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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湖清生态美

从前，跟湖要地、拦湖捕

鱼、向湖排污；现在，退耕还湿、

退居还湿、清淤除草。近些年

来，随着生态修复治理力度的

加大，衡水湖的一汪清水成为

衡水的绿肺，鸟儿的天堂，还带

动了周边群众因水而富，在这

同时，对于这湖水，人们从理念

到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记者 马路 [发自衡水]

修复水生态，让衡水湖回
归湿地本色

7 月 22 日上午，在衡水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李宏凯的引导下，
我们来到衡水湖码头。老船员张双秋热
情地将我们迎到船上，“园博会开幕后，
来湖游览的人翻倍地增长！”老张高兴
地说。

船行湖中央，闷热感一扫而空，水
声潺潺、鸟鸣耳畔。69 岁的张双秋是衡
水湖边上的大赵村人，祖辈几代都依靠
这片水生活。以前，这里夏天一片水汪
汪，冬天一片白茫茫。那个时候人们就
想填饱肚子，嫌这里水多，成天琢磨着
怎么掏出土地来种粮食。

“由于地势低、洪涝灾害频繁，都叫
它‘ 千 顷 洼 ’。”李 宏 凯 介 绍 说 ，直 到
1985 年这里才正式长期蓄水，衡水湖
作为一个湖名才固定下来。指着岸边的
马拉松广场，李宏凯告诉我们，那里是
原冀衡农场老旧住宅区，由于周边居民
及养殖场、橡胶加工、电镀、煤场等工矿
企业众多，衡水湖的水质不断恶化，最
差时局部达到劣Ⅴ类。

2003 年，衡水湖晋升为国家级湿
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力度的污染治
理工作也随即展开。搬迁了湖区周边
413家企业和作坊，拆除了60多万平方
米有碍观瞻的商铺，实施退村还湖、退
耕还湖；取缔了 1.38 万亩网箱养鱼⋯⋯
到 2012 年，湖区外围污染源清理工作
基本完成，衡水湖又回归了湿地本色。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衡水湖启动了良好
湖泊项目，湿地保护开始转向湖体治理
以及生态修复。

远远的，一艘大型作业船正在水面

上游移着，李宏凯说：“这就是我们购置
的绞吸式挖泥船。”衡水湖内蒲草、芦苇
等挺水植物的生长面积约占45%，这些
水生植物沉积于湖底，形成了面积约15
平方公里的腐殖质层。加上湖区内菹
草、轮叶狐尾藻和灯笼草等多种沉水植
物沉积、腐烂，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影响水质。

“这艘绞吸式挖泥船就是为了清理
它们才购进的，截至目前，这艘船已经
为衡水湖清除底泥和腐殖质 800 万立
方米。”李宏凯说，他们还购置了两艘自
航式机械割草船收割蒲草和芦苇，每年
收割面积达 120 公顷。并通过增加食草
性和滤食性鱼类、贝类的投放，控制湖
区水草、藻类生长，转移水体营养，仅去
年 以 来 ，他 们 就 投 放 鱼 、虾 苗 2110
万尾。

为进一步提升衡水湖的湿地功能，
市里每年多次向湖内引水，如今衡水湖
的调水线路由最初的东引黄河水，又增
加了南引岳城水库水和西线从岗南、黄
壁庄水库调水。

拒绝水污染，让衡水湖碧
波荡漾

船头继续向南，我们来到了衡水湖
唯一的湖中村——顺民庄，遍布全村的
是各色酒店、农家乐。沿着村内街道一
路走来，干净而整洁。农家乐老板孙宝
柱告诉记者：“以前这里污水乱排、垃圾
遍地，最后全都进了湖里。现在村民大
多靠旅游业为生，随着对衡水湖保护的
深入，大家的环保意识也增强了，这湖
清水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谁还舍得去
破坏她！”

顺民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 300 人，
但是每天的游客却有上千人。为此，滨
湖新区投资 500 万元在这里建成了现

代化污水处理系统，并对垃圾进行每日
清理。湖区其他村庄也实行了城乡环卫
一体化管理。

“现在，衡水湖的水有多好，看看这
里的鸟就知道了。”张双秋驾船向观鸟
区驶去。在一丛丛蒲草之间，几只红白
相间、黑色凤冠的水鸟在轻灵地嬉戏，

“那是凤头鸊鷉，被誉为‘水中凤凰’‘凌
波仙子’，是常年扎根在这里的鸟。那白
冠白嘴黑羽红眼睛的是骨顶鸡，那嘴巴
长长、站得高高的是黑翅长脚鹬，那是
黑卷尾，那是斑嘴鸭⋯⋯”李宏凯如数
家珍。

经过保护与发展，衡水湖水质由过
去局部劣Ⅴ类达到总体Ⅲ类，鱼类增加
到 34 种，环湖造林使大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达到了每立方厘米 4600 个。据介
绍，目前，衡水湖的鸟类已达 329 种，包
括 7 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和 49 种Ⅱ级
保护鸟类，衡水湖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类
天堂。

2014 年，湖边的洪杰农场主动放
弃 3000 亩耕地，改为种植芦苇、蒲草以
及水葱等水生植物，为鸟类提供栖息地
并净化水质。去年，106国道衡水湖段完
成改线工程，衡水湖区也因车辆排放物
的减少而更优美静谧。通过环湖植树造
林，人们还为衡水湖织出了一条“绿围
脖”，目前环湖造林面积已达到 10 万
多亩。

发展生态游，让衡水湖成
为富民湖

来到衡水湖畔绳头村时，村支书杨
建水正忙着与村民商量鱼池回收的事。
他们准备在村庄四周建设荷花园、垂钓
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走一条产业
发展、集体壮大、农民增收的新路。

2015 年开始，绳头村采取“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引导农户以
闲置宅基地为股本加入农宅合作社。村
民杨世旺就把一处 240 平方米的闲置
宅院租给了合作社，自己跟别人合伙经
营着一片荷花园。说起一年的收入，杨
世旺算了笔账：房子每年三四千的租
金，年底效益好了还有分红，女儿在村
里的旅游公司打工每月 3000 元。“去年
光荷花园我就挣了五六万，今年看这情
形肯定挣得还会多。”

据了解，以省园博会为契机，以衡
水湖为起点，衡水市充分整合周边码头
赛道、特色小镇、美丽乡村、节庆活动、
历史文化等资源，打造了闾里古镇、侯
店毛笔小镇等 15 个特色景区，并沿中
湖大道、东湖大道打造花卉景观带，串
联起沿途景点，形成了 50 公里环衡水
湖风景线路。

滨湖新区管委会主任袁博见证了
衡 水 湖 的 每 一 处 变 化 ， 在 他 看 来 ，
2012 年开始举办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
后，衡水湖名声鹊起。“当时水清、景
美的衡水湖以及日益完善的湖区设施打
动了国家体育总局，使得衡水湖与马拉
松走到了一起，成为全国第一个环湖马
拉松赛。”

如今这项赛事已成为衡水市的新
名片，带动这里的旅游逐年升温，游客
接待量连年保持在 25%以上的增幅。

今年，在美丽的衡水湖畔又迎来
了河北省首届园林博览会，衡水湖也
成了更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如今，
游湖、健步、骑行、观鸟、赏荷、科
考、民俗文化等生态旅游活动风生水
起，很多群众成了游船、农家乐、旅
游商品销售的从业者。”袁博说，老百
姓看到了变化，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现在滨湖新区人均收入比五年
前增长了近一倍。

日 前 ，一
群灰鹤在衡水
湖 自 由 翱 翔 ，
与波光粼粼的
水面和来来往
往的游船构成
一幅和谐美丽
的画卷。

记者 贾恒
马路摄

本报讯（记者薛惠娟、刘冰洋）老旧
小区多，群众抱怨多。文明城市创建第
一线，怎样实现攻坚克难，化抱怨为笑
脸，让老旧换新颜？关键时，困难处，群
众看到了党员干部忙碌的身影。今年以
来，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创建文明城市

“百日攻坚”行动，普遍建立创城指挥部
和各专项指挥部，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冲锋在前，以冲刺的姿态、超常的举措
和过硬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受到
群众普遍赞誉。

在邯郸市文明城市创建中，有这样
一批基层干部：永和里社区党支部书记
安玉荣把家安在社区，开展拆违工作，
带领居民积极改造社区环境；在酒务楼
社区党支部书记方冬梅带领下，社区30
多年来的私建小房 186 处被拆除，小区
内增加绿地 1600 多平方米；居民私占
绿地、生活垃圾遍地的农林路 49 号院，
经过“80 后”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潮彬的
一 手 改 造 ，变 身 整 洁 优 美 的“ 小 花
园”⋯⋯

如何打好全国文明城市“卫冕战”？唐

山市制定了《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重点任务“四
个干”运行图》，以市委

常委、副市长为责任主体，各职能部门为
具体责任单位，形成了层层有任务、层层
有压力、层层有责任的工作格局。

该市中心城区形成了一张覆盖全
面、脉络通畅的大型网络，由若干个网
格员牵引，覆盖城区的每一个社区。作
为第一批网格管理员，路南区惠民园街
道惠民园四社区党支部书记马丽娜每
个工作日，都要手持掌上终端设备在

“格”内巡查，上门入户，对户况信息进
行核实、更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次锤炼党员干
部作风的过程。石家庄市各县（区）根据
各自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各级党员干部
的示范引领作用，创新管理办法，为创
建文明城市助力。

该 市 桥 西 区 全 面 推 行 “ 一 路 一
长”的“路长制”——28 条主次干
道，由区级领导担任路长，街道办事
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路长；其
他 33 条支路由责任部门分包。各街
道、村 （居） 参照“路长制”模式，
对辖区内支路、小街巷等，设置路长

和管理人员，明确管理职责。
为确保道路管理没有盲区、责任没

有空白，路长要在责任路段对违法违章
建设、工地扬尘、道路保洁、占道经营、
道路破损、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
告等问题进行不定期检查。路长检查每
周不少于2次，副路长每周不少于4次，
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场大考。越是困
难，越能激发起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拼
搏、敢于争先、夙兴夜寐、激情工作的昂
扬斗志。

“双违”整治是秦皇岛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战役的第一仗。该市成立由市
委书记、市长挂帅的指挥部，建立了市
委常委分包县区、党员干部包片责任
制，层层定下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
军令状。

“ 双违”23161 处、915.99 万平方
米，整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全市党员
干部冲在前，作表率，一批标志性“双
违”问题被攻克。海港区海滨路街道党
办副主任李冬梅在《党员干部无“双违”
公开承诺书》上签字履行承诺：“不干
扰、不妨碍，不谎报、不瞒报自家违法占
地、违法建设情况⋯⋯”

违法用地和违法违章建设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色的公园和舒适
惬意的休闲广场，优美整洁的环境吸引
了不少人驻足休憩。从受益者到参与
者，看到创城带来的新变化，许多群众
自愿拆违，变“要我拆”为“我要拆”。目
前，秦皇岛市群众自拆助拆“双违”达
60%以上。

党员干部带好头，广大群众才有参
与的好劲头。

看到脏乱差现象，掏出笔记本记录
下来；看到地上有烟头、垃圾随手捡拾
起来⋯⋯定州市李家湾社区居民王月
明每天不到 6 时便走上街头维护环境
卫生，并乐此不疲。

创城活动开展没多久，王月明看到
社区党员干部带领大家拆除私搭乱建，
清理多年积存的垃圾，让社区面貌焕然
一新，他深受感动：“创城我们也得尽义
务、作贡献。”随即，王月明主动参与到
创城工作中，提出意见和建议200多条，
定州市创城办聘任他为“创城督导员”。

一批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得以解
决，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许多群众表示，
创城创出了干部好作风，党群、干群关
系更融洽了。

党员干部带好头 广大群众有劲头

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创出干部好作风

第十八届中国秦皇岛国际

葡萄酒节将于8月18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郭猛 通

讯员张辉）8月5日，从第十八
届中国秦皇岛国际葡萄酒节
新闻发布会获悉，第十八届
中国秦皇岛国际葡萄酒节
将于 8 月 18 日至 9 月 24 日
在秦皇岛举行。会上，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何烨代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酒
业协会，正式授予秦皇岛市

“中国葡萄酒城”荣誉称号。
第十八届中国秦皇岛国

际葡萄酒节由中国酒业协会
和秦皇岛市政府共同主办，
以“文化·品牌·发展”为主题，

以品牌化、专业化、市场化主
体活动为主线。期间将举办
2017中国葡萄酒国际峰会暨
中国葡萄酒发展论坛、中国·
国际马瑟兰葡萄酒大赛、秦
皇岛葡萄酒产区特色优势产
品推介会等主题活动。其中
中国·国际马瑟兰葡萄酒大
赛为业内首次举办，旨在促
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提
高我国葡萄酒的竞争力。

秦皇岛拥有 6 万亩酿酒
葡萄种植基地，葡萄酒产业
已成为秦皇岛市重点发展产
业之一。

本报讯（记者张怀琛）在
廊坊市广阳区敬老院，北京
城市学院文化学院义工服务
学校（以下简称“北城义校”）
指导教师王萱是老人们最盼
望的“亲人”之一。自2011年
起，在她的组织和带动下，该
校义工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
成为这里的常客，陪老人们
度过了许多时光。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过
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人
生路，尊重老人、敬爱老人，
说到底就是尊敬自己、敬爱
自己。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亲身感受比
课堂说教更能触动学生们的
内心。”王萱说。敬老院的老
人普遍缺少家人陪伴，为让
他们感受到青年人的朝气和
社会的温暖，同时也进一步
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让学生们学会关爱、学会感
恩，在王萱的积极奔走和协
调下，2011 年，北城义校义
工志愿服务队走进了广阳区
敬老院。

过中秋，他们把学校的

放 映 机 搬 进 敬 老
院 ， 为 老 人 们 播
放 老 电 影 ， 陪 他

们重温年轻时充满激情的岁
月；到重阳，他们又精心准
备了几出老人喜爱的戏剧节
目，从服装道具到唱腔表
演，没有一丝一毫含糊；他
们有人自学理发，只想为这
里的长辈们修剪个时髦的发
型⋯⋯除了这些，王萱和服
务队队员们付出更多的则是
上门陪伴，“以前，我们不
定期过来陪老人们聊天解
闷 ， 帮 忙 收 拾 屋 子 ， 从
2015 年开始，这里就成了
我们的另一个家，每隔两周
大家都要定期看望这些爷爷
奶奶，彼此间的关系变得更
像是亲人了。”

“助人为乐是最快乐的
事。”王萱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尽管这一过程中也曾
流过泪水、有过艰辛，但她
觉得自己收获更多的是微笑
和温情。“老话常讲，予人
玫瑰、手有余香。爱心没有
贵贱，也不必惊天动地，只
要我们怀有一颗真诚的心，
坚持下去，总能收获一片芬
芳。”王萱说。

北京城市学院文化学院义工服务

学校指导教师王萱

暖心陪伴让敬老更有温度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景 希
朝 记者马彦铭）近日，2016
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
业三十强企业名单揭晓，我省
两家军民融合型企业——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凌
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入
选。这是我省推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省国防科工局了解
到，近年来，我省大力培育和
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神舟飞
船、航母、C919大型客机、世
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等国家重
大工程中，都有我省军民融
合型企业作出的贡献。2016
年，全省军民融合产业总收
入突破1800亿元。“十三五”
期间，随着一批重大工程的
建设，航天科技、航天科工、
中国电科等在我省投资将达
2900多亿元。

我省把加强园区和企业
建设作为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军民
融合产业“进区入园”，形成
集聚化发展格局。近年来，先
后建成石家庄信息产业基
地、邯郸中船重工产业基地、
华北通用航空产业基地等一
大批军民融合园区（基地）。
目前，我省相关部门已共同
培育认定 24 个省级军民融
合产业园区和572家军民融
合型企业。“十三五”期间，我

省将积极创建京津冀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培育1000家
军民融合型企业。

今年 5 月，省委、省政
府、省军区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
意见》。意见提出，适应国防
建设需求，引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向中高端迈进，发挥
军工技术优势打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局部优势。

我省积极发挥军工科技
优势，依托环京津区位优势，
坚定走军民协同创新之路。
全国首个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系统数据与应用分中心落户
河北，加速推进我省空间信
息产业发展。省政府与国家
国防科工局共建燕山大学等
3 所院校，8 个学科方向被批
准为国防特色学科。

军民两用优质创新资源
和技术，已成为引领创新型
河北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
全省军工系统拥有 84 家国
家级、省部级工程技术中心、
实验室。先后获省部级奖励
科研成果 281 项，其中国家
科学技术一等奖 3 项，国防
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
21 项。电子信息、卫星测控、
通用航空、船舶修理、汽车制
造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
等产业，已成为引领区域甚
至全国同行业发展的先导。

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我省已培育认定24个
省级军民融合产业园区

（上接第一版） 文安县委书记刘雪松介绍，
从今年4月开始，文安打响了以左柳滩人造
板集中区综合整治、卫生集中整治和“小散
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企业治理
为重点的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彻底改变落
后的产业发展结构，让绿色变革成为拉动发
展的强劲动力。

“对塞北林场来讲，塞罕坝生态文明建
设范例可以说启示深刻、弥足珍贵。”张家
口市塞北林场场长程文秀表示，要学习塞罕
坝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用三年时间再建一个
百万亩的塞北林场，建设光伏林业、碳汇林
业和坝下经济林三个示范区，推动生态林业
建设和生态林业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

沿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文化旅游区一路行
来，长城河谷、凤凰谷、国际滑雪场、融合
城、望京楼旅游综合开发等一大批文化休闲
旅游项目正在火热建设。悄然间，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根在矿业大县越扎越深。

滦平是承德的缩影。作为矿业大市，承
德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深入推
进文化旅游及医疗康养、大数据、天然山泉
水等“十大绿色产业”三年倍增计划。去年
该市“十大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34.3%，传统产业正在向绿色产业转变。市

发改委主任王毅表示，如何守住生态和发展
两条底线，塞罕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作为
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必须彻底摒弃
资源依赖老路，咬定绿水青山不放松，用绿
色理念引领发展走向可持续。

穿行在“太行山最绿的地方”——邢台
县前南峪村山场间的林荫路上，丝毫看不
出去年洪灾的痕迹。“1996 年、2016 年两次
洪灾，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前南峪村党委
书记郭天林自豪地告诉记者，当年该村毅然
砍掉三家涉污染支柱企业，改建为延伸产业

链的苹果脆片生产线、板栗加工厂等，做饭取
暖不用煤，早早建起了污水处理厂，确立了绿
色发展的主基调。“塞罕坝的发展理念和先进
事迹让我们深受触动、备感鼓舞，我们正在组
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己任，着力提升改造前南峪生态旅游区，让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成功的背
后，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省科技厅社会发
展科技处副处长范庆书说，省科技厅历来
重视坝上高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

针对坝上干旱半干旱地区苗木抗旱、人工
固沙林生态系统、生态水资源涵养、生态
景观系统建设以及风沙源区生态和谐发
展、国有林场管理机制等优先布局，投入
经费 1000 余万元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先
进适用的研究成果。下一步，省科技厅将
积极打造塞罕坝机械林场绿色循环发展科
技创新产业链。针对森林培育与生态修
复，开展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等生态
公益林经营管理技术研究；针对山区生态
系统功能提升及数字山区建设，开展山场
生态修复、植物微环境土壤改良、山区生
态资源数字化管理应用技术研究，为绿色
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生 态 优 先 助 推 绿 色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