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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伟亚 通讯员刘洁）
日前，由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组织开
展的“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遗存调
查登记工作结项，共登记确认不可移动乡
愁遗存点 2000 余处，可移动遗存 300 多
件 （套），发现了一批老民居历史片区。

同时，民间技艺、风土人情、乡村习
俗等乡土文化也是这次调查关注的对象，
对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世纪老人、
民俗民风等进行了抢救性采访记录。

本次调查经过新区、县、乡镇、村四
级协调联动，共同努力，一批承载着新区
人民集体记忆，凝聚着新区传统文化基因
的“乡愁”遗存被登记造册、建档存根，
包括老房子、老树、老井、老磨盘、坑塘
沟渠、寺庙、老厂房等类别，时间跨度
长、品类多、内涵丰富。

至此，“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
将转入下一阶段，按照建立“记得住乡愁
专项行动计划”长效机制的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已将这批乡愁遗存落点落图，并
进一步开展乡愁遗存内涵挖掘、价值提升
以及遗存外延拓展，使宝贵的乡愁遗存在
新区规划建设中得到保护展示、传承并发
扬光大。

在各类遗存建档“存根”之后，新区
尊重这些承载着新区人民乡愁记忆的要
素，正在请专业院校和研究机构制定乡愁
遗存专项保护规划，定期发布白皮书，并
与新区规划有效衔接、有机结合。针对不
同类型的乡愁遗存，采取不同的设计手法
和控制手段，设计活化人民共同记忆的场
所，延续地方历史文脉，传承乡土文明，
建立雄安模式，打造新城市建设“乡愁”
文化的国家典范。

□记者 原付川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安新县王公
堤村村东的一处纳污坑塘时，该县重
点纳污坑塘综合整治总承包项目中标
企业、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技术员朱孟仁，和几位工作人员
正在打捞坑塘内的垃圾。

“科学治理纳污坑塘，因地制宜实
施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相
结合，保证水体和底泥分别达到水体
和土壤功能区标准。”朱孟仁说，每一
个治理细节背后都是科学治污的体
现。他指着纳污坑塘西南处的一个排
污口介绍，这个污水口进水量较少，可
采用建人工湿地方式净化生活污水水
质。而另一个位于北边的污水口，由于
进水量较大，则需通过一体化设备，采
用膜分离延性污泥法处理生活污水。

“坚持科学治污原则，按照‘一
坑一档一策’要求，新区全面排查
整治辖区纳污坑塘，一坑一策建立
台账，并设立围挡、严格管控，切
断污染源。”省环保厅监察专员、雄
安新区生态环保局局长曹海波介绍，
对治理后的纳污坑塘，因地制宜实施
生态修复，以利用促管理，以利用促
保护，杜绝污染反弹。三县共排查纳
污坑塘 810 个，截至目前，三县已完
成纳污坑塘治理330个。

此外，三县的部分污水处理厂满
负荷或超负荷运转，亟需进行扩容提
标改造。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三县的
工业固体废物存量较大，农村污水垃
圾污染问题仍然存在，淀中村小型生
活污水处理站达标运行率低，这些问
题仍亟需进一步科学治理。

“ 坚 持 科 学 引 领 ， 注 重 顶 层 设
计，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雄安新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区结合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将严格落
实“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科学划定白洋淀生态
保护红线，加大红线区域保护力度，
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日前，新区发布 《河北雄安新区

白 洋 淀 综 合 整 治 攻 坚 行 动 实 施 方
案》，启动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行
动，结合当前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中的难点，确定了入河入淀排污口
整治攻坚、纳污坑塘整治攻坚等六大
专项攻坚任务。

新区还把 2018 年作为白洋淀生
态环境治理攻坚年，组织制定 《雄安
新区及白洋淀流域 2018 年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方案》，重点实施 13 项污染
治理工程、扎实推进 12 项重点工作、
严格 7 项管控措施。参与编制 《白洋
淀流域治理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开展八大排查行动，全方位
掌握白洋淀环境状况。

“汇各方之力、聚全球之智，新
区不断加强规划设计，科学制定治理

方案，为加强白洋淀治理提供了实施
保障和工作遵循。”雄安新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之“新”，在
于要打造成体制机制的创新高地。具
体到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
上，新区坚持科学治污，让白洋淀焕
发新的生机。

按照科学治污原则，安新将对全
县 364 处纳污坑塘全部建立台账，聘
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专
家，全面检测坑塘水质，制定科学整
治方案。“在具体实施中，我们还形
成先易后难、精准发力和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治理思路。”安新县环保
局副局长杨振锋说。

对于治理难度较小的一般纳污坑
塘，安新县政府设立奖补资金，由乡

镇牵头自行治理，并由中科院团队和
县环保局组成联合验收组，同步开展
验收工作。

对于治理难度较大的 187 个重点
坑塘，安新则采取国内先进的 EPC 模
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引进国内一流
生态治理公司，从制度上解决以往治
理中设计、采购、施工等环节衔接不
畅 、 责 任 不 清 等 问 题 ， 提 高 治 理
效果。

安新已经启动重点纳污坑塘综合
整治总承包项目招投标工作，目前中
标企业正在加紧治理。“按照合同，
这批重点纳污坑塘综合整治项目11月
15日前完工。届时，当地百姓将会增
加更多垂钓、休闲的好去处。”杨振
锋说。

此外，新区还创新生态环境管
理，优化完善白洋淀及上游生态环境
管理机制，整体谋划外源入淀河流水
环境综合整治与淀区内源污染治理、
生态修复，坚持“控源—截污—治
河”流域系统治理。

7 月 18 日，记者来到位于安新县
刘李庄镇的雁翎沟污水治理示范点
时，来自石家庄一家环保公司的工作
人员正在现场检测试验段水质。据介
绍，雁翎沟干渠总长 3600 米，是刘
李庄镇 4 个村生活污水及雨季防汛排
涝功能的排干渠，后来由于周边洗化
料 企 业 废 水 直 排 ， 逐 渐 成 为 黑 臭
水体。

“水质从感官上正在逐渐由黑变
清，水中的微生物得以重现，治理效
果明显。”安新县环保局局长朱海军
说，为根治雁翎沟，安新县邀请在国
内创新使用“泥水共治、生态修复”
方法的一家水治理公司，拿出 200 米
长的试验段作为示范点，以期为探索
实施“控源—截污—治河”流域系统
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科学治理白洋淀，全面恢复“华
北之肾”功能，将为全面提升新区及
白洋淀流域的水环境质量，构建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文
明城市提供强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原付川 通
讯员杨文月） 从 7 月 21 日召
开的安新县环保突出问题约
谈整改工作暨行业整治动员
大会上获悉，安新启动制鞋
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白
洋淀区域内所有制鞋企业一
律取缔，彻底解决制鞋行业
环境污染问题。

该 县 从 环 保 、 公 安 、 安
监、市场监管等部门抽调精
干执法力量，组成联合执法

组 ， 与 乡 镇 开 展 联 合 执 法 。
专 项 行 动 将 关 停 取 缔 一 批 、
严格管理一批、整治规范一
批。对淀区内所有制鞋企业
及涉水企业一律取缔，对其
他区域所有污水直排的企业
一 律 关 停 。 对 不 服 从 管 理 、
达 不 到 主 管 部 门 要 求 的 企
业 ， 实 行 “ 一 次 查 实 死 亡
制”。五证不齐全的企业要在
年底前补办相关证件，逾期
未完成补办的一律关停取缔。

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遗存调查结项

确认不可移动乡愁遗存点两千余处

科学治理，加快恢复“华北之肾”功能
——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进行时①

编者按 白洋淀被誉为“华北之肾”，加快白洋淀生态保护和修
复，关系雄安新区承载的历史使命。白洋淀生态保护和修复，考量着
我们的智慧、耐心以及决心和勇气。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新区实施一票否决制度，拿出壮士断腕的决
心和勇气，高标准、严要求实施白洋淀生态修复工程。白洋淀治污正
由被动应急向主动治理转变。6月28日，雄安新区召开白洋淀综合整
治攻坚动员大会，启动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全面提升白洋淀生
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恢复“华北之肾”功能。

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行动进行得如何？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安新启动制鞋行业清理整治行动

白洋淀区域内所有
制鞋企业一律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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