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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 平 贾 楠

前不久，京津冀旅游部门共同举办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红色旅游
宣传推广活动，发布了 10 条京津冀红色
旅游经典线路，覆盖三地近 80 个红色旅
游景区。这是继 2014 年之后，三地第三
次联合推出红色旅游经典线路。

京津冀地缘相近，红色旅游资源在内
容上又紧密相连。借力京津市场，我省不
断丰富红色旅游内容和形式，深挖历史文
化内涵，增加参与体验性内容，讲好红色
故事，进一步做强红色旅游。

京津游客愿意来河北体验
内容更丰富的红色文化

8 月 17 日，在狼牙山风景区停车场，
李红雨又看到了很多挂着京津车牌的旅
游大巴和私家车。

李红雨是狼牙山中凯集团的营销总
监。在她看来，京津已是狼牙山风景区的
重要客源地，每年来狼牙山风景区的游客
中，北京占 25%，天津占 10%。在京津冀
联合发布的 10 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中，
狼牙山风景区与北京天安门广场、天津平
津战役纪念馆等三地的 6 个红色旅游景
区组成了一条旅游线路，方便了游客游览
参观。

去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学习“赶
考精神”；到乐亭县李大钊故居和纪念馆
追寻李大钊精神⋯⋯遍布燕赵大地的红
色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我省红色资源有 800 多处，具
有接待能力的景区有 160 多处。其中，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达 30 家，国家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达 19 处，10 条旅游线路
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与京津相比，我省红色资源多以抗
战时期的革命旧址为主，且这些资源大都
分布在乡村和山区，自然景观更丰富，红
色资源的开发形式更多元化。京津游客
愿意来这里体验内容更丰富的红色文
化。”省旅游委产业促进处副处长暴中
宪说。

河北旅游规划首席专家、河北省地理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邸明慧认为，京津市场
不仅是我省红色旅游重要的客源地，也是
全国非常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借助京津
市场的辐射作用，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
客到我省旅游。

深挖内涵，整合资源，不断
丰富红色旅游内容和形式

一尊铜像、一处故居、一座纪念
馆 ， 是 很 多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的 “ 老 三
样”。要吸引全国特别是京津等周边省
市游客来我省游革命圣地、听红色故
事，就要深挖红色旅游内涵，整合旅游
资源，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给游客创
造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今年 6 月初，一座红色记忆小镇在涉
县百里漳河旁建成。一二九师政治部礼
堂、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冀南银行造
币厂⋯⋯这些散落在涉县境内的革命旧
址，被以 1∶1 的比例进行全面复原，聚集
在这座红色记忆小镇里。

穿行在小镇曲折的巷道，你可以聆听
“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可以卷制战舰牌
香烟，可以体验用石碾水磨加工粗粮，感
受原汁原味的冀南风貌。

“涉县分布着大小 110 多处红色资

源，很多在乡村的革命旧址已年久失修。
我们以特色小镇的形式，将其中的 38 处
统一复原，既对其进行了保护，又可以利
用集聚效果提高知名度，给游客耳目一新
的感觉。”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办公室
主任王翔翥说，小镇对外开放后，吸引了
很多周边游客，其中很多来自京津。他们
一般来了都会住上几天，细细体会这里独
特的红色文化。

除了增加体验项目，我省还有一些红
色旅游景区充分整合当地资源，将红色文
化与绿色生态结合起来，打造“红+绿”的
旅游产品。

西柏坡与天桂山、驼梁等旅游资源组
合形成了大西柏坡旅游区；白洋淀红色文
化与自然生态、民俗文化以及温泉等旅游
资源组合形成了白洋淀旅游区；狼牙山与
清西陵以及太行山自然生态旅游资源进
行了组合；前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陈列馆及旧址与观光农业、民俗旅游进行
了结合⋯⋯经过近几年的建设，目前这些
区域都已成为我省颇具影响力的热点旅
游区。

“通过大力推动红色旅游资源的整合
开发，促进其与周边异质资源相连接，与
其他区域同质资源相联合，发挥资源叠加
吸引优势，既提高了红色旅游景区的吸引
力，又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旅
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孙小荣说。

借助京津市场，我省红色旅
游景区加速提档升级

京津冀此次联合发布的 10 条红色旅
游经典线路，意在携手打造京津冀大红色
旅游圈，形成更加精美与完整的旅游线
路。此次活动是继 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京津冀红色旅游联展”、2016 年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京津冀红色旅
游巡游”活动之后，又一次以红色旅游为
主题的京津冀联合推广活动。

以重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近年来，京
津冀共同筹办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红
色旅游系列活动，推进了区域间的协作发
展，极大提升了我省红色旅游景区的知名
度 ，加 快 了 我 省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的 提 档
升级。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对红色旅游景
区的投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2011
年至 2015 年，全省红色旅游景区的投入
超过 18 亿元，用于游客中心、生态停车
场、旅游厕所、步游道、标志牌系统等服务
设施的建设，并加强对景区管理人员和导
游的培训力度，红色旅游景区的配套设施
和景区服务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景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邸明慧建议，在不破坏红色资
源的前提下，可以鼓励企业以独资、参股、
合作、联营、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红色旅
游景区的建设与经营。鼓励红色旅游景
区通过私募、信托、众筹等渠道融资，吸引
更多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
红色旅游业发展。

“可以尝试对接京津较为发达的金融
市场，为我省红色旅游引资助力，最终实
现我省与京津双赢。”邸明慧表示。

暴中宪介绍，未来，京津冀将继续加
强红色旅游合作，如通过轮流举办京津冀
红色旅游联合推广活动，继续推出京津冀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以“西柏坡红色旅游
联盟”为平台，加大红色旅游景区间的区
域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广“京津冀旅游一
卡通”，实现三地红色资源的共享及红色
旅游的协同发展。

整合开发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我省携手京津做强红色旅游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近日，在包头市召开的第

十八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京津冀农业龙头企
业首次共同组团亮相，集中展示三地以安全、优质、
环保为特征的绿色农产品。

在京津冀展厅，延怀河谷葡萄、天津小站稻、涿
州贡米等百余种京津冀绿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消
费者前来参观购买，并获得了采购商的青睐。三地
展出的农产品不仅能在展会现场买到，还可以通过
电商平台网上订购。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姚伟强）从省林业厅
获悉，根据规划，2017 年到 2022 年，张家口市崇礼
区将完成造林 42.47 万亩，确保 2022 年冬奥会举办
时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67%。

目前，该区聘请了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
院编制全域生态景观风貌规划，今年全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规划也将开始制定。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员甄永峰、周晓晓）
近日，延（延庆）崇（崇礼）高速公路河北段棋盘梁特
长隧道正式开工建设。

棋盘梁特长隧道为分离式隧道，左幅长 3984
米，右幅长3986米。

延崇高速公路河北段全长 113.684 公里，途经
怀来县、赤城县和张家口市崇礼区。延崇高速公路
的建设，将打通北京至张家口东北部的旅游便捷通
道，对促进沿线地区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完善我省
高速公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速递

三地共同组团
亮相绿色食品博览会

2017年到2022年

崇礼将完成
造林42.47万亩

延崇高速棋盘梁
特长隧道开工

本报讯 （记者林凤斌 通讯员肖建军） 8月25
日，北京市卫计委、河北省卫计委与保定市政府签
订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加快推进区域医疗
卫生事业协同发展。当天，北京市佑安医院、世纪
坛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5家医院分别与保定市传
染病医院、第一中心医院、第二中心医院等5家医
院签订具体的技术合作协议。

按照框架协议，北京市将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资
源优势，指派医疗机构重点支持保定市 3 至 5 所基
础较好的医院，每所医院重点支持 2 至 4 个专科，
3 至 5 年内帮助重点支持的专科医疗技术达到当地
领先水平。北京市和保定市各医疗机构在以往合作
的基础上，将通过科室托管、合作共建、人员进
修、远程会诊、绿色转诊、带教讲学等形式，进一
步扩大合作范围，快速提升保定市医疗卫生服务总
体水平。

□记者 马彦铭

近日，环京津贫困地区草牧业增收
脱贫暨万名农技人员“进山上坝”推进行
动启动仪式在隆化县举行。启动仪式
上，农业部有关负责人提出，要立草为
业，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带动农民
增收脱贫。

立草为业，张家口、承德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将达71.5%

8月下旬，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孤
山子村已微微发黄的牧草蔓延到天际，景
色迷人。但在三年前，这里的草原还退化
严重，黄沙裸露，风一起就漫天扬尘。

“县里建设了草原生态保护示范区，
通过人工种草，不仅改善了生态，还为养
殖业提供了优质饲草。”该县农牧局草原
工作站站长孟兆明说，示范区实施了草
原围栏封育、草原改良和饲草饲料基地
建植等工程，治理总面积 90100 亩。目
前，项目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5%
至80%，草原生态大幅改善，农牧民的收
入也得到了提高。

大滩镇的实践是我省发展草牧业的

生动体现。“草牧业字面上是草业和畜
牧业结合而简化的复合词，实际其在内
涵上有了显著拓展和深化。”省畜牧兽医
局草原与饲料处处长李连树说，“草牧
业”是在传统畜牧业和草业基础上提升
的新型现代化生态草畜产业，突出了草
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合理配置与协
调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草原牧区健康
持续发展。

我省环京津贫困地区的一些县处在
北方农牧交错带。发展草牧业，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立草为业，加快建设现
代饲草料产业体系，加大粮改饲实施力
度，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做大
做强草业。

根据环京津贫困地区草牧业增收脱
贫推进行动方案，2017—2019 年，农业
部和我省将依托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项
目，支持落实禁牧制度，改良退化草场，
建植人工草地，发展草牧业，带动农牧民
增收。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设草原围
栏 91 万亩，改良种草 40 万亩，共涉及贫
困村 140 个，两地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
达到71.5%。

农业部和我省还将支持康保县、沽
源县等环京津贫困地区饲草专业生产合

作社、饲草生产加工企业、奶牛养殖企业
等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建设
高产优质苜蓿基地 2 万亩；支持贫困户
通过土地流转、入场就业等方式，增加
收入。

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打
造绿色有机畜禽产品品牌

隆化县郭家屯镇养殖户于海龙，通
过实施全株青贮玉米饲喂，每头肉牛每
天消耗精料减至 1 公斤，每天饲养成本
降低4.8元。

位于隆化县的北戎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依托当地独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
肉牛养殖、有机肥生产、生态种植种养结
合的生态循环农业。该公司生产的北戎
生态牛肉通过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打入了北京市场，创出了北戎牛肉品牌。

相关专家表示，要发展现代草牧业，
必须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按照畜
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
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要求，高起点高
标准构建现代草牧业生产体系，打造绿
色有机的特色畜禽产品品牌。

“依托草牧业的肉牛产业，已成为

隆化精准脱贫的重要支撑。”隆化县农
牧局局长朱喜福说，该县加大对规模养
殖场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引领贫困
户脱贫的带动作用。目前，全县千头以
上规模养殖场 26 个，百头以上 455 个，
省部级示范场 5 个，每个乡镇都培树了
一批肉牛育肥和能繁母牛生产大户，形
成了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
一片的“蝶变效应”。

发展草牧业，离不开专业技术人
才。根据有关方案，2017—2019 年，农
业部和我省将组织 5000 人次科技人员
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 28 个贫困县开展

“进山上坝”养殖增效行动。通过帮扶，
使当地农牧民来自草牧业的收入人均年
增加200元以上。

专家将深入现场，对当地养殖的羊、
鸡、兔、驴等，进行特色养殖技术指导，培
育特色养殖产业，实施“动物疫病净化创
建场”活动。此外，全国畜牧总站将组织
中国畜牧业协会和畜禽产业化龙头企业
与我省贫困地区进行产业对接，解决销
售难等问题。专家还将开展苜蓿、燕麦
草等优质饲草种植收获加工、草原鼠虫
害防治、草畜配套和牧草种质资源保护
等技术指导，提高当地种养加一体化水
平，增加优质商品牧草供给能力。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马彦铭）记者从省工信
厅获悉，近日，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处理中心启动
会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举行，该中心将为京
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供国际一流水准的大
数据处理支撑能力。

以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为基础打造的京
津冀大数据协同处理中心，是以京津冀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建设为背景，面向大数据处理的超级计
算与云计算融合的一体化基础设施。该设施以

“天河一号”平台和正在研制的新一代“天河三
号”平台为基础，数据处理能力可达每秒百亿亿
次。协同处理中心面向能源、交通、矿业、钢铁、医
疗健康、智慧港口等领域提供大数据产业应用服
务，提升产业发展和应用水平，力争将综合试验
区建成国际一流的大数据创新与应用领航区。

启动会上，河钢集团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
心签订了大数据协同创新、产业应用方面的合作
协议。双方将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支撑，合作打
造钢铁领域大数据协同处理典范企业，推动钢铁
领域信息化和智能化，引领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启动会上，我省润泽科技有限公司和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中科院网络中心、北京计算中心
联合发出“京津冀数据走廊”倡议书，倡议构建“京
津冀数据走廊”，共建高速数据通道、建设区域共
享骨干节点、共建京津冀大数据中心体系、共促
京津冀大数据合作，实现三地数据资源的互联、
共享和开放。

环京津贫困地区加快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

立草为业 带动农民增收脱贫

京津冀大数据
协同处理中心启动

京保10家医院将
开展一对一技术合作

8 月 25 日，由河北省盆景雅石行业协会、静港文旅集团主办，北京市盆景协会、天津市盆景协会等协办
的“‘寻找失去的庭院’2017 京津冀盆景精品展”在石家庄市水上公园开展，大中型盆景、山水盆景、花道作
品、山野草、观赏石等200余件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盆景精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记者 赵永辉摄

近日，饶阳县河北润丰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工人
在检验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罐。近年来，饶阳县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节能环保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加大引资力
度，争取更多的京津企业落户饶阳。目前，饶阳县累
计签约项目46个，总投资159.5亿元。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田 宁摄

本报讯（陈宝云）8月22日至23日，第七届京承
农业战略合作座谈会在承德举行。两地签订了 30
个农业合作项目，涉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一二三产融
合、农业休闲观光、农产品仓储物流、农产品生产基
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总投资371亿元。

自2005年第一届京承农业合作论坛举办以来，
两地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工作机制，特别是每两年轮
流举办一次座谈会的合作机制，为京承农业全面、深
度、持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双方协商，承德
着力建设首都绿色优质农产品供应首选基地。目
前，承德每年供应北京绿色优质农产品 500 万吨。
北京充分发挥市场、科技和资本等优势，大力支持承
德农业发展，现已有 120 多个投资千万元以上项目
落户承德。

座谈会上，承德市政府与北京市农业局签署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体系合作框架协议》。承
德市发布了100个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力
强、回报率高的农业项目。

京承签订30个
农业合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