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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绘制8地图
三地联合绘制行政区划、产业园区等地图
为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京津冀经济、交通水平、人口规模等方面各有差别，差别到
底在哪里？将有8幅京津冀专题地图，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

记者从三地测绘部门获悉，京津冀行政区划、综合交通、
地形地貌和水系流域、人口分布、教育卫生、产业园分布等八
幅地图8月底绘制完毕，已于近日上报给政府部门。

以《京津冀人口分布图》为例，可以清楚看三地人口规模
的密集，教育卫生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地高校等单位的分
布。“以前得出这个结论的方式可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北京市
测绘设计研究院人文地理研究院工程师吴飞告诉记者。

地图完成后，将同步提供给京津冀政府部门，为协同发展
决策提供参考。

8月22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局、河北省地理信息局在北京召开
了京津冀测绘地理信息协同发展第二次座谈会，现场展示了8幅专题地图。

☞测绘界罕见跨区域联合作战
“我们是自发服务大局。”吴飞说，在

今年地理国情普查的过程中，京津冀三
地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三
地测绘地理信息共享工作。

7月25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天津
市规划局、河北省地理信息局，在河北省
地理信息局地理空间技术创新基地，召
开了京津冀测绘地理信息协同发展第一
次座谈会。

三方签署了《京津冀测绘地理信息
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由三方
领导参加的测绘地理信息协同发展战略
合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例会，负责决策
和统筹落实合作协议。

据河北省地理信息局官网介绍，协
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共同编制京津冀
协同发展系列地图。

一致意见是确定了首批 8幅专题地

图，河北负责完成行政区划、综合交通、
地形地貌和水系流域等 4幅图，而北京
负责人口分布和教科文卫图，天津则负
责产业园区和沿海地区图。

“我们测绘行业确实很少如此大规
模跨区域的联合作战。”天津市测绘院七
分院副院长罗康说，为协同合作，三地相
关部门在设计和编制过程中分享了大量
数据，并突破常规，有所创新。

☞不到一个月拿出地图初稿
8幅地图，从 7月底确定任务到 8月

20日完成初稿，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三地政府部门对这项工作亦非常重视。

压在三地测绘人员吴飞身上的担子
不轻，这是因为专题地图数据的准确性
直接影响地图所表达信息的正确性和科
学性，而短时间内，要想收集整理分析处
理三地多个政府部门的可发布专题信
息，可并不简单。

他们想出的稳妥办法是，求助于三
地出版的 2013年版统计年鉴，上面的统
计信息都来源于各专业部门，兼具权威
性和准确性，但这也并非一劳永逸的办
法。

编制《京津冀科教文卫分布图》时，

如何找出能衡量三地科教文卫现状的标
准是个问题，若比较三地每万人中高中、
本科等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就会发现三
地的统计年鉴相应数据统计口径和标准
并不一致，“有的细化到了大学本科人
数，但有的只含混说高中以上。”

最终，在教育方面，他们确定反映京
津冀三地中学以上学校数、在校生人数
和专职教师人数这3个数据。

在8月22日的京津冀测绘地理信息
协同发展第二次座谈会上，三地相关领
导审阅了8幅4全开专题地图初稿成果。

据吴飞和罗康回忆，《京津冀科教文
卫分布图》因被指想反映的主题较多，信
息量太多，与其他图不统一，被调为《京

津冀教育卫生分布图》；而《京津冀沿海
地区分布图》也因类似原因，改成了后来
的《京津冀沿海经济分布图》，将焦点集
中在经济信息上。

《京津冀教育卫生分布图》采用分级
设色的办法，区分京津冀不同区域的医
疗基础情况，底色数据是当地规模以上
医院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数值越高，颜
色也就越深。而教育方面的 3 个数据
（中学以上学校数、在校生数、专职教师
数）则被列为柱状图，标在图上。

地图配以统计图表，列出京津冀三
地的医院数、医生数和床位数绝对数量
的对比，“能看出河北的医院、医生数量
和北京基本相当。”吴飞说。

☞京津冀地图不是简单拼接
今年 7月，天津和北京测绘界齐聚

石家庄，将比例尺为1：20万的地图和一
些最常用的挂图都提供给河北同行，由
河北负责制作系列工作用图的“地理底
图”。而三地同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

“地理底图”基础上完成各自负责的任
务。

除分享数据和权威资料外，三地测
绘部门还在8幅专题地图的图外整饰及
图内各要素的表示等细节方面进行了统
一。其中，比例尺大都是 1：45万，即图
上1厘米，代表实际距离4.5千米。

不过，《京津冀沿海经济分布图》倒
是特例，比例尺是 1：31万。罗康解释，
因为沿海地区在整个京津冀占比较小，

如果按照1：45万的比例尺展现，将难以
看出很多细节。而在这张图中，他们最
终展示了京津冀沿海的几大功能区分
布，沿海区县的主要经济指标和主要交
通分布情况。

北京、天津、河北都已有了各自的行
政区划图，再制作《京津冀行政区划图》
是否就不难了？

“京津冀行政区划图不是简单将原
来各自的地图拼接在一起。”河北省制图
院地图制图部主任刘英巧说，三地虽然
行政等级一样，但因面积不同，原有的行
政区划图比例尺各不相同，制作京津冀
行政区划图，需要将三地的数据资料进
行分析、处理后，按照一定制图原则和制

图要求，对反映在图上的各要素进行综
合取舍。

不过，随着9月23日传出消息，石家
庄获批调整部分行政区划，市区面积“扩
容”数倍，《京津冀行政区划图》及其他 7
幅专题地图是否也将调整？

“按理说，地图讲究现势性即尽可能
地反映当前最新的情况，同时注重准确
性。”刘英巧说，第一时间获得石家庄行
政区划即将调整的消息后，他们就收集
相关资料，对京津冀行政区划进行了更
新。计划报送相关部门审核后，再将调
整后的地理底图数据提交北京、天津同
行，以便他们调整各自负责的专题图。

☞地图为协同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8幅专题图究竟有何意义？罗康认

为，通过《京津冀产业园区分布图》，可看
出北京、天津的国家级产业园区和省级
产业园区相当密集，而河北省则数量较
少，且比较分散，“也就能看出京津产业
转移的方向。”

刘英巧介绍，河北负责的《京津冀综
合交通图》表示了京津冀的铁路、高速公
路、国道和省道，同时表示了航海线，目
的是突出呈现三地已有的交通网络现
状。

“一个月的制图时间，三地测绘部门
通力合作，”刘英巧说，目的就是将目前
京津冀最基础的、各级领导最关心的内

容，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示出来。
“三地合一”的地图背后，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
从产业园方面来说，今年7月底，京

冀两地签署了七大合作协议，涉及共同
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共建北京
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共建推进中关
村与河北科技园区等内容。

文化方面，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门亦
签署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9月 4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系统
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
展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工作方案。

8幅京津冀地图，正切合了交通、教
育卫生、产业园区等协同发展的热点。

9月18日刊发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官网上的文章显示，河北省地理信息局
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用图》报送给河
北省副省长张杰辉后，由其批示分呈有
关领导，并送省发改委。天津市测绘院
七分院副院长罗康表示，专题地图已进
入审核阶段。

8 幅地图完成后，将同步提供京津
冀三地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为协同发
展决策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就档案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武汉长江大桥被
称为“万里长江第一
桥”，横跨在湖北武昌
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
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
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
用桥梁，对中国经济建
设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

1949年9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通过建造
长江大桥的议案，后来
成为新中国“一五”计
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1953 年 4 月，铁道
部成立武汉大桥工程
局专门负责设计与施
工，还聘请苏联专家组
来华支援。

1954 年 1 月，周恩
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
203 次会议，听取滕代
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
大桥的报告，讨论通过
《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
桥的决议》。

1955 年 7 月，国务
院批准武汉长江大桥
技术设计方案、大桥的
施工进度计划和总预
算。9月 1日正式开工
建设。在全国人民大
力支援下，经过两年两
个月的艰苦奋战和科
技攻关，武汉长江大桥
于 1957 年 9 月 25 日建
成。

图为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现场(1957年
10月15日摄)。

商务部出新规

餐饮经营者应建
节俭消费提醒提示制度

根据商务部8日发
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
办法（试行）》，国家将
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
最低消费。

《办法》规定，餐饮
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
的，应当明示促销内
容，包括促销原因、促
销方式、促销规则、促
销期限、促销商品的范
围，以及相关限制性条
件。

此外，餐饮经营者
应当做好节能减排、资
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
作。餐饮经营者应当
建立节俭消费提醒提
示制度，并在醒目位置
张贴节约标识，贯彻节
约用餐、文明用餐标
准。

根据《办法》，餐饮
经营者应引导消费者
餐前适量点餐，餐后主

动帮助打包，对节约用
餐的消费者给予表扬
和奖励。

《办法》规定，餐饮
经营者不得销售不符
合国家产品质量及食
品安全强制标准的食
品，同时，不得随意处
置餐厨废弃物，应按规
定由具备条件的企业
进行资源化利用。

餐饮行业协会应
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发挥行
业自律、引导、服务作
用，促进餐饮业行业标
准的推广实施，指导企
业做好节能减排、资源
节 约 和 综 合 利 用 工
作。餐饮行业协会应
通过制定行业公约等
方式引导餐饮经营者
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办法》将自 2014
年11月1日起施行。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