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度生鲜’ 商品陆续上线，
目前有水果，后续大家就可以买到
进口原切牛排了……”日前，曹妃
甸区跨境免关税商品体验店负责
人张星在朋友圈晒出新业务。

“体验店位于曹妃甸综合保税
区海贸汇进口商品体验中心，展示
销售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品
牌商品， 涵盖美妆等10多个品类
500余种产品。”据张星介绍，体验
店于今年4月正式开业运营， 没有
漫长的配送时间，消费者可现场下
单、次日提货。

便捷的背后，是“跨境电商+新
零售”跨境电商运营平台新模式的
应用。“今年以来，我们以跨境电商
新业态、口岸贸易物流和保税加工
制造为重点，加快构建‘三区六园’
产业发展新格局。” 曹妃甸综合保
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志
强说。

据刘志强介绍，随着商业聚集
区、码头作业区、海关监管区以及
跨境电商产业园、进出口汽车物流
园、 进口粮食仓储加工产业园、进
口冷链仓储加工产业园、国际红酒
物流园、保税加工制造产业园的建

设，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正逐渐成为
曹妃甸区打造东北亚地区经济合
作窗口城市“第一窗口”的新引擎。

在位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的
首衡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项目建
设现场，记者发现，工人们正进行
围堰施工， 马达的轰鸣声此起彼
伏。“项目主要建设两个4万吨级通
用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建成国际
农产品贸易港，对外辐射日韩及东
南亚等国，对内辐射京津冀城市群
及三北地区。”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借助河北新发地的品牌和资源，项
目重点打造北京国际食品产业跨
境物流贸易的承接平台，对曹妃甸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贸物流
基地和国际化综合贸易大港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按照“三区六园”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曹妃甸综合保税区
实施精准招商，引导优质资源要素
加速集聚。同时，大力发展符合要
求的销售、物流、检测、维修、研发
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技术创新和
产业转型升级。今年曹妃甸综合保
税区重点推动建设项目14个，总投
资50亿元。

历经近三年建设，北京巴威公
司位于曹妃甸的高端装备制造新
基地项目近期已完成设备调试，将
正式投运。这意味着，北京这一高
端装备制造项目成功落于曹妃甸，
将迎来自己的全新发展机遇和发
展空间。

“搬迁不是简单的平移和复
制，要在曹妃甸重新梳理、优化工
艺流程，形成高效、科学、低成本的
工艺布局。” 巴威装备制造唐山有
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张旗说。

据他介绍，公司利用此次搬迁
的机会，提升技术装备水平，致力
打造智慧工厂、绿色工厂。投产后
将承接北京工厂的全部产能，形成
年生产6000MW电站锅炉，批量生
产工业锅炉、生物质锅炉、太阳能
光热设备核心部件制造能力，填补
河北高端锅炉装备制造行业空白。

行走在曹妃甸，北京商报记者
发现，像北京巴威公司这样的京津
产业转移案例， 在曹妃甸并非少
数。像首钢京唐二期、金隅曹妃甸
协同发展示范产业园等一批重点
项目建成投产，也让这里正成为高
端装备制造“梦工厂”。

近年来，作为京冀两地共同打
造的省级跨区域共建平台，曹妃甸
区正全力推进与京津在产业、交
通、 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合作，加
快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协
同创新的新基地和非首都功能疏
解的新空间。

2014年以来，累计实施亿元以

上京津项目238个、 总投资1931.9
亿元，其中北京项目209个、总投资
1861亿元， 在曹妃甸投资央企、京
企分别达到24家、15家。 今年1-4
月， 实施京津项目83个， 总投资
781.5亿元，曹妃甸区已经成为京津
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此外，曹妃甸区还持续深化与
京津在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对
接合作，组建“京津唐基础教育联
合体”， 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
和北京曹妃甸国际职教城正式开
学， 曹妃甸区9所基础教育学校加
入北京名校集团、 由两地合作共
建；与北京安贞、友谊、天津肿瘤医
院等知名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与北
京市676家、天津市419家定点医院
实现联网直接结算，与京津30家定
点医疗机构建立同城化结算体系；
京冀两地共同成立京冀曹妃甸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与北
京市旅游委签订《北京曹妃甸旅游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曹妃甸区成
为首个与北京进行区域旅游合作
的县区。

在曹妃甸火车站，北京商报记
者也体验到了京唐曹动车的便利。
随着京唐曹动车正式开通，也有力
推动了京曹两地产业对接、要素流
动、人员往来。据了解，目前当地政
府正全力推动曹南站扩能改造、港
前物流站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京
唐城际铁路南延、环渤海高铁等重
大交通工程，加速融入“轨道上的
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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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隅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产业园

首选地：加速承载京津产业转移 新格局：“三区六园”浮出水面

一企搬迁
三方共赢

Q： 首钢搬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
性、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影响有哪些？

A：从石景山到曹妃甸，百年首钢的历史性
搬迁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也是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解析首钢
搬迁，可用“契合三大规律、彰显三化升级、实现
三方共赢”概括。

第一，首钢搬迁契合了企业成长、产业升级
与区域发展三大规律。从企业层面看，首钢从小
到大、从旧到新、由弱到强的企业成长精神之延
续， 契合了企业求新求变的生命周期更替规律；
从产业角度看， 首钢搬迁也成为化解旧产能、布
局新产能的妙笔之举，契合了全球钢铁产业成长
演变规律；从区域视角看，首钢向沿海迁移既是

北京产城关系不断升级演变的全局要求，也是适
应全球钢铁产业在临海临港布局的大势所趋，深
刻揭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蕴含的区域布局优化
规律。

第二，首钢搬迁不是原封不动的搬家，而是
面向新产能、新技术、新水平的全新升级布局。搬
迁前，首钢以生产长材为主，搬迁后转向以生产
高档板材为主，首钢在北京地区的业态也由粗放
型生产转化为总部经济的多业态发展模式，彰显
了产品结构现代化升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
念得到系统贯彻， 彰显了生产工艺绿色化升级；
从生产环节智能制造到集团经营智慧管控，从矿
山井下有轨运输无人驾驶技术等产品技术的集
团自研自用，到对外技术服务输出，彰显了企业

经营数字化升级。
第三， 首钢搬迁既推动了企业自身蝶变成

长，也促进了石景山区华丽转型和曹妃甸新城崛
起，实现了三方共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根本
目标是要追求共赢发展。2011年，首钢集团首次
进入世界500强后， 连续11年上榜，2022年位列
328位；石景山区由“一个石景山，半个首钢厂”
华丽转身，2022年经济总量跃升至千亿，第三产
业占比提升到86.8%， 成为老工业基地转型标
杆；正如首钢曾经支撑石景山区一样，如今的首
钢也成为曹妃甸“海上港城”的有力撬动者。

从新中国首都的工业支柱到曹妃甸海港新
城的发展引擎，一企搬迁，三方共赢，首钢搬迁成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标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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