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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关停 不往外“甩包袱”

如何做好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市在控增量和减存
量上持续发力，做好“减法”。

“在控增量方面，通过禁限目录，北京已经取得一定
成效。”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相关负责人说。自 2014 年
起，北京市开始连续推出两次“禁限目录”，全市不予办
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1.63万件。“如果按照全市各行
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估算，共减少新增就业岗位约 80万
个，‘招’和‘聚’的态势进一步扭转。”该负责人表示。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全市新设市场主体
22.43 万户，同比减少 1.67%。其中，从严调控的制造
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市场主体数分别下
降73.27%、34.34%、20.09%。

在控增量的同时，北京着力在减存量上下工夫。今
年1至11月，全市完成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117个，提
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今年前 10个月，全市共清理淘汰
一般制造业企业335家。2013年以来，累计关停退出一般
制造业企业 1341家，提前完成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所要求关停1200家企业的任务。

针对有关北京疏解是不是往外“甩包袱”、搬走污染
企业的说法，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执行的政策一贯是
坚决就地淘汰污染企业，绝不‘甩包袱’，更不会向市域
外转移污染。”

从重点区域看，目前，东城区故宫周边地区、西城
区动物园地区、朝阳区“一绿”范围内6个试点乡、海淀区
中关村大街、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等城六区重点区域已完
成调整疏解建筑面积156.5万平方米，涉及人口9.3万人。

经济结构优化 实现“腾笼换鸟”

如何更好地利用疏解项目腾退出来的空间？一方
面，北京市利用腾退空间多建绿地，完善公共设施，改

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为
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服务业
多留空间，产业用地更多用
于建设科技园，发展高科技
产业。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主要是舍弃那些与首都城市
战略定位不一致、不协调的
功能和产业。但是，疏解并
不是要放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有关负责人指出，

“减”是为了更好地“加”，就是要通过有序疏解非首都
功能的“减法”，换取经济结构优化的“加法”，就要

“腾笼换鸟”“脱胎换骨”，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使
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北京正在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发挥首都科技资源优势，加快
推动建设一批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一批批高精尖项目和产品正在北京落地：国家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作为首个制造业创新中心落户北京；北京
支持第五代移动通信 （5G） 技术发展，研制出全球首个
5G大规模天线设备；建设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和中关
村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让北京正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创新基地……

今年前 10个月，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
入 13645.6 亿元，同比增长 7.6%；技术收入 3560.8 亿元，
增长 13.8%。今年前 11 个月，中关村示范区实现总收入
32792.1 亿元，同比增长 12.9%。“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北京正在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培育新动能，以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升级。”北京市科
委相关负责人说。

功能产业疏解 带动协同发展

为了推动实现以疏解带动产业转移和升级，北京市

统筹区域空间资源，引导城六区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的产业向郊区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向津冀梯次疏解外
移，京津冀区域产业升级转移工作有序推进。

“北京走出去的企业并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通过外
迁实现产业升级。”有关负责人举例说，“比如，10年前
首钢离开北京，在曹妃甸填海造地建设了一座新钢城。
作为曹妃甸的主要企业之一，去年首钢京唐二期正式开
工，新钢厂技术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占2/3以上，设备国
产化率达到93%。”

此外，产业跨区域合作不断推进。数据显示，今年1
月至 10月，北京企业对天津、河北投资的认缴出资额分
别为 735 亿元和 900 亿元，同比增长 46%和 81%；首农集
团、金隅集团、京东方、中芯国际、曙光等一批北京企
业在天津、河北布局，初步探索出整体搬迁、总部—生
产基地、产业链合作等多种产业对接模式；中关村与天
津宝坻，河北保定、秦皇岛、承德等地合作共建园区取
得积极进展等。

“为进一步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向外有序转移、
精准对接、集聚发展，我们正在会同津冀两地协同办共
同研究制订加强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建设的指导意
见，推动4+N功能承接平台加快建设。”北京市京津冀协
同办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非首都功能疏解要将“疏
解和提升一体谋划、转移和升级同步推进”摆在更突出
的位置，确保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进展，京津冀协
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北京市水务局日前透露，位于通州区东南
部的北运河延芳淀湿地建设已完成设计，明春
将正式动工。延芳淀湿地历史上曾为皇家狩猎
之地，元代后渐渐消失。此次重建后，1480公
顷的湿地水泊将重现，并承担蓄洪、净化河水
的功能。

延芳淀湿地沿北运河而建，北起榆林庄
闸，南至北京市界，呈带状延伸，全长约12公
里。“它的规划面积是 1480 公顷，比两个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还大。”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在通州区的 11 个规划湿地
中，延芳淀面积位列第二，仅次于1600公顷的
东南郊湿地。

湿地主体位于漷县镇，这里是全市地势最
低的地区，海拔仅 20 米，易储水成湖。据考
证，延芳淀已有千年历史，辽代就已经有方圆
百里的湿地，每到春秋两季，“水鸟亿万成
群”。当时的延芳淀是皇家狩猎之地，《辽史·地
理志》 和明代出版的 《燕山丛录》 都曾描写辽
代皇家贵胄到此打猎的情景。

按照规划，延芳淀湿地建成后，不仅可供
游客观赏游玩，还将成为北运河上重要的净化
器和蓄洪池。

“北运河流至榆林庄闸，将在湿地外的沉淀
区稍作预处理。”建设方北控水务相关负责人介
绍，延芳淀湿地的海拔比北运河高2米左右，预
处理后的河水须经泵站提升，方能流入湿地。

河水依次流经表流湿地、潜流湿地，转了
整整一圈儿后，再凭借原本的地势高差，自流
回北运河河道中。湿地中的植物、微生物，以
及野鸭、游鱼等动物，会把河水中的悬浮物和
氮、磷等有机物一一吞噬，化河水为清流。据
测算，延芳淀湿地每天可净化 55 万立方米河
水，出水水质将达到地表四类水。

延芳淀湿地开挖后，还将新增37万立方米
蓄水量，可抵挡20年一遇暴雨。滚滚而下的洪
流可以暂时存蓄在湿地中，避免一股脑倾泻而
下，冲毁下游河道，造成漫溢。

明年开春，延芳淀湿地将正式启动建设。
据介绍，延芳淀湿地的景观设计以荷兰画家皮
特·蒙德里安的格子画为灵感，把滩涂划分为大
大小小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每个板块种植一种
水生植物。色彩交织，错落有致。

“建成后，延芳淀湿地既有大片的清澈水
面、茂盛葱郁的水上森林，又有充满艺术气息
的河边滩涂。”负责设计的工作人员说。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举办权。由此，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
城市。我认为，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使命光荣。对此，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

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获得 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举办权，这是继北京成功举办 2008年奥运会
和成功举办 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又一次成功
申办国际顶级活动。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
后，中国获得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历史符号，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代标记，也是中华民族
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
个机遇十分宝贵，我们要特别珍惜，紧紧抓住这个机
遇为国家的发展，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第二，从城市区域发展层面看，这是实施京津冀
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实践经验已经
证明，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能力的提升，都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举办冬奥会将对北京可
持续发展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是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

第三，从体育层面看，举办 2022年冬奥会，将进
一步促进中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促进中国冰
雪产业加速发展、推动全民健身进一步普及，也将带
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进步，推动实现体育强国目
标，这也对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新贡献提供了一
个新机遇。针对这届冬奥会，中国提出“3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这是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大贡
献。随着奥林匹克冬季运动的普及，在一个国家举办
一届冬奥会，能够实现3亿人的参与，这对奥林匹克运
动来讲是史无前例的。

北京举行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曾经设定了一个
目标，就是要在4亿青少年中普及奥林匹克知识。这一
点得到了国际奥委会高度的评价、赞赏和支持。当时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每每谈到这个目标，就表示选择
中国举办 2008年奥运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次，现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同样给予了中国坚定的支持。当然他也怀着
期盼，希望中国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奥林匹克2020规划的改革目标，
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能够让中国、让奥运和城市双赢，
能够让冬奥会有一个为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宝贵新遗产的机会。

第四，从社会民生层面来说，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加强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冰雪产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全民健身
的需求。而做好这些工作，必然会进一步造福民生，所以冬奥会的
举办和老百姓的利益是密切相连的。通过举办冬奥会，人们的生活
质量得到提升、生活水平能够提高、生活环境得以改善，这是老百
姓所期盼的，当然也是我们工作应当努力的方向。

举办冬奥会、办好冬奥会，不仅是冬奥组委的事情，也是整个
社会、每一个老百姓的共同责任和义务。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携
手共建，共同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力！

（作者蒋效愚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原北京奥组委
执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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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疏解促产业升级

20162016 北京做好北京做好““加减法加减法””
本报记者 赵鹏飞

面积超两个奥森面积超两个奥森 河边种彩色水植河边种彩色水植

辽代皇家湿地将重现通州辽代皇家湿地将重现通州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北京海淀举办邻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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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和市经济信息化委等部门
联合举行发布会，通报这一年来
北京市以疏解促产业创新升级的
成果。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
10个月，全市共清理淘汰一般制
造业企业335家；1至11月，全
市完成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
117个。通过有序疏解非首都功
能的“减法”，北京积极换取经
济结构优化的“加法”，以非首
都功能疏解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动批商圈首个完成整体疏解的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
变身为宝蓝金融创新中心。

图为工人在北汽集团河北黄骅分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工作。
牟 宇摄 （新华社发）

图为工人在北汽集团河北黄骅分公司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工作。
牟 宇摄 （新华社发）

12 月 11 日，北京
市海淀区文明办、海淀
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举办

“美丽海淀 和谐家园”
邻里节暨志愿家庭跑起
来“健康海淀 绿色出
行”大型接力活动，来
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志愿
者和 120 个志愿家庭参
与活动。近年来，海淀
区文明办、建设办在全
区联合开展“互识、互
信、互助”活动，以居
民社区为主要阵地，吸
引家庭成员走出小家，
融入社区大家庭。

图为孩子们正用画
笔描绘理想家园。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焦 剑制图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