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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一棵树里的一棵树里的

““千年大计千年大计”》”》

网友“感悟人生”

敬畏天地，植树造林；后代子孙，幸福乘凉！

网友“Drchen”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网友“北京TXH”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19次，星岛环球网、英中时报等
转载

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一
国两制”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
机制，促进要素流通。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
际上没有先例。要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
来。与此同时，要注重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湾区
建设的成功经验，并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情况出
发，勇于实践、开拓创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湾
区经济发展模式。要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湾区内
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
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
的大湾区发展格局。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建设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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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中央政治局第中央政治局第

十三次集体学习十三次集体学习，，重点关注这一领域重点关注这一领域》》

网友“风吹吹”

如果说金融经济是血脉，那么实体经济就是造
血干细胞。金融要强，实体就必须要有活力。

网友“gentlewong12768”

首先，明确什么是风险。其次，弄清什么导致
了风险的积累。第三，掌握尺度，防风险的措施与
目标要协调。第四，既要注重问题导向，更要注重
理念导向，系统推进工作。

网友“元宝山上一颗星”

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唯有如此，才
能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网友热议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周年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最近最近，，

BBCBBC曝出一个国际大丑闻曝出一个国际大丑闻》》

网友“舍得得舍”

舆论高地不容有失。

网友“万峰”

在网络时代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判断是非，相
当不易。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超酷超酷！！救护车遇救护车遇

堵堵，，摩托车小哥挨个敲车窗开道摩托车小哥挨个敲车窗开道》》

网友“单车”

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来传递正能量、传递温暖。

网友“w潼潼”

他的正能量穿透屏幕感染了更多人，相信以后
会有更多人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

网友“榜样”

侠客不一定都骑着千里马，还可能骑着摩托车！

转载排行

▲2月27日，在2019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设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梅地亚中心
的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分别
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这是2月27日拍摄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工作人员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批注版批注版】】

习近平习近平：：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

网友“劳伦斯”

立法应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使执法者有法可
依。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社会治安得到有效治
理。

网友“肖”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法治思维。要实现改革与
法治的相辅相成。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

新华网的网评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做了简要
梳理，认为京津冀在新起点书写着春天的故事——

“春天是起点，是希望，是成长。
2014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京津冀协同发

展专题汇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随之破土萌芽。
2017年的春天，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

被定位为首都北京的新‘两翼’，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横空出世。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省市
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京津冀协
同发展站上新起点。”

央视网在网站首页以头条位置展现了长图“绘蓝图
勇担当 习近平16字要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
可视化呈现，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稳扎稳打、勇于
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天津、河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梳理。这个
简明扼要的长图，在京津冀三地的网站上都被放到了
显要位置。

新华社 《学习进行时》 则专门推出文章，《瓣瓣
同心——习近平心中的京津冀》，将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进行了梳理。这个文章标题的灵感来源是，1月 18
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打了
个形象的比喻：“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

“新华社新媒体”账号做了一个3分钟短片，从影
像角度对过去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进行了梳理。视频中以时间轴的新颖方式，
让人一目了然。

京津冀大地更亮了

“说起京津冀的变化，你会想到什么？有一种变
化，你可能没有留意。从太空俯瞰，5 年来，夜晚的
京津冀大地，灯光愈发璀璨。一个战略，点亮了这片
土地。点亮产业，协同升级方兴未艾。点亮城市，千
年之城因而璀璨。点亮人心，照亮追梦人的前程。每
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未来，

这片大地将更加闪耀。”
这是新华网微视频“点亮”的解说词、推介词，

在这个广为传播的视频中，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发现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京津冀卫星灯光指数增长
15.4%，而背后的原因是三地的产业合作越来越多。

北京日报客户端以 《京津冀三地协同，五年来有
何变化？发展亲历者这样说》 为题，采访了天津中关
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毅、北京新航城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聪达、新机场主航站楼工程
项目经理李建华、百度雄安公司运营人员徐子薇等
人，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过去 5年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故事。故事中充满了细节，和对大时代背景的呼
应，很多读者留言表达肯定。网友“持方为圆”说：

“北京的雾霾少了很多，河北和北京来往方便，电话都
按市话……还是能感受到切实变化的。”

河北新闻网、河北日报客户端以 H5 方式呈现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间小河带你看变化》，以卡通的
方式，从交通、生态环保、产业、扶贫、教育、医疗
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了5年来的进展。

天津日报官方微博讲述了北京中关村 e 谷在天津
的故事，通过企业孵化器的方式，引导北京企业加大
天津投资力度，既盘活了当地闲置楼宇，又直接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协同发展造就光明未来

“我的家在河北省霸州市，2013 年我来到天津市
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
实施之前，我从没想过身处异地工作的自己也能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前不久，天津市静海区
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普通干部在一段短视频中讲述了自
己身处天津，服务雄安新区的故事。

这个视频，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视频
本身，体现着京津冀三地媒体合作的成果，它是在由天津
市委网信办、天津市发改委、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主办，
津云新媒体联合北京千龙网、长城新媒体共同发起的“春
天的故事·遇见京津冀”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呈现的故事。

人民网独家视频 《一个快递包裹的自白》 别出心
裁，通过一个短短3分25秒的视频，呈现出京津冀协
同发展以来，三地融合发展的效果。“京津冀协同发
展带来的物流速度，让我的抵达只需顷刻……”形式
非常鲜活，画面十分清新，角度也很别致。

京津冀三地网站对这一话题关注度非常高。以河
北新闻网为例，在座谈会 5周年到来之前，便早早做
好了专题页面，并挂在网站首页显要位置。专题中，
既有地图呈现，也有 H5 页面，还有“数读京津冀”

“影像记录”等专门的呈现方式。位于天津的北方网，
在首页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关注。粗略统
计，2月 26日，仅在该网站首页，有关这一主题的文
章梳理就超过20篇，是不折不扣的重磅话题。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以 《一棵树里的“千年
大计”》 为题，关注了两处与生态有关的地点——一
是雄安的树林“千年秀林”，一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城市绿心”。“学习小组”总结，建设雄安新区是“千
年大计”“国家大事”，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网
友们纷纷留言点赞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发布了文章 《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实施五年来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这一
说法有明确的事实依据。以空气质量为例，最新数据
显示，京津冀三地2018年PM2.5年平均浓度分别为51
微克/立方米、52 微克/立方米和 56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12.1%、16.1%和 14%，空气质量均达 6 年来最
好水平。

5 年 前 ，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京津
冀协同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
略的高度。从此，总人口超 1
亿人、总面积达 21.6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迎来了十分重要
的历史机遇。

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成就有目共睹，未来非常让人期
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五周
年节点之际，各大网站、广大网
民们进行了诸多讨论。

2019 年全国两会
新闻中心启用
2019 年全国两会
新闻中心启用

▶市民在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县城
道路上骑行。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市民在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县城
道路上骑行。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近年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抓住京津冀协同发
展机遇，以“影视＋”为发展方向，建设影视小镇。这
是一家入驻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制作影视道具。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