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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向新 生态向绿 民生向暖
——京冀鲁鄂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

□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陈芳 齐雷杰 温竞华 陈灏 王自宸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瞄准高新技术产业、擦亮生态“金字招
牌”、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记者近日走访
调研京冀鲁鄂看到，四省份锚定区位优势，
深入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
展质量变革，汇聚起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强劲动力。

经济向新、生态向绿、民生向暖，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京
冀鲁鄂正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奋楫扬帆，行
稳致远。

经济向新：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在位于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华科精准（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不同型号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

人陆续下线。成立 8年，这家高技术企业已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百余项，多项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落地企业 600 余家，上市产品 622 个，一类新药 33 个

——这是基地 20 多年发展交出的成绩单。北京市发改委

副主任李晓涛介绍，作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试点区域，这里正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的重要

一角，托举一批高成长性企业不断创新突破。

去年，北京平均不到 5分钟就诞生一家科技型企业，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28.4%，数字经济占比提升至

41.6%。依托创新资源富集优势，北京瞄准生物医药、集成电

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精尖产业，打造发展“新引擎”。

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记者在京冀鲁鄂地区

走访看到，一批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正牵引现代化产业体

系加快建设。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走进华工科技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激光切割机行云流水般在钢材上雕琢，喷

溅出耀眼火花。公司董事长马新强介绍，从首套国产化数

控激光切割机，到首台高性能光纤激光器，华工科技已创下

60多项国内行业第一。

机制、体制推陈出新，资本、平台、人才等全方位支持，

多家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军企业拔节生长，一系列创新成果

接连涌现……目前，“中国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

破 5000亿元，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

康、高端装备和北斗产业等五大优势产业将带动湖北制造

业迈上新台阶。

新兴产业“强劲筋骨”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在科技赋能

下“脱胎换骨”，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河北邯郸，河钢集团邯钢公司邯宝冷轧厂车间内，一卷

卷薄如锦、亮如银的带钢在设备上匀速运转，数字化的流水

线上一派繁忙。这是为全国知名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高端

汽车面板。

邯钢曾是老工业城市邯郸传统钢铁产业的代表。近年

来，在历经一轮轮产能压减阵痛后，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开

展先进钢铁材料研发、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等，焕发出新生

机。今年上半年，邯钢高端特色耐磨钢销量 4.1万余吨，家

电板订货量 34.8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4.39%、11.2%。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挑战，必须破解关键核心技术

难题，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走进山东寿光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展示

架上五颜六色、口味各异的西红柿吸引人们的目光。它们

无一例外都是“国产种”。

“在寿光方言里，西红柿叫‘洋柿子’，以前我们种的西

红柿也确实多是洋品种。现在，反而是自主研发的‘土柿子

’占据了大多数。”寿光蔬菜种业集团副总经理程琳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全国“菜篮子”的山东寿光，

曾高度依赖“洋种子”。近十余年来，寿光通过内培本土种

业企业、外引科研院所合作等措施，打响种业翻身仗。如

今，寿光已成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国产品种占主

要种植品种的七成以上。前端突破种业瓶颈，中间发展设

施农业进行农业生产，后端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赋能交易

……插上“科技的翅膀”，寿光蔬菜在全国、全球市场上越飞

越远。

生态向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驱车行驶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千松坝林场的林间

公路上，两侧树木葱茏、溪流潺潺。为筑牢京津冀区域生态

屏障，京畿之地大力推进治污增绿，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

美丽河北。

“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千松坝林场副场长何树臣

说，“我们在沙窝里造出高质量森林 116万多亩，不仅锁住

风沙，减少沙化及水土流失面积约 150万亩，还在原来的沙

荒地上孕育出地表径流。”

阻挡沙源、涵养水源，千松坝、塞罕坝等林场如一道绿

色长城，守护在京津冀北部。目前，承德、张家口森林覆盖

率分别达到 60%、50%。

蓝天常在、绿水长流的优美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横贯北京大兴区、通州区的新凤河，水清岸绿、蝉鸣声

声，亲水步道上不少市民散步游玩。“现在的新凤河，和我儿

时记忆大不一样了，哪里还有‘臭水沟’‘蚊子河’的影子！”

“80后”居民史思明感叹。

曾经污水横流的新凤河重焕新生，成为北京治污攻坚、

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制定修订 11 部资源环境类法

规，把 26.1%的土地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推进“散乱污”企

业治理、扬尘污染管控、河道生态治理，发展“高精尖”产业；

一批“臭水河”变身生态“休闲廊”，细颗粒物（PM2.5）年均

浓度近十年下降约 60微克每立方米，城市森林、口袋公园

等各类公园超千个……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北京，日渐成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之都。

从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生

态蝶变故事正在上演。

走进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只见芦荻深

处，鱼鸟翔集。道路两侧的电线杆上，硕大的鸟巢清晰可见。

“有些鸟类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安家，我们专门建

立人工鸟巢，吸引它们在此繁衍生息。”保护区高级工程师

张希涛介绍，通过持续多年湿地修复、生态补水等措施，黄

河三角洲湿地生物多样性稳定增长，保护区内现有鸟类

373种、数百万只。

调整产业、能源和运输结构，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十

大行动”，全面推进水泥、焦化等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一系列行动，夯实了齐鲁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长江干线流经湖北超过一千公里，矿冶、化工、渔业等

产业借此崛起，却也带来生态恶化难题。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前身是大冶铁矿的露天开采场。

走进其中，落差 400多米、坑口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

采坑让人惊叹；历经 40 多年复垦，废石上种植的 100 多万

株、360多万平方米的刺槐林更令人肃然起敬。

“过去销矿石，现在‘卖风景’。”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管理

处负责人阎红勇说，公园年均吸引游客 30多万人次。特别

是每年槐花盛开季，游客纷至沓来，观赏“石头上种树”的生

态奇迹。

湖北实施流域综合治理行动，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

强、百姓富；山东部署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河

北加快构建形成“风、光、水、火、核、储、氢”多能互补的能源

格局；北京加速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生态优势的“绿色红利”正在逐渐释放，“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京冀鲁鄂绿色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民生向暖：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
65岁的石家庄市民张兆志患有胸腹主动脉瘤，已累及

多个重要脏器的动脉。他辗转多家医院，院方都因怕手术

危及生命将他“婉拒”。最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

医院，来自首都的专家为张兆志成功摘除了瘤体。

让更多河北患者“大病不出省”。近年来，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助推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北京儿

童医院保定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秦皇岛医院等

多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冀落地，更多当地患者享受到大

医院的高水平医疗服务。

揪心事、烦心事一步一个脚印化解，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一点一滴增强。

正午时分，威海荣成市荫子镇头甲村的“暖心食堂”热

闹起来。20多位老人吃着刚出锅的热包子，搭配的还有爽

口萝卜丝和大米粥。正在吃饭的车玉芬老人说，自从家门

口有了“暖心食堂”，村里不少老人长胖了。

从在家“随便对付”到定时去“暖心食堂”就餐，免费或

花一两元钱就能吃上一顿可口饭菜，山东一些农村老人的

生活正被助老食堂改变。

山东县级敬老院、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均

达到 100%；湖北近 200 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河北一批中小学骨干校长教师赴京挂职学习……京冀

鲁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养老、教育、医疗、

住房等公共服务惠及更多百姓，让幸福底色更浓。

只有居住安心，才能融入放心、发展顺心。

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联投新青年社区保障性租赁住

房里，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社区食堂和 700
平方米的“青年之家”，可满足年轻人用餐、社交、休闲等需

求。目前，2700余套房源已租住 2000余人。

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难题，湖北加大“保

租房”供给力度，武汉还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创业青年给予房

租减免优惠。今年刚毕业的吴曼曼入职武汉一所高校，政

策减免后，她租住的人才公寓每月房租仅需 100元。

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

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

午后的北京西城区宫门口西岔胡同，居民们纳凉聊天，

一间间老字号烧饼店、特色咖啡厅、精酿啤酒馆各成风景。

抬头望去，青砖灰瓦与红墙绿树之上，妙应寺白塔庄重沧

桑，古朴与现代相映成趣。

从架空线缆杂乱如麻、犄角旮旯塞满垃圾、违规建筑

“见缝插针”，到拆除违建、绿化补植、新增车位……近年来，

北京下足“绣花功夫”治理城市“毛细血管”，4000余条背街

小巷面貌焕然一新。今年北京还将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解决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等系列民生工程，为百

姓营造更舒适的高品质现代生活空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一幅幅发展新蓝图、民生新图景正在京冀鲁鄂大地上渐

次铺展。

2023年 6月 14日拍摄的武汉光谷广场综合体（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2023 年 8 月 28 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生产线上的智能吊运

设备在吊运钢板。 新华社发（胡清华 摄）

2023 年 8 月 28 日，市民从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西岔胡同骑

行而过。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激光设备生产线

上工作（2022年 10月 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这是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白枕鹤

（2022年 10月 18日摄）。 新华社发（杨斌 摄）

这是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千松坝林场的景色这是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千松坝林场的景色（（20182018年年 88月月 77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