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7月16日，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在北京开幕。河北省共有9家企业

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参展。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

未来”为主题，设置先进制造链、清洁

能源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健

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六大链条和供

应链服务展区，展出面积达12万平

方米。共有7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的651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其中境外参展商占比达35%。

围绕绿色农业、清洁能源、数字

科技、健康生活四大产业链条，河北

省共有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石

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硅

谷化工有限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

公司、河北神玥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秦皇岛小马物联网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承丰氢能智能装备（河北）有限

公司、河北投实晶铠科技有限公司、

中纤新材料科技（承德）有限公司等9

家企业参展，总展出面积 524平方

米，矩阵式、专题展示河北相关领域

的产业优势、企业产品、创新成果和

链接方向。

绿色农业链展区亮点纷呈，君

乐宝乳业携简醇、悦鲜活、君乐宝奶

粉三大冠军品类及多款新品亮相；

秦皇岛小马物联网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设置物联网环境监测设备、智能

灌溉系统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

等板块，展现智慧农业魅力；河北硅

谷化工展示“中国首创、世界唯一”

的有机硅水溶缓释肥技术及产业化

成果。

健康生活链展区，以岭药业重点

展示由60多个中药材种养殖基地组

成的创新中药种养殖研发生产全链

条，17个专利创新中药，“脉络学说营

卫理论指导系统干预心血管事件链

研究”及“气络学说精气神理论指导

中药抗衰老评价技术与整合机制研

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来自承德的3家清洁能源企业

组团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展示河北

清洁能源发展最新成果和经验。

数字科技链展区，河北神玥软件

通过品牌展示墙、显示屏等展具，展示

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的“贝贝管理

2.0+”等平台能力。

创新元素在本届链博会上密集

亮相。一方面新面孔众多，参展企业

中有230多家系首次参展；另一方面

新产品丰富，展会期间预计将有超过

100项产品首发首秀首展，较上届增

加10%。

据了解，本届链博会将运用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匹配，促进企

业“云上”对接，链博会期间还将成立

中外参展商联盟，推动中外展商间资

源共享与产业协作。

9家河北企业亮相第三届链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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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部分地区12版）

七月的坝上，骄阳似火。张北县

郝家营乡的设施农业园区里，数千座

现代化农业大棚如银色的波浪整齐

排开。眼下正是蔬菜产销旺季，很难

想象，如今全国闻名的“坝上蔬菜”种

植曾与地下水超采展开“拉锯战”，当

地蔬菜产业发展一度面临水资源匮

乏难题。

然而，最新的一组监测数据晒出

了当地一份亮眼的节水“成绩单”：今

年5月，张家口市坝上超采区地下水

位回升1.94米，全省排名第一，其中，

农业拧紧“水龙头”，成为节水增效的

重要一环。近日，记者走进当地农业

园区，探访昔日饱受“农水矛盾”煎熬

的土地，如何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农田灌溉“瘦身”
因地制宜增效

“眼前的这片园区，以前都是郝家

营乡三义美村的农田，长期以来村民

习惯种植白菜、土豆、莜麦等传统作

物，全靠机井抽取地下水浇灌，眼看着

水位一年年往下掉。”三义美村党支部

书记阎彪指着眼前绵延起伏的大棚对

记者说。

据了解，张北县是典型的资源型

缺水地区，年均降水仅383.6毫米，蒸

发量却高达1792毫米。作为农业大

县，农业灌溉用水占全县总用水量

80%左右。在坝上发展蔬菜产业，一

度意味着与地下水资源“拔河”，超采

阴影挥之不去。

“前些年，一到种菜高峰期，村里

的井就打不上水了。”阎彪回忆。

破解困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

水浇地面积，给需要灌溉的农田“瘦身”。

2022年，郝家营乡争取到了省里

乡村振兴示范区的项目，与河北农业

大学合作，规划建设了郝家营乡设施

农业园区。

“园区规划之初，我们就是以实

施高效节水农业为突破点，打造坝上

蔬菜高效节水新模式。”郝家营乡党

委书记庞建民介绍，园区通过整合零

碎地块、田间路、旧水渠等，神奇地

“挤”出了1628亩土地，取而代之的是

1249 座现代

化大棚，压减

水浇地面积

1600亩，机井

数量也从175

眼减少至 45

眼，用水量减

少69%。

（下转第二版）

张北拧紧农业“水龙头”激活“水动力”
今年5月，张家口市坝上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1.94米

□本报记者 吴苗苗 李佳琦

不久前，沧州前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只用了一周时间，就顺利完成了跨区域

迁移和企业名称变更，成为天津前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如此高效便捷，让负责经

办的苗慧云感慨：“跨地区迁移企业，居然

这样简单。”

苗慧云是思锘谱爱（天津）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财务主管，多年来为近百家企业办理了

天津市内经营主体跨区迁移业务。“我们根据

以往的经验推测，企业跨区域迁移，不仅要办

理迁出迁入，还要进行企业更名，环节一定很

多。”她说，以往跨区域办理不仅可能比市内

迁移时间更长，文件签字、递送材料都是长途

的“跑腿活”。

在咨询了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管委

后，她带着申请材料点开了“天津市市场主

体一网通办平台”。只需跳转几个网页，她

便完成了企业跨省迁移及关联业务的所有

材料申报，各环节等候时间最长不超过 3

个工作日。

曾经，企业跨区域迁移是件麻烦事。不

仅需要在迁入地和迁出地分别提交申请，还

需凭借迁出地出具的调档函前往迁入地至少

三次，以办理迁入手续和变更登记，涉及税

务、社保、公积金的还需单独办理。

有企业负责人坦言，三地虽然不远，但

在跑动办事时，不仅要承担交通和时间成

本，还可能出现所带材料不全、内容不对等

情况。

近年来，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持

续优化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服务，共同制定了《京津冀优化经营主体

跨区域迁移登记实施方案》，有效解决了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登记

“一次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如今京津冀企业跨区域迁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一级主任科员王成武用从“串联”到“并联”描述。“只需企业申请

人向迁入地提交申请，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选择联办事项。原来‘串

联’事项被优化为‘并联’办理，一次申请即可实现。”

除改变工作流程、优化工作模式外，诸多细节的优化也提升了办

事效率：取消重复表单，减少了申请材料；建立“京津冀企业登记服务

专区”，减少了办理窗口……“减掉的不仅是流程和手续，也是三地企

业自由流动的障碍。”王成武说。

“如今不仅人从北京到天津又快又方便，企业也是”“除了领

取营业执照，我线下一次都没跑过”……来自企业的真实感受，

见证了三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的决心。

“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打破了过去各个职能部门之

间的壁垒和‘各管一摊’的局面，通过高效协同，让企业办事不

再反复跑、多头跑。”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政务服务处处长庄健

说，这不仅有效降低企业经营制度性成本，还对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改革的红利实实在在惠及了三地企业。今年，中非先锋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了从北京大兴到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的迁移。这

是一家从事对非洲出口业务的公司，谈及将公司迁至东疆综保

区，公司董事长厉琼伟说，除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港也是公

司开展国际业务所需的重要资源，“业务的高效办理，让我们感受

到了政府部门日益提升的政务服务水平，也给了企业参与国际竞

争的底气”。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京冀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协作，进一

步优化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专区功能，将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与

迁移企业密切相关的事项一并纳入‘一次办’流程，让企业在更多事

项中享受便利化服务。”庄健说。 （新华社天津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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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三
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优化企业跨
区域迁移登记服务，共同制定了
《京津冀优化经营主体跨区域迁移
登记实施方案》，有效解决了经营
主体跨区域迁移登记“一次申请，
多次跑动”问题

7月16日，工人在黄骅港综合港区集装箱码头操作吊装设

备进行装船作业。

记者从沧州市港城产业园区管委会获悉，2025年上半年黄

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超1.79亿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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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0年，又一次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城市

工作指明方向。

城市，文明发展的空间，现代化建

设的载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坐

标上，此次会议更加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战略意义。

7月14日上午，京西宾馆，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会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同样的场合，2015年12月20日，

新时代首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

历史大潮奔涌。新时代的壮美图

卷中，690多座城市的拔节生长，构成

其中璀璨夺目的绚丽风景。

“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

市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新时代以来

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

临的形势，对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

作出部署。”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先

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

成就——

城镇化率从2012年 53.1％上升

到2024年67％，城镇人口由7.2亿增

加到 9.4 亿，19 个城市群承载全国

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

生产总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近

1.1万公里；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

住房6800多万套，惠及1.7亿群众；全

国共有历史文化名城143座、名镇312

个、名村487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1300多片，认定历史建筑6.89万处；

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

度比2013年下降60％，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5.7平方米……

既有城镇人口数量、经济承载能

力、城市基础设施的硬指标，也有具体

而实在的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刻诠释了“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

命体系统谋划”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这样去

数一数、算算账，可以看到这10多年

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

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中国，山川

形胜间，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

发，一个个城市群联袂成势、动能涌

现，开辟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会场之外，盛夏北京，贯穿南北、

联通古今的城市中轴线绿意盎然，一

派亘古亘新的非凡气度。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道：“去年中非

合作论坛，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我

说，年轻时就来过北京，当时见不到多

少树，现在变得这么好啊！”

古都之变，是“城市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总书记说：“北京在推动减量发

展、克服大城市病方面，这些年是在蹚

一条路子。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空气

质量的明显改善，2024 年北京空气

PM2.5 平均浓度是 30.5 微克每立方

米，比2013年下降65.9％，蓝天成为常

态，我在北京APEC会议上向全世界

宣布的‘APEC蓝’没有食言，实现了。”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站在新的起

点上，面临着新的形势。

一个论断，引人瞩目：“我国城镇

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

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

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既定原则，一以贯之：“十年前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我讲了‘一个尊

重、五个统筹’，这些并没有过时，要继

续抓好落实。”

“五个转变”，格外鲜明：转变城市

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

市发展动力、转变城市工作重心、转变

城市工作方法。

“一个优化、六个建设”，十分明

确：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

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

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

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

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

城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论决定

方法论。

“我说的都是‘转变’”“这里强调

的是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而不是其

他投入”“‘内涵式发展’，要重点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点明其中要义，

“对这些重大变化，要深刻把握、主动

适应。”

一个例子很能反映问题。“我国已

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要

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

能力，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

“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这是时

代之变，也是人心之变。需要从建设

“上与浮云齐”的大楼中证明自己、找到

自信，那页历史已经悄然翻过去了。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是

一个大原则，不是千城一面，而是百

花齐放。

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优化现

代化城市体系，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城

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

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

市群和都市圈。”“不是靠归大堆、摊大

饼，要看内涵式发展。”

城市建筑不必标新立异。“建筑是

城市最直观的‘面孔’，要加强建筑设

计管理，让我国城市建筑更加体现中

华美学和时代风尚。”

“里子”和“面子”一样重要。“城市

老旧管线改造升级，这是一个重点。

现在很多管线老化，进入更新周期，这

是风险隐患所在，但我们如果积极更

新，也是拉动有效投资、扩大内需的主

要增长点。这是该投也必须投，投了

以后有收益的项目。”

山城重巍峨，水都钟灵秀。每个

城市有自身的禀赋与特色，依托山水

脉络、人文底蕴，才能让居民见山见

水，记得住乡愁。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以历史的纵深感来把握现在做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