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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水 清 流 润 港 城
——秦皇岛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纪实

卢龙对外开放暨招商
引资（杭州）推介会举办

意向投资86亿元的13个重点项目签约

□记者 孙也达 通讯员 李春敏

连 日 来 ， 燕 山 区 域 雨 雹 灾 害 较
多，导致兴隆、宽城、迁西、遵化、
青龙等地板栗受灾面积达十几万亩，
受灾果农焦急如焚。幸好，省农林科
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广鹏一
直坚守在抗雹救灾第一线，制定了详
尽的救灾方案，力助果农们树立信心
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他还为拥有100
万亩板栗林的青龙做出了发展规划，
并为宽城培养出了 50 多名新型农民技
师。忙并快乐着，这仅仅是他 18 年

“板栗人生”的一个缩影。
驰名中外的京东板栗在我省有460

多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产值达60多亿
元，其中 50%的产值是由昌黎果树研究
所自主研发的板栗良种所产生的。作
为昌黎果研所板栗团队带头人，王广鹏
年行程两万多公里，深入田间山村，积
极帮助生产一线解决技术难题，帮助果
农脱贫致富，带出了一大批板栗“土专
家”，果农们亲切地称他“板栗专家”。

作为“板栗专家”，王广鹏不仅要
跑田间，进山村，还得耐得住寂寞，
在实验室里塌下心来搞实验。提起在
实验室里的日子，王广鹏印象最深的
是 2008 至 2009 年间，为了攻克板栗
性状指标评价标准缺乏的难题，44 天
时间里他每天 24 小时都在实验室里度
过。机器成天不停运转，每隔半个小
时就要进样 （放样品），他就定好闹钟

提醒，然后在实验室里铺几张报纸打
地铺睡一会。经过艰辛努力，他取得
了每个性状指标的标准值，成为了国
家板栗质量等级划分标准的支撑数
据，列入了国家标准“板栗质量等
级”并实施。

承德市宽城艾峪口村曾经是一个
贫困落后村，2005 年，板栗种植面积
2300亩，年产量200多吨。王广鹏采用
推广新品种、提质降耗加强管理、牵线

搭桥对接客商等措施，帮助全村发展板
栗产业。如今，该村板栗种植面积已发
展到 7500 亩，年产量 1200 吨，年产值
2400 万元，一举成为“关内板栗第一
村”，产品远销十几个国家，村民们都把
王教授当成了家里人。村民刘敬原原
本在深圳卖板栗，在王广鹏的影响下回
乡创业，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板栗技术
能手。

承德市兴隆县板栗种植户陈国正

也是王广鹏技术引领出来的受益者。
陈国正有 200 多亩板栗，在应用王广
鹏的品种和技术之前，亩产 50 公斤，
总产量 1 万公斤。2013 年，王广鹏帮
助他淘汰了落后品种，推广使用燕山
早丰、燕山硕丰良种，之后年年增
产，去年亩产达75公斤，预计2019年
总产量将达到两万公斤。如今陈国正
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还组建起了 28 个专业剪枝服务队，被
评为承德市管技术拔尖人才。陈国平
感言：“今天我的一切，都离不开王教
授手把手地教导，我由衷地感激他！”

18 年间，王广鹏跑遍了唐山、承
德、秦皇岛等 8 个地市的 24 个县，翻
遍了 1000 多座山，每年行程 2 万多公
里，把主持研发的燕山早丰、燕山短
枝、燕奎、大板红灯板栗良种及栽培
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果农们。他
研发的板栗良种支撑起了全河北板栗
品质的半壁江山，技术应用率位列河
北第一，技术效果、产量提高三成，
省工三成，效益提高三成。近 5 年来，
他为全省培训果农 12000 人，培养出
千余名板栗技术员，80 多人成为了技
术能手。

只为千山栗满坡
——记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广鹏

本报讯 （记者宋柏松） 6
月 21 日上午，卢龙县对外开
放暨招商引资 （杭州） 推介会
举办。100 余家北京、安徽、
重庆、杭州等地知名企业参加
推介会，意向投资 86 亿元的
13个重点项目签约。

推介会上，卢龙县介绍了
基本县情、产业定位、开发区
建设和资源要素优势，并就青
滦河旅游带综合开发、夹河滩
生态旅游岛开发、食品产业园
及农产品深加工等 7 个重点项
目进行了推介。航天食品产业
园、装配式装饰产业基地、智
慧循环绿色农业园区、现代医
药物流基地等 13 个重点项目
签约，意向投资达86亿元。

卢龙县此次签约的项目既
有强链条、增动能的转型项
目，又有生物高新技术、医药
康养、新材料研发、智慧生态
农业等新兴高端产业，品质业
态优、投资强度高、带动能力
强、市场前景好，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近年来，卢龙县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大力实施生

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兴
县、文明铸县“四县战略”，
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
商，先后“走出去”到北京、
上海、厦门、石家庄成功举办
了招商推介会，“请进来”举
办了集中签约开工活动、装配
式建筑产业暨石门特色小镇建
设招商推介会、卢龙县第二届
旅发大会等一系列大型招商活
动，取得丰硕成果。全国文明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创建以及
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成效
显著，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走
在全省前列，项目承载能力不
断攀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浙 江 是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先 行
地，通过近年来的飞速发展，
已成为高端人才、全球投资、
科技创新、优势产业的集聚
地。我们到长三角地区极具代
表性、经济非常活跃的杭州考
察学习、招商推介、意向签
约 ， 必 将 架 起 双 方 沟 通 联
系、深度合作的友谊之桥。”
卢龙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志
明说。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日
前，第十三届秦皇望海祈福文
化旅游节之秦皇岛礼物展在京
津冀旅游集散中心拉开帷幕。

本次展会展示了来自秦皇
岛市 60 多个企业的 500 余种
本土旅游商品，包括“大海的馈
赠”系列海产品、“北纬四十度
山珍”系列土特产、“长城脚下
是故乡”系列传统食品、“中国
第一瓶干红诞生地”的浪漫红
酒产品、“康体养生”系列科技
产品和“大美秦皇岛”系列文创
产品等。

本次活动以“旅游商品创

新与交易”为核心，致力于创新
“旅游+”模式，推动旅游与其他
产业磨合、融合、组合，不断衍
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供给，引
领行业发展趋势，全面促进旅
游产业的资源整合，进一步深
化旅游行业的变革发展，为旅
游商品交易带来新机遇。

礼物展全面呈现了海港区
旅游行业的新理念、新风尚、新
产品，引领旅游商品创新和旅
游消费服务新潮流，为海港区
乃至秦皇岛市的旅游商品走向
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
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孙也达 通
讯员王嵬） 6 月 21 日，代表中
国出征 2019 丝绸之路拉力赛
的车队之一的九江红旗车队，
在秦皇岛首钢赛车谷举行了出
征仪式。

2019 丝绸之路拉力赛由
俄 中 蒙 三 国 相 关 部 门 联 合
主办。

拉力赛为期 10 天，将于 7
月 6 日从位于贝加尔湖的伊尔
库茨克出发，自北向南穿越蒙
古并于 7 月 16 日抵达中国敦
煌，赛程共计 5008 公里，其
中特殊赛段 2593 公里，占总
长度的 50%以上。本届拉力赛
事是 2019 年最具挑战性的赛
事之一。

九 江 红 旗 车 队 来 自 迁 安
市，属于九江汽摩运动俱乐
部。此俱乐部由迁安市九江集
团在 2006 年投资组建，是中

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团
体成员，俱乐部拥有第一辆中
国自主生产的赛车车型“九江
大红旗”，目前已经拿到 FIA
通行证，其生产的车架已得到
FFSA 的认证，是中国唯一一
家可生产国际标准防滚架的生
产商。据了解，九江红旗车队
作为代表中国参加此次拉力赛
事的车队之一，将参加全部组
别的比赛，是中国首次启用
T4的车队。

秦皇岛首钢赛车谷是秦皇
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转型
发展的成果。2018 年 10 月 13
日，充满钢铁气息的国际二级
赛道“钢铁赛道”投入运营。
至今，在此赛道已举办过金港
大奖赛、首钢赛车谷国际汽车
展、宝马精英驾驶培训、奔驰
驾驶体验活动等重要赛事与商
业活动。

本报讯 （记者孙也达 通
讯员曹立远） 6 月 10 日至 15
日，秦皇岛市委组织部在复旦
大学举办了全市生命健康产业
专题培训班，秦皇岛市直相关
部门和县区 50 名领导干部接
受了专题培训。

本次专题培训旨在学习借
鉴上海市好的经验做法，进一
步推动秦皇岛市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培训班采取专家讲课、
现场教学和小组讨论等形式进
行。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
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章忠
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海
钢，复旦大学医学学术与管理
交流中心研究员蔡闯，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特聘讲师黎静
坤，围绕康养小镇、养生旅游
与健康中国、健康产业营销策
略与模式创新、生命健康产业
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上海
智慧医疗的理论实践、医养结
合的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等专

题进行授课。学员们还前往上
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瑞金
二路居家养老中心进行调研
学习。

培 训 班 集 中 利 用 晚 上 时
间，将参训学员分成多个交
流研讨小组，就上海健康产
业发展、康养小镇建设等重
点课题进行认真思考、讨论
交流，提出了可供秦皇岛市
借 鉴 的 工 作 思 路 和 经 验 做
法，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学
习成果。

“复旦大学的求学之旅，
让我们对生命健康产业有了更
进一步的认识，对国家优秀康
养实践有了直观的了解，大家
认真地进行课后讨论、头脑风
暴，对我市康养产业的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返秦后，我
们将把所学付诸实践，把生命
健康产业做出特色、做出成
效。”参加培训的秦皇岛市第
一医院副院长王益民说。

第十三届秦皇望海祈福文化
旅游节之秦皇岛礼物展举办

角逐2019丝绸之路拉力赛

迁安九江红旗车队从
秦皇岛首钢赛车谷出征

秦皇岛在复旦大学举办
生命健康产业专题培训班

乡村振兴走笔

□记者 郭猛 宋柏松

北戴河区281桥两侧，戴河河水水
质清澈，河堤部分地段点种的芦苇身
形曼妙，随风轻舞；不远处，几只白鹭
正在悠闲地觅食，也许注意到了人们
的注视，“唰啦”一声掠过水面向远处
飞去⋯⋯

6月19日下午，作为市级总河湖长
兼戴河的市级河长，秦皇岛市委书记孟
祥伟轻车简从，来到这里，查看戴河水
质、污水处理站运行以及河道周边违章
建筑拆除治理情况，并就戴河两岸土地
流转和第六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回想起 3 年前“河长制”推行之初
踏察戴河这个河段时满眼都是垃圾的
情景，孟祥伟感慨万千：“打造生命之
河、美丽之河、富民之河、文明之河的
目标已经确定，只要向着这个目标坚
定不移地前行，我们就一定有办法解
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哪里有翻不过
的山越不过的坎儿呢？路就在脚下！”

四级“河长制”实现全
覆盖、无遗漏

秦皇岛河流众多，水系纵横，分属
滦河水系和冀东沿海水系，其中独流入
海河流就有17条。前些年，由于盲目追
求经济发展，环保意识淡薄，全市范围
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业面源污染、市
区雨污同流、沿河村庄生活垃圾及生活
污水随意直排入河现象，河流污染问题
日益突出，严格治理迫在眉睫。

“秦皇岛是零距离滨海城市，绿色、
生态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这17
条河流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母亲河，是
生存之所依，发展之所依，必须精心加
以呵护。”2015 年，秦皇岛市全面推行

“河长制”。按照“一河一长、一库一长、
一地一长、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条块结
合、全流域包干”的管理理念，将市域内
所有河流及所在流域范围内的支流、水
库、塘坝、坑塘、沟渠及湿地全部纳入

“河长制”管理体系，确保每条河流、每
座水库、每块湿地都有人管、管得住、管
得好，实现全覆盖、无遗漏。

按照“河长制”工作部署，秦皇岛
市四大班子全员上阵，在全市设立市
级总河湖长 2 名，市级河长 30 名、湖长

2 名；县级河长 107 名、湖长 1 名；乡级
河长 284 名、湖长 2 名；村级河长 1949
名、湖长 7 名。2017 年以来，市县乡三
级全部建立河长名单公告制度、河长
会议制度、巡查制度、督查制度、信息
共享与信息报送制度、考核奖惩制度、
县区间互查工作制度、投诉举报受理
制度 8 项制度。同时，健全完善了参谋
服务机制、河道警长机制、农村垃圾治
理长效机制、河道保洁机制、河长制奖
补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及环保、
水务和海洋部门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7
项机制，以制度建设推进河湖长制工
作常态化开展。

实际工作中，市委书记孟祥伟、市长
张瑞书两位市级总河湖长以及其他市级
河长率先垂范，坚持从河口到源头、从主
河道到支流、从岸上到岸下，用脚丈量，
不落一米，自始至终。截至目前，市级河
湖长踏河 74 次、县级河湖长踏河 1153
次、乡级河湖长踏河5510次，其中市级
河湖长发现问题315件，全部及时进行
了交办处理；市县两级河湖长制办公室
下发工作提示卡209件、督办卡198件、
各类通知和函63件，受理群众举报案件
8件；两年来通报全市水环境质量情况和
主要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监测结果24次，
问责各级失职河长21人。

经过3年多的努力，秦皇岛市河湖
面貌明显改观，河海水质得到提升。截
至 2018 年底，10 个主要河流省考断面
中，水质达标比例达到100%，较去年同
期提高 10 个百分点；水质优良比例达
到60%，与去年持平，无黑臭水体；北戴
河 8 个海水浴场主要监测指标一类标
准比例达到 98.6%，近岸海域 9 个监测
点位水质全部达到功能区要求。

坚决控制入河污染源，
确保不让一滴污水入河

河海水污染问题，表现在水中，根
子在岸上。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水、治水
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根本在治人。”秦
皇岛市河长办负责人介绍，该市把河
流生态治理作为最紧迫任务，坚决控
制入河污染源，重点解决雨污混流、偷
排暗排等违法行为，封堵所有非法设
置的排污口；确保不让一滴污水入河。

卢龙县是甘薯加工大县，加工后
的粉浆水乱排曾是多年的污染顽疾。
为此，该县在推动甘薯种植向鲜食型
转变的同时，推行甘薯加工企业、大户

“集中收购、集中加工、集中处理”模
式，既有效解决了粉浆水污染难题，还
推动了甘薯产业层次的提升。针对畜
禽养殖“小规模、大群体、难治理”的现
状，卢龙县指导养殖场（户）根据养殖
规模，采取不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技术。目前，全县已经发展资源
化利用项目 57 个，年转化无害化有机
肥 15 万吨。目前，饮马河水质连续 12
个月以上稳定保持 V 类水以上，青龙
河、滦河水质达到IV类以上。

秦皇岛开发区牛头崖管理区小米
河 头 村 域 内 戴 河 河 道 约 1.85 公 里 。
2002 年，村党支部书记高俊平投资
150万元发展生猪养殖产业，并带动全
村 79 户走上了养殖致富道路，戴河岸
边渐渐形成了面积约 4 万平方米的生
猪养殖小区。养殖产生的废水基本上
直接排入戴河。

“河长制”一声号令，身兼村级河长
的高俊平率先拆除了自家猪舍。在他的
耐心劝导下，村里其他养殖户也纷纷效
仿，彻底结束了向戴河排放养殖污水的
历史。如今，这里水清见底，水鸟飞翔，
柳绿花红，栈道蜿蜒，宛如世外桃源。

据介绍，截至 2018 年底，秦皇岛
全市排查出河道垃圾984处、直排入河
排污口 12 处、雨污混排 15 处，已全部
完成整治。禁养区内的167个规模养殖
场，已关闭搬迁 162 个，5 家正在推进。
配套建设畜禽规模养殖场废弃物处理
利 用 设 施 1294 个 ，配 建 比 例 达 到
93.23%。改造农村厕所 3.3 万座，39 个
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2227个村庄全部建立了农村垃圾长效
机制，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垃
圾治理市场化率达到91.6%。

从单一河道治理向流域
综合治理转变

思路清，力度大，方向明。
秦皇岛开发区辖区内主要行洪河道

4条，其中戴河（开发区段）长22公里，流
域面积257平方公里。实施“河长制”3年
多时间，域内戴河水质目前稳定达到地

表III类，部分月份能够达到地表II类。
河水清了，还要让河道美起来。开

发区把打造美丽环境作为“河长制”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谋划启动戴
河（开发区段）河道治理项目，累计对约
11.26 公里河道进行综合治理，恢复河
系健康生态系统，形成连续水面，美化
本地区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
量。目前，已经部分建成的戴河生态园
已成为一处集防洪、蓄水、生态、景观、
防灾避险、旅游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园，
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经过治理，饮马河水终于清澈起
来。卢龙县以自主举办县旅发大会为
抓手，实施沿河绿色廊道、公园建设及
产业发展工程，在饮马河等河道两侧
50 米范围内完成造林 680 亩，栽植各
类花卉组合 8 万余株，修建凉亭 6 座、
滚水坝16座，人工湖700平方米，在河
道内栽植芦苇、蒲草，撒放鱼苗，再现
了水清河畅、鱼翔浅底的自然风貌，形
成了“饮马清流”“饮马泉涌”等生态景
观，远近游客纷纷前来欣赏美景。

山海关区“河长制”实施范围覆盖
全区 3 个流域共 10 条河流。按照“全域
治理”的要求，因河施策，将防污、治
乱、护水、美景有机融合，建成了石河
景观长廊、潮河游园小品、灵动护城河
等亲水景观，一幅亲水宜居、人水和谐
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石河水系造就了古城山海关旖旎
的风光。经过持续不懈的治理，石河水
质稳定保持在III类水平。2017年底，经
省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该区将石河水库
库区以下水域划定为开发利用区域（含
景观娱乐用水区），计划完成水上餐厅、
趸船建造、游船运营、索道划水等项目。
项目建成后，石河将真正成为山海关区
一张独特的城市生态旅游景观名片。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秦皇岛市推
行“河长制”目标非常明确：即期目标是
从源头着手解决问题，建立全流域治理
体系，让每一米河道都有人管，坚决不
让一滴污水流入河道；中期目标是综合
运用自然、物理、生态等多种修复办法，
彻底治理河流环境；远期目标是建设生
命之河、美丽之河、富民之河、文明之
河，形成“生态良好—群众受益—全民
参与—河流环境更好”的正向循环。

践行“生态立市”实现绿色发展

近 日 ，
王广鹏在宽
城讲解板栗
夏季管理技
术。

通讯员
李春敏摄

夏日的戴
河生态园风景
如画，成为秦
皇岛市的“山
水画廊”。建
设戴河生态园
是该市培植城
市湿地、涵养
水源、保护生
态环境的一项
重要举措。

通讯员
王继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