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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公司绘就京蒙协作新图景
■本报记者 马丹丹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
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更好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京蒙协作的
工作要求，2021年以来，国资公司以首善标
准不断加强与内蒙古地区的产业帮扶、资源
互补、就业帮扶、公益帮扶、消费帮扶，为京
蒙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贡献首都国企的
力量。

产业帮扶激发内生动力

在京蒙协作中，国资公司结合内蒙古兴
安盟地区资源禀赋，积极支持当地发展特色
牛羊养殖业，通过推广新技术实现玉米增产
增收，为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国资公司围绕消费市场需求，创新探索
帮扶产业发展的路径方法，先后在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扎赉特旗、科右中旗创
新开展“一村一品户户养牛羊”特色养殖项
目，探索形成了农牧户增收致富、资金可循环
利用、上下游企业共同受益、消费者获得实惠
的高质量、可复制产业帮扶特色模式和有效
经验。

玉米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2024年，国资公司积极支持兴安
盟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浩力宝嘎查借助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科研项目技术支撑，
实现降本增效，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壮
大当地集体经济。

资源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国资公司结合自身资源优势，通过资源
互补，积极助推内蒙古自治区政务、卫生、教
育领域数字化转型，推介内蒙古丰富的文旅
产业资源。

数字认证公司是国资公司旗下国内领
先的网络信任与数字安全服务提供商。数
字认证公司为内蒙古自治区提供“蒙速办·
电子签章”服务，发放电子印章超过40万
套，支撑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
办理；积极参与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安全防护
体系建设，为自治区7000余万张电子证照
提供数据存储、数据传输、数据共享安全防
护服务；为内蒙古自治区70余所医院、6所
高校、10余家大型企业构建安全可信的网
络空间。

北京产权交易所是国资公司旗下全国要
素交易市场的中心市场和领先机构。2023
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成功举办招商引资暨文化旅
游推介会，面向社会发布了正蓝旗文化旅游、

农畜产品重点招商项目，吸引了近百家各类
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参会。

就业帮扶促进稳定增收

国资公司在京蒙协作中，注重加强技能
培训，提供公益性岗位，以实际行动助力解决
就业问题。

2021年，国资公司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科右前旗开展妇女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培
训，提高农村牧区妇女手工刺绣技能水平，引
领更多妇女实现就地创业、就近就业、灵活就
业。2023年，国资公司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科右中旗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并为农牧民
提供公益性岗位，推动科右中旗农牧民利用乡
村公益性岗位实现就地就近就业。2024年，
国资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红
十月村增设10个环境卫生整治公益岗位，为
村里弱劳力、半劳力提供就业岗位。

公益帮扶提供兜底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地处草原腹地，民
生基础薄弱。2021年以来，国资公司积极支

持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公益事业发展，用心
用情用力为当地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给农牧民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21年，国资公
司积极支持科右前旗建设无障碍阅览室，帮
助科右前旗13000名残疾人学习更多文化
知识和生活技能。2022年，国资公司为扎
赉特旗特殊教育学校购置康复训练器材教
具，助力特殊群体的教育康复工作。2023
年，国资公司为科右中旗义务教育学校购置
各类图书3756册，用善举守护了孩子们的
读书梦。2024年，国资公司、北京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携手举办“关爱成长 点亮希望”
童游山海公益系列活动，走进兴安盟红城小
学，用戏剧讲座、互动表演、图书捐赠的形式
为孩子们搭建了感受戏剧文化的桥梁。国
资公司还积极支持设立兴安盟“名师校长工
作室”，通过专题讲座、来京跟岗研修、入校
指导等形式，为兴安盟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培
养一批优秀校长，同时带动骨干青年教师的
成长，有效提升当地中小学教育水平。据兴
安盟教育局介绍，工作室启动以来，已经辐
射兴安盟地区2310余名教师，受益学生达
2.45万名。

农村牧区饮水安全保障是当地群众关心
的问题。2023年，为了让牧区群众喝上安全
水，国资公司积极支持兴安盟科右中旗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购买水质检测设备，开展农村牧区
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着力提升水质检验检测
能力，保证农村牧区百姓的供水安全工作。

此外，消费帮扶方面，国资公司2021年
以来多渠道加大对内蒙古地区产品的采购力
度，实现内蒙古消费帮扶采购金额985.46万
元，以实际行动助力京蒙协作取得新成效。

千里共叙京蒙情，同心协作谱新篇。未
来，国资公司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首善标准，发挥自身优势，
为携手绘就京蒙协作新图景贡献力量。

国资公司以“首善标准”助力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业现代化 ■企业/供图

科技金融赋能京津冀产业链群
本报讯（记者 谢峰）11月12日，2024年

京津冀基金与企业融资对接会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举办，旨在进一步发挥三地政府协同
联动作用，深化三地企业、基金、银行、行业协
会、创新平台等对接合作，全方位助力京津冀

“六链五群”建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
性循环，激活区域发展动力引擎。京津冀三地
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
共同揭牌成立中关村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
发展促进会。

据悉，“六链”即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
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6条重点产业
链；“五群”即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5个
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作为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协同的重要
链条，聚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京津冀

三地政府共识。融资对接会上，中关村京津冀
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与京津冀协同发
展产业投资基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发挥基
金招商引资和投资赋能作用，吸引国内外高附
加值生态企业加快集聚，共同推动京津冀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等重点园区建设。

中关村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
会会长张夕勇表示，在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
促进会将以“服务京津冀产业协同，服务行业、
产业、企业”为宗旨，发挥资源型组织、枢纽型
平台、生态型智库、孵化型机构作用，搭建上下
游产业链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京津冀新能源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做大做强。

中关村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
会的成立是本次融资对接会的重要成果之
一。对接会上还启动了京津冀投融资服务机
制，汇聚资本市场、基金银行、行业协会、产业
联盟、创新平台等科技金融要素，为京津冀各
类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着力优化区域产融服务生态，进一步搭建政金
社企精准对接平台，培育壮大更多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引导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
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赴北交所等上市，促进跨区
域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引聚金融“活水”，为实体经济发展聚力赋能。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茤祥表
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总体上呈现“太阳
系”分布，其中“创新链”如同太阳一样聚集能
量，着力提供技术源头供给，要高度集中；而“产
业链”则如同行星，接收太阳能量辐射并进一步
形成自己的星系，着力发展生产力，要适度分
散。一个“产业链”往往需要多个“创新链”支
撑，如天津、河北的产业链既受北京创新链支
撑，也受广州、上海等地的创新链影响，创新链、
产业链通过复杂耦合融合为国家创新体系。

作为参会企业代表，北京智冶互联董事长
赵宏博说：“我们是围绕冶金领域进行智能制造
服务的科技型企业，目前研发工作落地北京，但

是更多的应用场景在天津与河北，三地联动对
我们非常重要，通过参加此次三地融资对接会，
让我们在融资、产业、企业等资源有了新的思
路，也从中找寻到更多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周浩表示，本次融资
对接会旨在全方位助力“六链五群”建设，在拓
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120余家基金与
近200家高精尖企业进行了对接。四大国有
银行在对接会上发布了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
京津冀三地也启动了投资服务机制，深化各类
金融资源深度对接赋能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
业协作。

下一步，京津冀三省市将深入落实国家部
署要求，进一步推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
金赋能”，融汇科技金融，赋能产业链群，不断
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
新台阶，协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为加快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力
支撑。

本报讯（记者 贾玎玎）近日，北京、天津、
河北三地共同签订《京津冀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工作备忘录》，将建立高等级预警信息互通机
制，完善水旱灾害应对、地震抢险救援等协同
联动，全面提高区域应急管理协作水平。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应急管理部门针对法
定节假日、汛期、森林防火期等重点时期，常态
开展视频会商，同时深入组织联合演练。三地
还制定了京津冀地区大震灾害应急专项预案

和救灾物资协同应急保障预案，不断推进应急
管理协同联动。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宣传动员处处长许媛媛
介绍，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共同成功应对了6起
森林火灾火情，20余场有影响的降雨和近10起
突发安全事故，特别是23·7极端强降雨应对过
程中，共同开展流域防洪调度，通报预报、预泄
拦洪蓄洪等措施情况，实时做好永定河流域洪
水防御，最大限度地降低洪涝灾害的损失。

为了全面提升区域灾害应对和协同保障
水平，三地签订了《京津冀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工作备忘录》，立足“全灾种、大应急”的要求，
从数据共享、预案编制、联防联控等12个方
面，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合作机制。比如，备忘
录提出要建立高等级预警信息的互通机制，实
现高温、大雾、暴雨、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森林
火险等橙色红色预警信息跨区域共享，做好突
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准备。每个月和重要的时

间节点应急指挥也要进行联合的会商研判。
“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预案的联编联演，每年
组织一次跨区域的应急演练，磨合联动处置机
制，不断提高区域的协作水平。”许媛媛表示。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的直接指导下，河北省
正在加快推进国家华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
设，启动了环首都、环渤海、沿太行山3个省级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和省级应急避难场所示范
工程建设。

京津冀将建立高等级预警信息互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