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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雪后初霁，万物润泽。
2017年2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南

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
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总书记走进一片开阔
地，极目远眺。这里就是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起步
区的核心地块。

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习近平仔细察看区
位、规划状况，详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区域内的
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度有
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习近平总书记向河北
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他叮嘱：设立雄安新区，
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安新县主持召开了一场
小型座谈会。他强调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手笔。
37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从昔日

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领着珠三角经
济增长极崛起，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
要标志。

25年前，位于华东的上海浦东新区，从一片
旷野地蝶变成汇聚财富的金融中心，辐射带动长
三角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新象征。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着北京、天津、
石家庄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来地区间发展不
平衡：一面是京津两极“肥胖”，人口膨胀、交通拥
堵等“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边地区过于“瘦
弱”，呈现显著差距。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今天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大时代
背景下爬坡过坎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中国北方打
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着眼全局，运筹帷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到提出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
载地，再到部署雄安新区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
局、强烈的使命担当，筹划部署、把脉导向。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三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
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实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指
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
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
时，他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
他考察北京市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中，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是重中之重。而选择一个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构想也逐渐
浮出水面。

对首都北京，作为“老北京”的习近平感情

至深——
“凸”字形的格局，“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的

考究……拥有 3000多年建城史和 860多年建都
史的北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先进的理念，体
现着中华风格、首都气派。

然而，21世纪的北京，虽前所未有繁华，却面
临“大城市病”的种种困扰。

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中焕发出千年古城的历
史底蕴？正在快速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要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破解城市规划建设中
的难题从而推动协同发展？一系列时代追问，萦
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和强化首都
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
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
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的讲话高屋
建瓴。

宜疏不宜堵，构建大格局。
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批示指出：“目前京
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
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
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
区发展”。

经过不断思考，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
人口密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
适应。

方向愈加清晰，思路更加明确，在京外设立
一座新城的战略构想逐渐成熟。

2015年 2月 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9次
会议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
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设新城
问题。

2015年 4月 2日和 30日，习近平先后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
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他再次强
调，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
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的现代新城。

2015年 6月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构想，明确提
出：“深入研究、科学论证，规划建设具有相当规模、
与疏解地发展环境相当的集中承载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集中承载地”成了“新
区”的代名词。

这个新区选在哪里？以何种定位出现？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京津冀协同

发展领导小组多次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河北
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有关方
面，召开专题会议和小范围会议，综合考虑区位、
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
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轮对比、反
复论证新区选址。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
并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
病”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
国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
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
三角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
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
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
“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一次次重要讲话、一场场科学论证、一步步深
入推进……从思考到谋划，从批示到规划，从要求
到部署，从宏观到微观，习近平总书记对设立新区
的战略思考不断深入，构想逐渐变为现实。

2016年5月27日，这是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的一个大日子——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召开，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
“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汇报稿的标题之中。

习近平强调：在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加快推
进阶段，北京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空间格局调
整。无论是从它的健康发展和解决问题，都要做
出选择，最后做了这个选择。

顶层设计，志在千年。
公元 1153年，金建都于燕京，拉开了北京城

860多年的建都史。
公元 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设立，又

将揭开北京城发展的崭新一页。
“这件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强

调，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要
能够经得起千年历史检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把准历史大方位，着眼时代新特征，续写北
京千年古都建设、谋划华夏大地发展的新篇章。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
安”——今天流行的这句新话并非豪言壮语，它
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承诺。

“深圳和浦东的今天，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雄安的明天。雄安新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
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组长邬贺铨院士说，千年大计，正是表达着中
央推行这个战略的决心和定力。

俯瞰中国地图，深圳、浦东和雄安呈梯度而
上，分别占据全国南、中、北三个维度，这将合力
推动中国实现全局均衡发展，改变经济发展“南
强北弱”的状况。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如此评价：雄安新
区这片经济活力带将寻求催生出京津冀地区甚
至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活力。

“水乡花县今新邑，北地江南古渥城。”雄安
新区这片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当代光荣革命
传统的大地，将成为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开拓发展
的新支点，必将创造时代发展的新传奇。

新华社电 4月初的白洋淀，绿柳婆娑，碧波荡漾，放眼水鸟嬉戏，听闻蛙声一片。
襟带崇墉分淀泊，阑干依斗望京华——
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凉亭上的这副楹联，在这个春天里，与位于东北方向1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有了不同寻常的关联。
2017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

彻大江南北。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的雄安新区，迅速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

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着眼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立足大历史观，深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
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燕赵大地上，春潮涌动，正奏响开创历史、引领发展的澎湃乐章……

回答实践新要求
的战略决策——
科学论证选址，
优化京津冀城

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形
成北京发展的新翼，打
造创新驱动的高地

“具体到哪里建，这是一个科学
论证的问题。一旦定下来，京津冀
三地和有关部门都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用大历史观看待这件大
事。”——2016 年 3 月 24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

雄韬伟略，长治久安。
“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字，取自

“雄县、安新县”各一字，朗朗上口、声名
远扬，既尊重历史，又寓意吉祥。

“雄”字意味宏伟、阳刚、英雄；“安”
字包含稳定、牢固、安康，体现了地域特
色，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契合国家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大任何以降雄安？
2015年 2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9次会议明
确提出，研究考虑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
思路；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出在河
北合适地方建设一座新城。由此，选择
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
就成为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雄安新区的最终设立提供了战
略指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京津冀
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牵头组织研究论证设
立集中承载地有关工作。2015年 2月，
选址工作启动，各有关方面展开了紧锣
密鼓的科学论证：

——本着认真、谨慎、科学、民主的
原则，新区选址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
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
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对集
中承载地规划选址进行多地点多方案
比选，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多个回合讨
论研究；

——由16位顶尖级专家组成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多个选
址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召开 10多次会议
听取河北省及规划组的汇报；

——河北省组织省内多个部门，持
续进行多轮研究，谋划提交多个选址
方案；

——初步方案经过京津冀协同发展
领导小组讨论，意见反馈给河北省。河
北省对方案进行相应调整，专家咨询委
员会再次实地考察，并听取河北省及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方面意见。方
案经修订，再次上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开会讨论；

——2016年 2月 29日，国务院举行
专题会议研究集中承载地的相关问题；

——2016年3月和5月，最终选址方
案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规划建设新区的选址事关发展全
局，是涉及首都的历史性工程，要经得起
历史检验。

每一次调研都细致严谨，每一次讨论
都充分热烈。“雄县—容城—安新”这一方
案在几个方案比选中逐步得到确认，最终
脱颖而出。

把握时代大趋势的历史性举措——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选择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抓的一个新区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
有全国意义，这个定位一定要把握好。”——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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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大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