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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聚焦主导产业集聚高端人才
吸引院士、食用菌行业首席专家等“高精尖缺”人才218名

乡村美景一年“卖”出两个亿
——承德县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的调查

高新区

去年实现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34.5亿元

同比增长7%，占工业总产值比重22%

围场

特色农业助2.2万
贫 困 人 口 脱 贫

兴隆县纪委监委

持续开展环保领域
问 题 专 项 整 治

□记 者 李建成 尉迟国利
通讯员 张启龙

承德县境内多山，重峦叠嶂，有大小
山峰4100余座；境内亦多河流，有滦河、
老牛河等 8 条河流。“八山一水半分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是真实写照。

如何让这“八山一水”，既要生态又
能富民？绿色发展之路该怎么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承德县委
书记齐建文说：“我们要牢牢抓住京津冀
协同发展、承德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有利时机，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牢固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乡村旅游作为壮
大旅游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
来抓。”

该县始终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
相结合，整合各类资源，深化项目带动，
统筹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相互促
进、协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乡村旅游，让幸福村过上
幸福生活

山上杏花怒放，满山绚烂；村外柳河
水蜿蜒流淌，清澈甘洌；河里白鸭浮绿
水，鱼儿跃清波⋯⋯春天的大营子乡幸
福村好像世外桃源。

穿过福门、赏了福溪、走上福路，不
远处便是幸福农家院。农家院主人魏连
云正忙着打扫卫生，农家院也准备重新
营业了。

老魏开农家院已有十多年时间。
2006 年，县里一家企业帮扶幸福村，为
村里筹资盖起了农家院。老魏承包了农
家院。“说是农家院，充其量是个小饭馆，
开开停停，一年营业不了多长时间。”老
魏说，幸福村好山好水好风光，村里人看
了几十年，但日子依然过得穷巴巴。

随着大营子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自驾游的客人越来越多，老魏的农家院
也慢慢走上正轨，红火了起来。

蔬菜不用化肥，服务员都是家里人，
柳河虾、柳河鱼、柳河鸭蛋——“柳河三
鲜”远近闻名。伴随着柳河十八湾花海漂
游的开业，老魏的农家院天天爆满。“去
年光农家院收入就超过了 20 万元。”老
魏说。

游农家田园、赏农村风光、住农家
屋、品农家饭菜——这富有浓郁乡土风
情的农家游，让幸福村的村民富了起来。
全村230户、830口人，分别居住在15公
里的柳河两岸，有 200 户村民养鸭，咸鸭
蛋 20 元一斤还供不应求。村里还种植了

3000 亩果树，有苹果、山楂、板栗等品
种，有的已经结果。

幸福村的幸福生活，是承德县依托
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的一个缩影。

承德县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政
府预算出一定数额的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旅游项目建设及发展乡村旅游。
2012 年成立了承德县旅游和发展管理
委员会，全面统筹旅游业发展。2015 年，
出台了《关于扶持农村主导产业快速发
展、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的意见》，将乡
村旅游作为五大主导产业之一，大力扶
持乡村旅游建设。随后出台了《承德县创
建乡村旅游示范户（村、乡镇）实施方
案》，对全县新建乡村旅游示范户，根据
星级标准给予 5000 至 6 万元的奖励，累
计奖励 110 万元。2018 年，出台了《关于
实施旅游产业化战略建设的意见》等文
件，加快旅游产业化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有乡村旅游 AA 级
景区1处，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示范园3
个，乡村旅游星级示范户 60 个，乡村旅
游接待户 1500 个。2018 年，乡村旅游接
待人数达 120 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
两亿元。

壮大林果业，让群众脱贫
致富增收

近期，新杖子乡苇子峪村党支部书
记孙桂生忙得团团转，一年一度的赏花
节又要登场了，他在为此做着准备。

苇子峪村赏花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五届。阳春四月，春风徐来。站在苇子峪
村南山的观景平台上，目光所及之处，果
树吐新绿，花朵绽放。南山百年来盛产各
种水果，全村有果树 20 余万株，果园面
积达 3200 亩，年均产果品 500 万公斤。
目 前 ，苇 子 峪 村 人 均 拥 有 百 株 树、两
亩园。

曾经的穷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旅游村。苇子峪村不仅是全县唯一
一处乡村旅游 AA 级景区，还是全国乡
村旅游示范村。

“在苇子峪村的带领下，全县涌现出
了八家乡深水河村、大营子乡王家庄村、
六沟镇房身沟村等一批以春季赏花、秋
季采摘、四季观光旅游、休闲养生的农家
游精品村。”承德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局
长王君说。

承德县林果种植历史久远，从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规模发展国光
苹果。国光苹果色泽好、甜酸适口，味道
极佳。1990-1992年，承德县成功举办了
三届苹果节，“承德国光苹果”因此声名
远扬。

如 今 ，“ 承 德
国光苹果”是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产
品，入选河北省十
大林果区域公用
品牌，承德县也获
得了“中国国光苹
果 之 乡 ”等 多 项
殊荣。

借助入选“中
国国光苹果之乡”
的机遇，该县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其他
干鲜果品为补充的果品产业，打造果品
产业强县。截至目前，全县果品总面积达
到 87.24 万亩，其中苹果 23.65 万亩，全
县果品产量 27.81 万吨，产值 12.37 亿
元，带动 4 万余农户实现脱贫致富，果品
产业发展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
增收的支柱产业。

以果为媒，承德县还积极开展品牌
创建、申报、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
的促销和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参加国家
和省级农产品展销，不断做大“中国国
光苹果之乡”“中国仁用杏之乡”等地
域品牌，培育叫响了“山庄”“新杖
子”“石湖”“深水河”等知名品牌 11
个。近 5 年来，在中国 （廊坊） 农产品
交易会组织举办的果品擂台赛暨果王评
选活动中，该县共获得18个金奖、5个

“果王”、数十个银奖和铜奖；近 3 年
来，在河北省苹果品质鉴评会上，获得
3个金奖。

如今，承德县已经确定了“南苹果北
山楂”的区域树种布局和“两环四带”的
区域生产布局，打造城郊型、鲜销储藏
型、深加工型等“三型”果业。为此，该县
计划每年新增干鲜果品面积3.5万亩（其
中苹果两万亩），改造提升果品面积两万
亩，到 2020 年，干鲜果品保有面积 100
万亩（其中苹果保有面积 30 万亩），总产
量50万吨。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让全域旅游业态不断丰富

“计划众筹星空小镇一座，星空帐篷
50 至 150 个，我出土地你出资，收益分
成⋯⋯”4 月 3 日，承德乡土假日生态农
业观光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更新了
一条朋友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乡土假日公司坐落于三家镇转角房
村外的山坡上。虽然名字里带着个“土”
字，但走进酒店会发现，这是一家兼具北
方农村特色和现代气息的美丽乡村酒
店：标准客房 30 间，可同时接待 60 人住
宿；餐厅总面积 1100 平方米，可容纳

200-300人同时用餐。
“我们共有 22 个蔬菜大棚，除了种

植西红柿等绿色有机蔬菜外，还种植火
龙果等水果，春节期间供不应求。”将
一拨北京客人安顿好后，王斌匆匆赶
来，领着笔者一行进了大棚。棚内绿意
盎然，红艳艳的西红柿缀满枝头，饱满
圆润。

“为了能让消费者吃到原始的西红
柿味道，我们试种了 400多种，最终选择
了现在的品种。”王斌说，种植基地占地
约 300 亩，土地为荒山开垦，没有使用过
化肥，种植上严格遵守传统有机种植标
准，坚持使用自产有机肥，西红柿吃起来
有种“小时候的味道”。

三家镇土质肥沃无污染，山泉、河流
等自然水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绿色农业、
生态旅游的良好基础，且距避暑山庄不
到 30 公里，与承德县北大山天然石海公
园景区、平泉市辽河源国家森林公园的
距离均在半小时交通圈内。王斌看中家
乡资源和区位优势，2013 年回村创业，
投资 5000 多万元，开办了这家公司。公
司占地面积约 850 亩，经过几年发展，现
已逐步打造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民俗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公
司，是市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迎来乡村旅游新时代的不只有王
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承德县乡村
旅游业态日益丰富，乡村旅游餐饮接待
能力不断增强，新建并改造了张家大院、
朝梁子农家饭庄等乡村酒店，一次性接
待能力均达 300 人以上。2017 年，承德
县被评为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

找准市场定位，明确发展方向，高起
点、高标准规划旅游发展。2018 年，该县
编制了《承德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确
定了“一核、两极、三镇、四区”的发展思
路，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努力实现旅
游产业全域联动、旅游景区全域优化、旅
游服务全域配套目标，加快一季游向四
季游、观光游向休闲游、景区景点游向全
域游转变，真正把旅游产业打造成县域
支柱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梁玉杰 记者尉迟国
利）平泉市坚持“人才兴市”发展战略，以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聚力发
展引人才、突出优势聚人才、精准服务留人
才，去年以来全市人才工作明显提升。

聚焦主导产业，集聚高端人才。立足
食用菌、设施菜等主导产业，围绕培育

“1+2”特色产业体系，大力实施“一产业
一平台一团队”引才聚才模式。与国家有
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积极主动寻求深
度合作，新增院士工作站、省级新型研发
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等
省级以上平台 11 家，累计达到 26 家。市
财政兑现两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资
金、1家院士工作站科研经费150万元。新
成立院士专家（平泉）科技服务与成果转
化中心，柔性引进院士 4 名，累计吸引院
士、食用菌行业首席专家等“高精尖缺”人
才 218 名。其中，南京林业大学院士工作
站与华净公司研发的科研项目《林农剩余
物气化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获第
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打造“双创”引擎，增强发展动能。深
入开展“双创双服”活动，获批 3 家承德市
农村实用人才“双创”示范基地，新建、改
扩建、完善提升创业孵化基地 6 家，入驻

企业 129 户。入驻企业承德华仪仪器科技
有限公司、华净公司等科研团队研发的新
成果成功亮相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科技
产业博览会、第二十五届中国杨凌农业科
技成果博览会和第二十五届农高会。成功
孵化的企业承德奥斯力特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科研团队研发的“一种新型离子刻蚀
枪的研发与应用”项目获第六届河北省创
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优秀企业奖”。

坚持选育并重，壮大本土人才。统筹
推进 6 支人才队伍建设，分领域分层次举
办各类培训班116期，培训1.86万人次。实
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投入 52 万元，组
织97名非公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赴清华、浙
大培训两期。另外，组织400多人参加河北
中小企业发展名家讲坛平泉行活动，开展

高企培育暨“科技沙龙”活动两次。组织“燕
赵工匠”培训班两期，培训 389 人次，培训
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124 人。举办青年电
商创业创新大赛和首届青少年创客选拔
赛，开展首批农村青年拔尖人才评选工作。
新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
人、全国优秀新型职业农民1人、河北省第
三批农村青年拔尖人才1人、第17批承德
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6人，选派29名干
部到天津市西青区挂职交流。

主动融入大局，引导人才建功。积极
引导各类人才队伍助力脱贫攻坚，承德市
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齐彦斌建立中润农
业发展公司，探索实施的“三零”产业扶贫
模式，被列入“全国十大产业扶贫范例”；
河北省第三批农村青年拔尖人才王红牵
头建设的国家级幸福家食用菌星创天

地，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118 户，年提供
就业岗位 300 余个，年人均岗位工资 3 万
元。全市已成功打造星创天地 7 个，绿世
界通过国家级星创天地备案。坚持实行科
技特派员制度，全年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
术 10 项，建立现代苹果和北方羊肚菌栽
培技术农业科技园区两个。

强化保障支撑，优化人才生态。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将人才工作纳入全市目标
考核体系。建立党委联系服务专家、高层
次人才服务专员、人才工作联络员制度，
将 22 名“高精尖缺”人才纳入市委常委首
批联系名录。出台《平泉市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项目扶持资金评审办法（试
行）》和《平泉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项目评审标准》，投入人才工作保障经
费137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许丰 记者陈宝云）“今年除了 7 棚
桃子外，还有 3 棚樱桃和两棚葡萄，‘五一’就可以供游
客采摘了。”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四合永镇下界
地村村民张景祥高兴地说，去年，他不仅净赚了 10 万
元，还为村里10多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围场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要求，
持续加大对特色种植产业和观光农业的扶持力度，定期组
织农技培训，提高作物生长质量，降低农户经营成本，对
已达种植规模的农户给予相应的补贴，增强种植大户的发
展辐射作用，让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在带动当地就业的同
时，开辟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加快贫困户脱贫致富
步伐。

该县以农业产业为重点突破带动脱贫攻坚全局，不断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产值高、增收致富带动性强的特
色种植产业化项目，形成了“特色农业+扶贫”模式，带
动2.2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孙亮 记者陈宝云） 2018 年以来，
承德市高新区科技局以“双创双服”活动为载体，以推动
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平
台、优化科技创新政策为抓手，助力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
升级。

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34.5 亿
元，同比增长 7%，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22%。新认定科技
中小企业 60 家，累计完成 225 家；新增“科技小巨人”
企业两家，累计完成 9 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
复审 3 家，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8 家，高企培育入库
企业 30 家；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家、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1家；认定省级众创空间两家，其中承德市
高新区创新创业苗圃“和合众创”被认定为 2018 年度河
北省十佳众创空间；全区有效发明专利 94 项，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9.91。科技创新工作有力促进了该区经济
发展和产业升级，2018年全区营业总收入258.4亿元，工
业总产值 154.8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 64.8 亿元，税收
18.4亿。

今年，高新区科技局将以增强全区综合实力为目标，
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科技工作部署和 《承德高新区科
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 （2018 年—2020 年）》 为抓手，夯
实创新基础，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创
新资源聚集；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
大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和高层次人才培育引进力度，努力打
造多层次、宽领域、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架构，努力实现
跨入国家级高新区“第二方阵”的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王洪亮 记者陈宝云） 近年来，兴隆
县纪委监委立足于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支撑
区定位，持续开展“大棚房”“涉水项目”等环保领域问
题专项整治，用铁的纪律守护青山绿水。

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该县纪委监委印发 《关于成
立生态环境 1+4+10 专项整治工作监督组的通知》，组织
开展对潮河流域环境、全县“涉水项目”、“大棚房”、“散
乱污”企业整治、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进行大排查大
整治，以督导检查硬措施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同时，
针对环保领域典型问题，向全县各乡镇、各部门下发关于

《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预警提示》，对发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问题及时预警，早打招呼、早提
醒，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
责机关作用，向破坏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不力的问题亮
剑，以严问责、真整改的成效取信于民。”该县纪委监委
负责人表示。

日前，承德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以供电所为单位成立
春耕保电服务小分队，深入农村了解春耕生产用电需求，
检查维护春耕供电线路及水泵的安全运行状况，为辖区农
户春耕春灌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这是春耕保电服务小分
队到承德县两家乡超凡种植合作社，为农户检查维护水泵
安全运行状况。 通讯员 陈悦伟 记者 陈宝云摄

◀秋季的柳河
美景。
通讯员 范志鹏摄

▼近日，游客
在承德县新杖子镇
南山村观赏梨花。
通讯员 李卓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