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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廊坊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功能区，市区距
天津城区 60公里，距天津港 100公里，距北京新机
场25公里。8条高速公路、7条铁路干线穿越境内，
5 条国家级和 20 条省级公路纵横交错，是中国铁
路、公路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所辖 10 个县（市、
区）全部与北京、天津、雄安新区接壤，北部三县与
北京城市副中心隔河相望，中部四县区与北京新机
场地域相接，南部三县与雄安新区田水相连。

历史沿革源远流长

4000年前，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安
墟”即为今天的廊坊安次区。现地域在春秋战国时
为燕国封疆，秦时分属渔阳郡、广阳郡，汉、唐时属
幽州、蓟州，宋、辽时属河北东路、南京道，元时属中
书省，明时属顺天府，清时属直隶。新中国成立初
期称河北省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69年行政
中心由天津迁至廊坊，1974年改称廊坊地区，1989
年撤地建市。

人文传承积淀深厚

廊坊自古名人辈出，西晋文学家张华、北宋名
相吕端、元代名相史天泽、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京
韵大鼓“白派”创始人白云鹏等都出生在廊坊这片
土地上。

产业结构增高变绿

明确把“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
网和云计算）作为廊坊发展的首位产业，大力发展
以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及环保产业和生物医药
产业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总部经济、智
慧物流、金融服务、航空服务、文化创意、健康养老
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绿色产业逐步挑起全市经
济发展的大梁。2017年前三季度，廊坊市规上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153.8 亿元，同比增长
8.2%，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008.8 亿元，同比增长
1.8%。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 11：54：35 调整到
7.3：44.1：48.6，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
史性转变；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083.7亿元，同
比增长 7.2%；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564 亿元，同比增
长18.4%，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文化特色独具魅力

京畿、运河、关隘、洼淀、戏曲、杨家将等历史文
化资源丰富，全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22项、省级名录76项，现有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 7名，省级非遗传承人 47名，数量位列全省
前列。大力实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2016年全
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06.53亿元，增长30.5%，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新增 62 家，增速全省第一。连续
20年开展“彩色周末”广场文化活动，连续 10年举
办“幸福廊坊”文化艺术节，精心打造“梦想如歌”合
唱艺术节、“百名画家画廊坊、百名摄影家拍廊坊”
优秀作品巡展、“文化体验小镇”、廊坊特色文化博
览会、“月来月有戏”精品演出年、“书香廊坊”读书
会、“廊博伴我成长”、文化体验大讲堂十大系列文
化品牌，每年组织开展百场以上精品文化活动，获
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

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以
最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环境全面修复。坚决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专家引路精准施
治、污染天气超前应对、市县乡村联防联控，全市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和燃煤锅炉清理工作扎实
推进，大力开展“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潮白河、
大运河湿地公园列入国家级湿地公园，赵王新河湿
地公园成为省级湿地公园，恢复湿地8.96万亩。大
力推进植树增绿，五年累计造林195.7万亩，是既有
林地面积的2.2倍。

地处京津之间的河北省廊坊市，享有“京津乐道 绿色廊坊”的美誉。面积6429平方公

里，总人口460万。下辖6县、2市、2区和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90个乡镇、3220个行

政村。先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及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节水型城市等称号。

河北省第一家大数据产业建筑综合体—京津冀大数据创新
应用中心

河北省第一家大数据产业建筑综合体河北省第一家大数据产业建筑综合体——京津冀大数据创新京津冀大数据创新
应用中心应用中心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廊坊文化周廊坊文化周””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廊坊经济开发区内的维特根廊坊经济开发区内的维特根（（中国中国））机械有限公司机械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车工人正在车
间进行专业路桥机械产品安装间进行专业路桥机械产品安装

市民在风景如画的廊坊市文化公园休闲游玩市民在风景如画的廊坊市文化公园休闲游玩市民在风景如画的廊坊市文化公园休闲游玩

河北省廊坊市是一座地处京津之间的绿色之城河北省廊坊市是一座地处京津之间的绿色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