。而解决
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完善燕郊的功能。可喜
的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已经出现，这就是京津
冀一体化建设。

随着今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
出台，坐落于河北的燕郊与北京打破壁垒、实
行融合发展有了顶层设计的保障；京津冀手机
漫游费的取消、产业分布及功能区的调整与转
移，还有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共享与协作，也
都为燕郊转型、真正实现城市化提供可操作的
办法。

留人的燕郊，离不开功能的完善。想要摆
脱“睡城”的称呼，燕郊就需要实现“幼有所
学、病有所医、壮有所用、老有所养”。

一体化，看燕郊。让我们继续关注它。

与北京仅一河之隔，这是河北小镇燕郊的地理优势。这里更为人所熟悉的是，容纳着几
十万的北京上班族，被调侃为“睡城”。几年前，因为糟糕的高峰期通勤状况，燕郊在媒体上
的形象有些悲观。

如今京津冀一体化不断发酵，成为当下最火热的话题，由于和北京的密切关系，燕郊再
次成为焦点。本报记者两次到燕郊采访，看到的是与此前报道不同的形象。这里有生机和活
力，更有对改善现状的期待。

我们观察燕郊，看到的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缩影。让每一个像燕郊这样的小地方真正发展
起来，应当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终极追求。燕郊所承载的，是几十万人的期待，这种期待正在
发展中逐步成为现实。

说起燕郊，很多人想到的是底层和偏远。清晨排着长队的白领挤公交，是媒体上常
见的燕郊形象。可是当笔者走进燕郊，发现它虽偏僻但不遥远，没有描述出来的那些迫
不得已的悲情。

燕郊更像一种取舍，用远离中心的奔波，换来边缘地带的宽敞。
早晨6时半是燕郊的早高峰，笔者在现场看到，开往国贸桥的814路公交站前排着

几十米的长龙。尽管如此，密集的流水发车还是可以让队伍快速前进，由于这里是始发
站，坐满就可以关门离开。

从排队到上车坐下，笔者只用了不到 10分钟。没有脸贴玻璃的拥挤，也没有媒体
此前报道过的父母帮忙排队等车的奇观。车站旁一家酒店的服务员，目睹了这列公交车
的变化。他告诉笔者，两年前814路公交车很少，为了搭上公交，一些上班族甚至要手
脚并用挂在车门上，而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

高峰期乘坐公交往来于燕郊和国贸，一般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通勤时间长度，在
北京并不罕见。善于社交的年轻人，也想出了不少新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拼
车，不仅不用排队，而且保证舒适。据当地居民介绍，网上有不少私家车拼车群，一些
住在一个小区且单位距离相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有相对固定的拼车搭档。“如果9时
上班，拼车的话可以7时出门，而且价格也不算贵，几年了，就固定在10元钱。”有过
拼车经历的小李告诉笔者。

而到了周末，燕郊的人不再像往常那么喜欢往外走。
“燕郊的人一到周末就出来瞎逛，也不知道逛啥，但总得出来走走，不能憋在家

里。”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老刘告诉笔者。
这两年，在燕郊西北部新建了几个大型商场，为燕郊人提供了老刘口中“瞎逛”的

场所。和生活在各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看一场电影，吃一顿饭，再顺便买点东西，是
大多数燕郊青年周末的主要娱乐活动，而商业区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空间，

还提供了丰富的物资。
新世界百货是整个燕郊最繁华的商场之一，店铺数量和品牌种类与一个北京城区的

中档商场几乎没有区别。尽管不少商品价格比北京高一些，但周末还是人满为患。老刘
说：“周末要玩没必要去北京，北京能解决的，燕郊基本上都可以。”

生活在燕郊的居民里，年轻人占据着主流。他们在国贸等北京最昂贵的地段上班，
有能力在商场进行消费和娱乐。

当地一家房产中介的袁先生告诉笔者，目前在燕郊居住的青年以买房为主。他算了
一笔账，在一个还不错的楼盘买套两居室，除了二三十万的首付以外，每月要还贷4000
元左右，如果是三居室，大概要5000多元。这名工作人员说：“其实他们收入不低，只
是在北京买房比较困难，所以退而求其次罢了，收入过万来这里买大房子的也不少。”

街头上，笔者遇见一名女士好奇地问：“为什么媒体总喜欢报道燕郊？是因为要吸
引人过来住吗？”说话间，她的神色颇有些骄傲，但也有些忧愁，她说：“还是少来点人
好，再多就太闹了。”

燕郊不再悲情

燕郊的迅速崛起，迅速繁华，得益于北京。但是燕郊未来的发展，也高度依赖北
京。对于许多来北京发展的人来说，燕郊只是一个栖息地。人们在奔波中感受到疲
劳，燕郊的发展也现出了疲态。

路上的疲劳是为外界所熟悉的。笔者算了一下，周一早晨的814路公交车，从上上
城五期站到大北窑站的1小时40分钟里，10分钟在等车，20分钟在高速公路通行，一个
多小时在两头堵车。困扰燕郊人上班的问题，不再是距离和车次，而是堵车。在车上，
邻座的小冯告诉记者，每天公交车穿过燕郊大概要40分钟，从东四环到国贸，也要半
个多小时。

笔者前后两次体验早高峰时都发现，每天早晨四惠桥上都会有成群结队走向地铁站
的上班族。由于忍受不了公交车的拥堵，也为了节省时间，他们走向大望路的地铁站换
乘地铁，而司机也会允许乘客提前下车。

这拥堵的背后，还是“大城市病”。由于国贸一带聚集了大量的写字楼，缺乏合适
的疏导，大批车辆从居民区朝商务区汇集拥堵。事实上，走路去国贸并不是燕郊班车乘
客的专利。由于堵车，家住双井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对他来说，每天早上步行50分钟
去国贸上班是最好的选择。

发展的疲态是当地政府和居民的隐忧。“大城市病”带来的是住燕郊的上班族奔波
之劳，而资源分配问题则使当地发展遇到瓶颈。在很多人眼里，目前燕郊的功能就是提
供起居。据统计，在不到30平方公里的住宅区里，居住着80万人口，其中60万是北京
上班族，70%以上人口就业需要在异地转化。

燕郊除了房地产、零售和餐饮娱乐等之外，没有多少让当地人印象深刻的产业。其
公共服务也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高效地服务北
京，而当地如教育、医疗等实质性问题则被搁置。

当地人介绍，燕郊的许多小学现在已超负荷运转。很多班有70多个甚至90多个学生，
老师用扩音器上课。当地房产中介公司的袁先生介绍，现在燕郊的教育问题确实非常头
疼，很多夫妻有了孩子以后不愿意在本地上学，很多家庭因此迁出燕郊，回到北京。

燕郊的医院也面临着尴尬，当地人更愿意前往北京的大医院就诊，而不选择就地就
医。一是由于大部分上班族医保关系在北京，燕郊地处河北，报销上比较麻烦。二是如
果身患比较严重的疾病，对燕郊医院不够信任。冷清的经营甚至使得燕郊的医院成为了
电视剧取景的“圣地”，前一阵流行的电视剧《青年医生》，就是在燕郊取景。

当然，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之下，许多问题也在得到解决。比如燕达医院，就先
后与朝阳医院、天坛医院等签订合作协议，接受对方派驻的专家团队。事实上，北京辖
区已有约50家医疗机构与河北省60余家三级医院开展了多种形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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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林立的住宅如今在燕郊早已不鲜见 胡珉瑞摄

清晨在燕郊等公交车进京的上班族 胡珉瑞摄

像乐天玛特这样的大商场在燕郊也有不少 胡珉瑞摄

燕郊属于河北
省三河市，与北京
仅一河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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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开通燕郊—北京的动车，当
下因客流量少而停运 新华社 李文摄

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燕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北京的卫星城，这里正
在“近水楼台先得月”。

据分析，一方面，区域整合与互联互通有希望使燕郊的生活更加便捷，不再与中心
城市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网；另一方面，在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燕郊发展
的主体性会更强。

“在京津冀一体化提出之前，燕郊及其所属的廊坊地区其实已经在借助北京发展产
业。”百世金谷营销运营副总经理曹志国谈及燕郊的发展历史时说。

漫游费、进京证这类阻碍地区沟通的老大难问题，在一体化的催促下已经或者正在
解决。今年7月，中国移动取消了廊坊和京津地区的漫游费。老刘说，他在燕郊最害怕
的事情就是每周办理一次进京证。每个周末，他都要带着6个证件到高速公路入口，排
一个多小时的队办下周的证。

更重要的是，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的转移势在必行。燕郊今后不会只作为北京的末
梢而存在。

7月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
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顶层设计之下，作为行政副中心的
通州将要和燕郊、香河、大厂等地同步规划。在政府的带动下，更多的北京企业可能东
移，进驻到通州和燕郊，燕郊人的生活与工作的距离大大缩短，免去了来往奔走。对于
大部分燕郊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最大愿望。

事实上，燕郊曾定位于承载北京的传统制造业，但随着发展的推进，一些高新技术
产业也开始在这里发展。如今，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燕郊毗邻京津，有着特殊
的人才优势，并在一小时经济圈内有着两个大型机场。

专家分析，近几年来，燕郊在招商引资上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由于北京的磁吸作

用太强以及燕郊的
诸多不便，致使燕
郊的科技产业难以
集 群 ， 留 不 住 人
才。在新融合的浪
潮下，燕郊由于较
好的科技产业基础
和位置优势，必将
成为北京科技企业
转移的重要选择。

对 于 燕 郊 来
说，京津冀一体化
会不断地释放经济
发展红利。目前，
燕郊等地在户籍、
学籍、社会保障等
方面与京津差距较
大，社会资源分配
不均衡。而在长远
规划中，这些方面必定会通过持续的改革，逐渐接轨和统一，将成为留住人才的最重要
力量。

诸多利好政策，正在为人才留在这里提供更多动力。比如，7月12日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表示，将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整合京津冀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构建环首都国家公园体系，这无疑将改善北京周边环境。

“如果一体化建设能让燕郊发展起来，而且户籍或者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减小，空
气再好点，我愿意去燕郊买房和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只要交通方便，到北京
体验文化生活就可以了，燕郊生活挺好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小吴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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