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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之行，不少采访都是在工地上完成
的。天气热，当地不少干部都在项目现场干
活。他们脸膛发红、皮肤黝黑。

一位干部一边抹着汗，一边开玩笑说：
“我这黑，不是天生的，这是‘健康黑’！”

在峰峰矿区区委书记牛颖建看来，去年
以来，峰峰矿区在转型发展道路上完成的几
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凭着这股劲
头干出来的。

采矿挖煤，支撑峰峰矿区在过去数十年
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新常态之下，
去产能和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加大，使得这里
的传统产业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一度排在邯
郸市倒数第一。

传统产业遭遇断崖式下滑，峰峰急需新的
产业来支撑发展。当地曾尝试引进一个投资
30亿元的环己酮项目，但这个化工项目，在审
批中连邯郸市这一级都未能通过。

此路不通，只能另选他途。
峰峰矿区上百处文化遗产进入决策者视

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新的方向。
2017年举办的邯郸市第二届旅发大会，

吹响了该区向文化旅游产业进军的号角。而
创办过程，也成为锤炼当地干部队伍的一个
熔炉。

据介绍，每一个参与的科级干部都向区
委、区政府递交了“保工期、保质量、保安全，
否则就辞职”的保证书。出任项目指挥长的
区委宣传部长刘伟说：“实际工作中，区里的
领导干部，已经不分一线二线、排位前后，几
乎所有人在本职工作之外，都额外领了份事
儿干。”

但培育发展新产业，资金从哪儿来？峰
峰一方面向上级争取，另一方面用有限的财
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通过争取，峰峰矿区被国家发改委列为
独立工矿区，每年能从上缴国税资金中适当
留成。

同时，该区还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转型
发展之中，仅去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就获得
40亿元的社会资本投入。

据了解，今年峰峰继续推进“全域修复、
全域拆违”等工作，希望城乡面貌和产业发展
能取得新变化。

这个老工矿区，正在探索走新路。
文/记者 董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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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峰峰矿区是一个老

工矿区。多年来形成的煤炭、焦

化、建材等传统产业格局，给城市环

境造成伤害，也带来城市建设和改造

难题。

最近两年来，借助城市“有机更新”

这一建设理念，峰峰正尝试探索一条新

路，以期重新激发城市活力。去年 9 月，

全省县城建设现场会在邯郸市召开，峰

峰被列入观摩点名单。

近日，笔者在峰峰实地了解这

个老工矿区探索城市建设中的

新进展。

峰峰：老工矿区探路“有机更新”
□记者 董立龙 赵晓清 通讯员 杜王义

5月27日7时30分，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0 名马拉松选手，在邯郸市峰峰矿区
踏上跑道，冲向终点。

这些选手一路跑过的 42.195 公里的
赛道，曾经是废弃的采石矿山、破产的工
业企业，以及垃圾遍地的采煤沉陷区，目
之所及，多是“脏乱黑”。

而今，这里“容颜”已改：废弃矿山成了
城市生态公园，采煤沉陷区增添了观光水
面，停产的工矿企业正在变为孵化空间。

这是当地借助城市“有机更新”规划
理念，在城市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上述理
念是吴良镛院士提出的，这一规划理念，
是把城市当做生命有机体一样去看待，按
照城市内在的秩序和规律，采用适当规

模，合理的尺度，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探 求 城 市 的 更 新 发 展 ，从 而 重 新 激 发
活力。

历史上，峰峰矿区集中了煤炭、钢铁、
建材、陶瓷等产业。这里一度拥有1650家
炼焦企业、1100 家大小煤矿、100 多家采
石场⋯⋯地下挖煤、地上采石，带来系列
生态问题。

该区国土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区一
度拥有破损山体 54 座，面积约 1.28 万亩；
因采矿造成的塌陷区面积 118.14 平方公
里，接近全区总面积的50%。

纵贯城区南北的鼓山山脉（局部称南
响堂山、北响堂山）就因采石变得千疮
百孔。

“峰峰矿区的城市发展，已经难以为
继，到了必须更新的地步。”峰峰矿区区委
书记牛颖建说。

更新建设从哪里突破？峰峰决心先要
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从城市生
态环境的改造入手。

2017年1月，峰峰参与争办邯郸市第
二届旅发大会。不仅外界的人，连当地很
多干部群众都表示不理解——环境这么
差，怎么会有人来这里旅游？

改变首先是从“叫停”开始的——停
办 区 属 所 有 石 料 厂 ，砍 掉 一 大 批 污 染
企业。

同时，山体修复启动。城市三组团中
的临水片区和彭城片区之间的南响堂山

成为新战场。裸露的山体被改造成梯田，
而后栽下一棵棵树木，形成了一个 6000
亩的森林公园。

据了解，峰峰矿区先后对 28 座露天
矿山进行了整治。而今，北响堂森林公园
已成功晋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元宝山森
林公园正在积极争列国家 4A 级景区，响
堂生态谷、西山生态园等一大批森林公园
建成开放。

采煤塌陷区的治理也同时起步。占地
600 亩的清泉公园，就建在塌陷区之上。
公园里碧波荡漾，绿树成荫，已经成为市
民休憩的场所。

北响堂山下，通过对臭水沟的治理，
依托古村落打造的响堂水镇，也成了热门
景点。

当地市民说，这两年，矿区的绿色多
了，公共活动空间也多了。

阔别多年之后，焦振海重回故地。5
月 23 日下午，原邯郸市陶瓷七厂，现磁
州窑艺术街区之一，他热情地向每一位
来访者介绍产品。多年前，他是陶瓷七
厂的一名职工，而今，他是一家民营陶
瓷企业的销售经理。

人还是那个人，但厂已不是那座厂。
因磁州窑而出名的彭城，是峰峰城区三组
团之一。这里的窑火千年不熄，但在上世
纪建设的几十家国有陶瓷厂，大多已倒闭
或破产，陶瓷七厂是其中之一。

产业凋敝，城市也在衰老。峰峰矿
区想让逐渐老去的城市重现生机。他们
开始探索老工厂保护与改造相结合的模
式，打造陶瓷艺术街区，陶瓷七厂成为
试点。

打开厂门，让厂区成为开放性街

区；盘活厂房，让车间变身陶瓷展厅、
陶艺体验馆；腾出空间，让办公楼成为
陶瓷文化产业孵化基地。

“在彭城，随便挖一铲子，地层中
埋藏的都是文化。”峰峰矿区规划局局
长柴建宁说，城市“有机更新”，既要
兼顾当前，也要考虑历史和未来。因
此，他们不能在这里大拆大建，只能
通过城市修补，改造老旧厂区，完善
公共设施，让老城散发出固有的文化
韵味。

峰峰矿区对不同老厂矿和建筑物的
改造，采取了不同办法，以求合理，体
现地方人文特色。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峰峰，还有人
住在石洞里。”峰峰矿区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局长郭涛领着笔者走进南响堂山脚

下的一片瓦砾堆中。这里曾是一座采石
场，企业破产后一些职工就住在当初采
石的山洞里。时间久了，这里竟然有了
新地名：十条洞。

郭涛的单位职责多元，其中一项就
是代行国资委的职责。邯郸市下放和该
区原有的79家国企，都归该局管。79家
企业中，只有两家在生产。

据介绍，十条洞所属的采石场宣告
破产之后，峰峰帮助住山洞的职工外
迁，拆除了原有厂房及山洞。

郭涛说，一个新的体现地域特色的
古镇开发项目，已经决定落户上述采石
场区域。“该项目将借助区位优势，着力
挖掘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成
一个旅游景点，为矿区营造一个新的空
间环境。”

据悉，通过对破产国企遗留建筑实
体的改造、拆除，峰峰为新产业发展腾
出了大量空间，一些符合城市规划要求
的新项目正在陆续引进。

“举办旅发大会，不仅改善了城市的
基础设施，也为峰峰的产业重塑探索出
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峰峰矿区区长陈珍
礼说，他们用 180 天的时间，把“三个
没有”变成了“三个有”。

过去峰峰基本没有旅游景点，而今
已拥有 29 个旅游景区；过去峰峰基本没
有接待场所，而今这里已经能够同时接
纳数万游客；过去峰峰没有交通路网，
而今一条新改建的 60 多公里旅游环线，
通联全区。

改造建设，带来了峰峰城市生态和
功能的改变，也让老矿区迎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峰
峰就吸引游客 368 万人次，旅游业收入
11.4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80%。

两年来，峰峰矿区有交通局、粮食局、
环 保 局 等 21 个 政 府 直 属 职 能 部 门 搬
了家。

新家却非新建。这些单位的落脚点
是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泉头矿，该矿 10 多
年前下马停产，留下大片旧办公楼和闲置
厂区。

峰峰矿区城市空间狭小，人口密度
极高，在不足 23 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内，居
住了 30 余万人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
巨大。

其中的临水片区，既是峰峰矿区的行
政中心所在地，也是城市经济繁荣、人口
聚集的片区，其滏阳河以北的 8 平方公里
土地上拥挤着13万人口。

“过去的城市规划，是服从于煤田开
发的，为了避免压占煤田，城区被约束在
极小的范围之内，而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矛盾凸显。”牛颖建说。

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
原来聚集了大量行政机关的临水片

区得到了疏解。各单位搬迁后的办公楼
多被拆除，腾出空间增加绿地游园，让拥

挤的城市繁华地段能够通风透气。
原来衰落破败的泉头矿区域，也因

此 实 现 了 闲 置 资 产 盘 活 ，人 气 也 聚 拢
起 来 。 经 过 改 造 的 集 中 办 公 区 ，同 步

升 级 了 政 务 服 务 ，开 启 了 更 多 便 民
举措。

按照规划，峰峰要以上述区域为原
点，在 20 多平方公里的北部新区，为城市

开拓发展新空间。
峰峰矿区住建局局长柴慧宗说，行政

次中心的北迁，带去的不仅是人流、商务
流，更长远的影响在于北部新区的一次塑
造和被认可，以及区域内生活、消费方式
的改变。

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和设施也开始随
之衍生，比如餐饮、酒店、公建、商业、居
住、医疗、教育等。这些配套的成型和完
善，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将吸引
更多的企业或者人员入驻。

目前，已有 3 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和大
中院校紧跟“北进”的战略步伐，正在与该
区对接洽谈。吸引他们的正是这里日益
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功能布局，以及发展
潜力。

新的规划理念之下，北部新区将被
打造成一座产城教融合发展的区域。鼓
山脚下，一座座废弃的水泥厂正在被推
平，清理出的大量土地将被用作旅游产
业用地。

牛颖建介绍，一个占地 1000 多亩的
大型主题乐园将落户这里。他希望，这里
即将崛起的不仅是一个项目、一个新城
区，更是一个老工矿区面向未来新的发展
方向。

1

响堂水镇夜景。 记者 董立龙摄

生态改造——先除“脏乱黑”

2 厂矿改造——要体现地域人文特色

3 空间拓展——建产城教融合新区

（上接第一版）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
发改委分别确定了重点扶持的271家
创业就业孵化基地，210 个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基地，25 家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和24家国家、省级双创示范基
地。今年 1 至 4 月，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 30.41 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 9.65
万户，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3502家。

民心工程建设取得新成效。目前，
20 项民心工程均取得阶段性成效。其
中，中小学校舍提升工程，已开工建设
59 万平方米，主体完工 23 万平方米。
学前教育普及工程，提前下达专项资
金9.08亿元，已全部下拨到位。公共交
通建设工程，截至 5 月底，全省交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222.9亿元（含国家铁
路），同比增长 25.5%。棚户区改造工
程，截至 5 月底，全省开工 9.02 万套，
占年度任务的 39.2%，基本建成 7.15
万套，占年度任务的 110%。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截至 5 月底，2017 至 2018
年度改造任务已竣工 43391 户，竣工
率46.6%；2018至2019年度改造计划
中，已有 1837 户开工建设，7148 户正
准备开工，确保年底前全部开工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推出新举措。持续
深化“多证合一”改革，大幅精简涉企
证照，今年 4 月 1 日实行了“四十三证
合一”。针对“投资项目落地难”问题，
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改革，

进一步减少审批时间。加快信用信息
系统建设。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实
现与 11 个设区市、64 个省直单位联
通，累计归集信用信息 1400 多万条。
积极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学习借鉴
浙江改革经验，在全省推行“最多跑一
次”改革，推动一般事项“不见面”，复
杂事项“一次办”。开展规范性文件清
理，对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的政
策措施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

据介绍，在取得良好开局的基础
上，全省“双创双服”活动下一步重点是
切实推动问题解决，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扎实推进民心工程等。我省将于6
月下旬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一次重点
督查，督促各地各部门按进度要求压茬
推进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上接第一版）要把首都安全度汛、
雄安新区安全度汛作为重中之重，
确保万无一失。山洪防御和城市排
涝要到位，重点加强工矿企业、施工

单位、旅游景区等部位的山洪防御，
统筹城市外洪防御和内涝治理，保
障城市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抗旱供
水要到位，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把

防洪防汛和水资源有效利用结合起
来，确保供水安全。协调联动要到
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
统筹协调推进，密切军地联动，确保
海河流域安全度汛。

许勤还深入海河防总调度会商
室、水情值班室、防汛值班室和独流
减河进洪闸、西河闸，对防汛工作情
况进行实地督导检查。

（上接第一版） 宣传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

活动现场，一张向市民发放的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
北》 的明白纸引起记者注意。上面
写着“督察组进驻时间：2018 年 5
月 31 日-6 月 30 日”“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每天 8:00-20:00”“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
受理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明白纸上，还写明
了“督”和“察”的主要内容。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近
日进驻我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这是对我
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全面体
检。借助六五环境日契机，我省各
地通过发放明白纸的方式，加大对
中央环保督察的宣传力度，让大家
了解环保督察，对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举报，提供问题线索。”省环保
厅宣教中心主任潘井泉介绍。

在石家庄西清公园，共发放明
白纸 1 万余张；邯郸市通过进机
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及广
场宣传等形式，向群众发放明白纸
18300 多张⋯⋯初步统计，6 月 5
日，全省各市共发放明白纸 20 余
万张。

通过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
动，人们还了解到我省在环境治理
方面的成就。

目前，我省建有 329 个省控大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覆盖11个设区
市、168个县 （市、区）。全省布设
有 249 个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覆
盖全省 84 条河流、13 个湖库以及
40个饮用水水源地。

治理建筑施工扬尘。今年以来
截至 5 月底，全省共限期整改 638
起、停工整改 164 起、行政处罚 76
起，处罚金额262.5万元。

加强矿山环境治理。2014年以
来，全省完成了 778 个露天矿山治
理任务，修复绿化矿山面积 5.6 万

亩，全省矿山数量减少33%。
防治水污染。我省优化跨界河

流生态补偿机制，2017年省本级共
扣缴生态补偿金 1.99 亿元，今年第
一季度我省扣缴各地河流断面生态
补偿金 15690 万元。今年以来，我
省开展了河湖清理行动、白洋淀及
上游河道清理专项行动、城市黑臭
水体和农村坑塘水系治理。截至 5
月 18 日，全省共清理河湖垃圾 943
万立方米，整治入河排污口 410
个，清除涉河违障 551 处，治理黑
臭水体 59 条段，回填沙坑 76 万立
方米。

强化海洋生态空间保护。近五
年来，我省投资 20 多亿元，重点
开展了北戴河近岸海域及相邻地区
海域环境综合整治、秦皇岛“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修复岸线 18.3 公
里，新增沙滩面积 56.3 万平方米，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达到一二类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由 2012 年的 61%
增加到2017年的79%。

（上接第一版）联合收割机把小麦收入
机斗后，收割机携带的秸秆粉碎机就
把秸秆粉碎还田了。大片麦田收获结
束后，玉米深松播种机就开始了深松
播种，自走式水肥一体机械随后浇水
施肥。小麦收获、玉米播种一天完成。

温茂宏介绍，农机合作社提供机
收、秸秆粉碎、玉米播种一体化作业，
省时省力，为秋粮生产赢得了时间，很
受农民欢迎。

据介绍，“三夏”期间，共有 2000

多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小麦联合
收获—麦秸抛撒覆盖还田—夏玉米播
种配套技术一体化一条龙作业。

突出“抢”，立足“快”，预计
小麦机收作业6月22日前后结束

省农业厅副厅长段玲玲介绍，尽
管今年我省小麦生产遇到了春旱、春
冻、灌浆期病虫害严重等不利因素，但
全省各地加强管理、分类指导、积极落
实各项惠农政策，3410.1 万亩小麦长

势良好，丰收在望。如果未来十几天没
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我省小麦仍会
有一个好收成。

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省各地
突出“抢”，立足“快”，全省共组织 10
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100多万台拖
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等农业机械适时
投入作业。麦收期间，省农机局还与省
气象局启动合作机制，及时发布气象
信息，指导各地组织抢收、抢种作业，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预计今年我省小麦机收作业 6 月
22 日前后结束，全省小麦机收率、玉
米机播率分别达到99%、93%以上。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坚决打赢海河流域防汛抗旱硬仗

“双创双服”活动突出体现“四个新”

智慧农机成今年“三夏”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