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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AI地铁启航——
刷脸时代 智慧出行”郑州地
铁刷脸过闸乘车项目上线。
即日起，郑州市民省去没有零
钱、手机没电、忘带票卡、手拿
行李等无法及时过闸乘车的
烦恼，“刷脸坐地铁”已成为现
实。

据悉，郑州地铁 3 月 31
日完成试点站建设并开始系
统内测，8月31日完成1号线
全线建设并通过官方APP“商
易行”面向乘客试运行。此
项技术是由郑州地铁、中国
建设银行、智元汇信息技术
公司联合研发，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互联网+”及“AI+”的

再一次迭代创新升级应用，
也是移动支付在公交领域的
创新和延伸。这一项目的成
功落地，宣告了郑州AI地铁
启航，实现车站及线网的多
维态势感知与预测分析，解
决轨道交通当前车站运营态
势感知盲区和线网之间车站
场景碎片化的问题，全面提
升地铁智慧安检安防系统、
线网分析与辅助决策系统、
智能电子导向系统、智能自
助服务系统的多源信息协同
处理能力，为构建以人为本
的“智慧乘运管理及服务体
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启
了智慧地铁的新篇章。

协同发展进行时：
渤海新区“盐碱地”变身“黄金滩”

郑州地铁实现全球首创刷脸扫码互通过闸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
河的一部分，沧州段大运河孕育
了一座座璀璨耀眼的名城古镇，
积淀了一段段深厚悠久的文化
底蕴。

近年来，当地坚持高点定
位，学习借鉴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理念，高标准推进沧州大运河文
化发展带全域规划体系及中心
城区“1+2+N”规划体系建设。其
中，“1”是城市区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规划思路，“2”是城市区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N”包括城市区管线
综合专项规划在内各个专项规
划。

据了解，当地综合考虑运河
沿线村镇的文化资源与产业基
础，以大运河文化带为轴线，统
筹推进吴桥杂技、东光生态、泊
头手工业、沧县兴济运河名吃、
沧州武术文化、青县红木等7个

特色文化名镇建设，努力把运河
沿线规划建设成为具有沧州特
色的经济带、文化带、生态带和
旅游带。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文化工
程，也是生态工程，而沧州始终
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该市划定了保护绿线
和建筑风貌控制线，对河道内 6
个村实施搬迁，恢复和保护河道
河堤，并大力推进大运河沿线绿
化改造工程，在大运河河道两侧
建设宽度1000米的绿美长廊，累
计造林33.8万亩，让绿色成为大
运河最美丽的底色。

如今，再走入这里，运河蜿
蜒曲折，河畔花草树木相得益
彰，满目翠绿中尽显大运河的生
机与活力。天蓝了、草绿了、水
净了，焕发“第二春”的沧州段大
运河成了沧州民众朋友圈里争
相转发、点赞的“网红打卡地”。

“网红打卡地”：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

沧州是河北三个沿海城市
之一，2001年黄骅港试运营，沧
州 结 束 了 有 海 无 港 的 历 史 。
2009年，随着黄骅综合大港工程
的启动，沧州沿海经济发展的大
幕正式拉开，经过十多年来艰苦
奋斗和不懈努力，沧州沿海经济
发生巨变。

沧州黄骅港也实现由单一
煤炭输出港向现代化综合大港
的转变。去年完成吞吐量 2.88
亿吨、集装箱近72万标箱，吞吐
量在世界主要港口中居第18位、
全国主要港口中居第13位，今年
一季度吞吐量首次跻身全国十
大港口行列。当地开通的国际
班列，串联起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众多国家，让黄骅港成为名副
其实的“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
堡”。

值得一提的是，沧州黄骅港
作为雄安新区出海口被写入《河
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标志，
沧州市临港产业特别是新兴产
业加快崛起，沧州渤海新区建区
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25.3%，建成重点产业项目 508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00家。

以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
企业合作区正式获批为标志，沧
州市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努力
打造河北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区
和中国面向中东欧国家对外开放

合作的重要窗口，现已签约推进
项目26个，总投资178亿元。

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沧
州境内有8条铁路(京沪高铁、石
济客专、京沪、京九、邯黄、朔黄、
黄万、沧港)及 7 条高速公路(京
沪、京台、黄石、保沧、津汕、大
广、沿海)，是京津冀1小时交通
圈重要城市之一。对此，当地坚
持陆海联动，全面提升港口集疏
运体系，加快环渤海城际铁路以
及邯港、曲港高速、任沧港快速
路建设，实现与京津、雄安新区、
石家庄等快速高效互联互通。
当地计划到2020年，力争港口吞
吐量达到 4 亿吨、集装箱 200 万
标箱，跻身全国沿海主要港口。

沧州市毗邻京津、接壤雄安，
在这里，乘高铁到北京51分钟，到
天津仅22分钟，到济南45分钟。

对此，沧州市牢牢抓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坚持
在项目引进中注重塑造产业、在承
接转移中注重升级、在服务中注重
跟上管理、在政府推动中注重发挥
市场的作用，推进协同发展向深度
广度拓展。

沧州引来的不是一个项目，而
是一棵产业大树。

数据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5年以来，沧州累计
引进京津合作项目1300多个，协
议总投资6213亿元，汽车及零部

件、生物医药、服装服饰等三大具
有明显协同特点的产业在加速崛
起。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由北京转移至河北的
大项目，目前累计产销整车39万
辆，并带动韩国一批知名汽车配套
企业落户沧州，建成汽车及零部件
项目200余个，形成90万辆整车生
产能力，一个千亿级规模的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北京·
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共
吸引140家药企纷纷入驻，总投资
443亿元，41家开工建设或竣工投
产，推动了当地生物医药产业从无

到有、风生水起。
该市以明珠商贸城、明珠服饰

产业特色小镇为龙头，整体承接北
京大红门、动批等服装企业和商
户，1万多家商户落户且无一回
流，带动500多家服装加工企业入
园，形成了集批发零售、加工生产、
设计研发等于一体的时尚服装服
饰产业。

与此同时，沧州在承接转移中
注重升级，瞄准京津创新资源这个

“大宝库”，加快与京津重点高校、
科研单位的交流合作。仅去年一
年，该市就新增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8家、院士工作站11家，总数分别
达到29家和31家。

河北省沧州市，曾经有海

无港，又因过去大片盐碱

地，“苦海沿边”成为当地贫穷

落后的代名词。去年，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对2018年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进行评估，

沧州市项目承接成果显著、工

作突出，获专家组高度肯定，

被称为“沧州现象”。

沧州是如何从过去人们

印象中贫困的“盐碱地”逐渐

变成今天产业聚集的“黄金

滩”？

沿海经济增长极：建成现代化综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项目引进中注重塑造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