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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京津涵养水源 构建绿色生态屏障

张承去年完成造林285.79万亩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姚伟

强）依托生态建设工程大力植树造林，
努力为京津涵养水源，构建绿色生态屏
障。2017 年，张家口、承德共完成造林
285.79 万亩。其中张家口市完成造林
222万亩，承德市完成造林63.79万亩。

张家口市 2017 年重点实施了城市

生态绿核八角台景观提升、奥运绿化、
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
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道路绿化
提升 6 大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围绕冬奥
核心区、城镇周边和旅游景点建设了
115 处千亩以上、31 处万亩以上、12 处
十万亩以上的精品造林工程片区。

承德市以两河（滦河、潮河流域）、六
路（京承、承秦、承朝、承赤、承唐、张承等
6条高速公路）、四区（坝上生态脆弱区、
干旱阳坡裸露区、市县建成区、美丽乡村
片区）为重点，突出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
严重等生态脆弱区，实施造林绿化攻
坚。2017 年底，承德市有林地面积达

341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7.67%。
在造林过程中，两地还着力发展经

济林，促农民增收。张家口市 2017 年
新建经济林基地 34.72 万亩，完成杏扁
嫁接改造、葡萄标准化管理等经济林提
质增效工程37万亩，目前全市干鲜果品
基地面积达 458.33 万亩，干鲜果年产量
达 87 万吨。承德市以板栗、苹果、山楂
等为重点，兼顾花卉、中药材、苗木等，
2017 年新发展经济林 29.57 万亩。截
至 2017 年底，全市经济林面积达 983.5
万亩，林果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
一大支柱产业。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
水利厅获悉，2017年，我省从水
资源、水环境状况出发，谋划实
施京冀共建密云水库上游生态
清洁小流域项目。截至目前，已
完成治理面积300平方公里。

京冀共建密云水库上游生
态清洁小流域项目曾被列入京
冀“6+1”战略合作协议。按照规

划，2015 至 2017 年，京冀合作
在密云水库上游的滦平、丰宁、
兴隆、赤城、沽源 5 地进行水土
流失治理，建设生态清洁小流
域 22 条。截至目前，两地共下
达建设资金 2.83 亿元。其中，北
京市财政下达 1.98 亿元，河北
省财政下达 0.85 亿元，完成治
理面积300平方公里。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日
前国家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创
新联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获
悉，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牵头
实施的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废
弃 物 利 用 科 技 联 合 行 动 自
2016 年开展以来，取得了初
步成效。

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废弃

物利用科技联合行动开展以
来，三地科研人员研究提出了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方
法，计算出了包括大田作物、
蔬菜、水果和人工牧草等不同
作物土地承载的养殖量推荐
值，为各地畜牧业以地定畜、
制定农牧循环发展规划提供了
依据。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
农业厅获悉，近日，北京市农产
品流通协会、天津市农副产品
流通协会、河北省蔬菜行业发
展联合总社共同发起成立了京
津冀蔬菜产业联盟，共同致力
于支持三地蔬菜产业发展。

目前，加入京津冀蔬菜产
业联盟的会员已达 400 多家。
这些企业通过信息共享，促进
三地蔬菜产销衔接，已促成北
京家乐福超市、北京首诚、北
京果乐乐等企业在我省采购西
红柿、马铃薯等十几种蔬菜。

密云水库上游

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
完成治理300平方公里

三地联合畜禽养殖废弃物
利用研究取得初步成效

京津冀蔬菜产业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段丽茜、曹智） 2月27日，环保部举行
新闻发布会通报，2017年京津冀PM2.5浓度比2013年下
降39.6%，全面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通报指出，空气
质量的好转，得益于近年来京津冀不断加强协调合作，协
防共治大气污染。

环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形成一套空气质量
预报会商机制，预报结果为各地大气污染防治、重污染天
气应对提供决策依据；清理完网箱养鱼后，潘大水库水质
好转，引滦入津的黎河、沙河、淋河三条河流的水质稳定
达到Ⅲ类⋯⋯近年来，京津冀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
防联控环境污染，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加快构筑生态屏
障，生态共建共享不断加强。

区域联防联控实现重大创新。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统一区域治理规划，着力破解大
气污染长距离传输、区域间相互影响的世界性难题。在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城市，对电力、钢铁、水泥、石化、
有色、化工六大行业和燃煤锅炉统一排放标准，对机动车
和油品质量统一标准。确立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核
心区，廊坊市、保定市与北京市，唐山市、沧州市与天津
市形成“4+2”合作模式。

环保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2+26”城市列为京津
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这些城市共同行动，全面降低
区域污染排放负荷。国家“大气十条”实施 5 年来，“2+26”
城市完成以电代煤、气代煤 470 多万户；去年清理整顿涉
气“散乱污”企业 6.2 万余家，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多赢。同时，京津冀在重污染天气应对上实现重大
突破，大幅减少了持续时间较长的重污染过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三地实现上下游溯源
治污、源头护水带来重大机遇。

推进流域生态补偿，上下游共护水环境。2017 年上
半年，我省与天津市正式签订 《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的协议》，每年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3 亿元，
天津、河北配套资金各 1 亿元。截至 2017 年底，已下达
生态补偿金 4.98 亿元，用于滦河流域潘大水库清网清鱼
过程中的渔民补偿。

京冀两地共同治理水污染。两地联合编制了密云水库
上游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规划，规划范围包括丰宁、滦
平、兴隆、赤城、沽源。双方共同筹措资金，今年建设规
划全部完成后，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00 平方公里。同
时，我省与北京市建立密云水库水源涵养区生态补偿机制
也取得积极进展。

三地携手，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依托造林绿
化重点工程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

2017 年，京津保平原生态过渡带完成造林绿化 81 万
亩，保廊沧与京津绿屏相连、绿廊相通一体化生态格局逐渐
形成。冬奥会绿化工程加快推进。2017年，我省完成冬奥
会绿化造林 26 万亩。至此，我省冬奥会绿化已完成造林
76.98万亩，占规划任务的88.48%。依托冬奥会绿化工程，
张家口市以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为
重点，创新机制，造管同步，2017年完成造林222万亩。

携手防治污染、共护碧水蓝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以来，三地一盘棋共筑生
态屏障，区域整体生态支撑能
力不断提升。

推动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
拓展。我省提出，制定新一轮
重点领域三年滚动计划方案，
完善区域生态信息共享和补偿
机制，抓好京津冀水源涵养林、
永定河综合治理等生态工程。

今年，我省将持续加强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编制实施蓝
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和冬季
清洁取暖三年规划。彻底整治

“散乱污”企业，推进散煤和燃
煤锅炉治理，压减煤炭消费500
万吨；推行扬尘面源精细化管
控；开展车船油路专项整治，年
内推广新能源标准车3万辆；加
快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货
运，增加铁路货运量；开展水污
染集中治理攻坚，全面落实河
长制、推行湖长制；开展国土绿
化三年行动，年内完成营造林
面积 917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2000平方公里以上。

联手协作

三地生态共建共享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千方科技、漫游世纪⋯⋯如今，漫
步在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数谷大厦内，一系列来自北京
的公司标识格外醒目。从2014年5月建园至今，中关村海淀
园秦皇岛分园已引进落户了100多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秦皇岛分园巨大的吸引力来自其建园之初建立的
“4∶4∶2”利益分配机制。按照这一机制，入驻企业产生的
税收由北京市海淀区、秦皇岛市两地政府各得 40%，另外
20%共同设立产业发展基金，进一步培育新兴产业。

秦皇岛分园的成功，来自于京冀在税收分享制度方面
的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四年间，三地通过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不断打破行政壁垒，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
的速度不断加快。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在投资一体化方面，我省与京津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了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公司，与北京共建新机
场临空经济区，与天津组建了津冀渤海港口投资公司，跨区
域组建了一批市场主体，共同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资和管理运营。

在交易一体化方面，三地注重发挥市场化交易机制的
作用，探索推进生态建设项目产业化和用能权、用水权、排
污权的跨区域交易。承德市与北京市开展了跨区域碳排放
交易试点，探索出了一些有益经验。

在运营一体化方面，我省与京津联合开通了海铁联运
集装箱班列；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了京津冀异地取款
免手续费。

在人才一体化方面，去年12月19日，29位高层次人才
拿到了通武廊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持卡人在三地间流
动，可参照学历、职称等通用标准进行分层级等同化互认，
享受三地相应的人才政策。

此外，我省还与京津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招商局集
团等共同设立了首期规模为100亿元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投资基金，支持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动产业协
同一体化发展。

不断打破行政壁垒——
2018 年的 1 月 1 日，央视《焦点访谈》把镜头对准北

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吸引他们的是该园区在
全国首开异地监管先河的“共建共管共享”模式。

京冀两地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实行异地监管模式，
保留转移医药企业的“北京户口”，由北京市食药监局实施
许可、认证和监管。管理机制的创新，带来的是市场主体的
壮大。截至目前，签订进驻园区协议的医药企业达102家，
总投资327亿元。

2014 年和 2015 年，三地在全国分别率先开展了京津
冀检验检疫和通关一体化改革，目前这两项改革已在全国
推广。2017 年，河北出口货物在全国 23 个省份的口岸实
施了出口直放。按照平均每批次节约通关成本 100 元、节
省通关时间12小时计算，共为河北外贸企业节约通关成本
876.44万元，节约通关时间105.17万小时。

三地还签署了节能监察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构
建京津冀节能监察“大执法体系”，并协同发布了10项安全
生产地方标准。

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
去年 11 月 9 日，京冀（曹妃

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成立。此后，两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形成“一个整体”，
在曹妃甸的北京企业只需进一个
门、到一个窗口就可以了解两地
政策，获得两地服务。

去年，三地民政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增设京津冀养老服务协
同发展试点机构的通知》，增设张
家口九鼎老年公寓等 6 家养老机
构为新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
展试点机构。至此，京津冀养老服
务协同发展试点机构增至9家。

数据显示，我省与京津在卫
生、人社、养老等方面已签订了
150 多项合作协议；三地实现了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职
称评审证书和部分医疗机构检查
结果互认；截至去年底，京津冀跨
省（市）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
接 结 算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达 1093
家。三地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带来的红利。

打破壁垒

三地要素流动加快

□记者 宋 平

近日，在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星城
站，车站督导员方晓萌忙着进行票务检
查。虽上岗不足一个月，但她对工作环境
已相当熟悉。“这样的工作场景，我在订
单班学习时就接触过。”方晓萌说。

方晓萌所说的订单班，是2016年河
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办、培养
城市轨道专业高技能人才的订单班。

按照约定，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要
求，校企双方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有针对性地招生，用人单位与符合
条件的培养对象签订用工意向协议。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参
与教学全过程，学生毕业后通过考核的，
签订劳动合同进入企业工作。

燕房线上，与方晓萌一同毕业于河
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的还有 61
人。2017 年 12 月 30 日开通运营的燕

房线，是国内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示范线路。

“它代表了未来轨道交通的技术发展方
向，我们能参与到首都轨道交通的运营
中，感到很荣幸。”方晓萌说。

该学院城市轨道交通系主任于欣
杰介绍，2014 年 6 月学院开设城市轨道
交通系，就是看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前景，“在与北京、天津合作中，我们会
根据两地轨道交通建设的计划，来调整
订单班的开设时间及人数。”

与京津企业合作，就要应企业所
需，输出合乎市场需求的人才。沧州技
师学院与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合作建设
产学合作基地，为北京现代打造高、精、
尖汽车专业人才输送平台。从培养流
水线上的工人，到培养计算机运维服务
工程师，随着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的发
展需求变化，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适时改变培养方向。

在订单培养的基础上加强工学结

合，发展现代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新模
式，我省职业院校与京津企业的合作越
来越深入。

2017年，邢台技师学院与京东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邢台技师学院
京东创新创业孵化实训中心、邢台技师
学院京东无人机教学实训中心。

“不仅订单班的学生，非订单班的学
生通过考核后也可以参与进来。”邢台技
师学院校企合作处处长李萍说，通过实
训，可以为京东等京津企业培养更多更
好用得上、留得住的技能人才。

李萍告诉记者，实训产生了积极效
果。在 2017 年“双 11”高峰期，京东创
新创业孵化实训中心的学生完成客服
单量 3900 单，达成目标值 139.4%；“双
12”期间，该实训中心还获得了京东“全
国十佳优秀实训室”称号。

不光与京东合作，近三年来，邢台技
师学院与北京北汽李尔汽车系统有限公
司合作，引进了北汽李尔奔驰座椅生产

培训等项目；与中航空港（北京）技术培
训中心合作，建立了中航空港（华北）航
空服务技能人才训练基地⋯⋯该校共安
排近万名学生到京津企业实习、就业，为
京津企业提供了职业技能人才支撑。

“多年来，我省职业院校一直受到
京津企业的青睐，我省各级政府也在不
断推动校企双方的合作。”省人社厅职
业能力建设与农民工工作处调研员石
吉昌介绍，我省人社部门将协助邢台技
师学院与北京新媒体技师学院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为北京新机场培养地勤、
安检、空乘人员；与北京市亦庄开发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达成合作意向，为两地
培养所需技能人才。

除此之外，“十三五”期间，津冀人社
系统将在师资共育、资源共享、专业共建、
平台共筑、项目共创五个方面进行深入合
作。双方商定，我省技工院校成建制向
天津市缺工企业一次性输入 50 人以上
的，享受天津市技工院校同等补贴标准。

订单培养 工学结合

我省职业院校接轨京津育人才

近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工人
在展示高强度柔性抗辐照玻璃盖片。

近年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持
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全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引领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据介绍，截至 2017 年底，该区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82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81.9亿元，实现利润38.6亿元。

新华社发

日前，北京大学邯郸创新研究院项目工程师李楠在进行相变储能材料的生产测试。
作为推进京津冀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2017 年该

研究院共收集首都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3000余项,开展企业技术对接活动30余次，累
计服务企业近百家。 记者 赵永辉摄

本报讯 （记者曹智 通讯
员高得莲） 2 月 28 日，张北可
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
范工程开工动员大会在北京召
开，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
电网正式开建。

该工程是世界首个柔性直
流电网工程，是国家电网服务
清洁能源利用的重大工程，其
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均为国际
首创。建成后，该项目将创造
12项世界第一。该工程总投资
125 亿元，2020 年上半年全部
建成投运。

柔性直流输电是电网领域
的前沿技术，具有可控性好、
运行灵活等优势，在偏远地区

和海上可再生能源并网、城市
供电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能
支撑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
利用。张家口是国家可再生能
源示范区，风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瓦。到 2020 年，张
家口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超
过2000万千瓦。

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
电网建成后，将充分利用张家
口的大规模风光互补特性与抽
蓄电站的灵活调节能力，为京
津冀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
力。届时，北京市外受电比例
将达 70%，冬奥会比赛场馆将
全部实现清洁能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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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利）“开展
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国际一流
科研平台的优势，产出一批高
端科研成果，实现一批项目转
化落地，为构建新型高效的技
术创新体系提供范例。”日前，
河北大学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
院签署创新创业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高
层次研究平台，加强应用研究，

致力于打造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学科方向和研究基
地；联合引进国际一流科研团
队，储备科研力量，共同培养创
新创业高端人才；联合研发一
批未来技术，形成项目储备，培
育未来产业；联合策划、研发先
进技术及实施转化，在支持河
北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开展合作。

河大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
签署创新创业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