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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秦皇岛港西港区。

河北港口集团建设现代综合贸易大港注入新活力河北港口集团建设现代综合贸易大港注入新活力
冬季的秦皇岛港，一望无际的蓝色港湾，几十艘万吨巨轮在航道和锚地上穿梭着，一艘承载着来自澳大利亚纯净

水的万吨货轮缓缓向码头驶来。百余年前开始承接煤炭运输的大码头，如今焕然一新转型为游船码头和国际商品转

运中心。自2017年12月以来，省委主要领导多次到秦皇岛港调研，指导绘制了港口发展蓝图，提出要“加快推动秦皇

岛港转型升级步伐，坚持港城融合、产城融合，科学确定港口产业功能，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和高端

高新产业，加快打造邮轮母港，努力建设高水平现代化国际港口”。2019年1月，秦皇岛港建设现代综合贸易港写入

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省委省政府对秦皇岛港的关心与支持，为港口高质量发展和再次腾飞注入了活力。

秦皇岛港帆船游艇码头近景秦皇岛港帆船游艇码头近景。。

帆船游艇码头帆船游艇码头。。

加强顶层规划设计，确立港口
发展“新目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贯彻好省委
省政府关于现代综合贸易港建设的战略部
署，河北港口集团成立了加快现代综合贸易
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加快现代综合
贸易港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了发展目标：以
贸易为驱动，不断吸引和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全力打造港产城互动融合、京津冀协
同联动、国内外无缝对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的现代综合贸易大港，同时从口岸功能完善、
航线开辟、内陆港布局、进口商品展示展销、
粮油基地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并责任
到人；制定了《对外合资合作管理办法》和《对
外合资合作中介人奖励办法》，激发企业内部
干部职工建设综合贸易大港的激情与活力。

依托国际旅游港建设，打造国
际贸易“新平台”

西港区是秦皇岛港乃至秦皇岛市的发祥
地，承载了几代港口人的青春与汗水。为还
海于城、还海于民，河北港口集团坚持“以城
定港”，大力推进秦皇岛港西港区功能更新，
关停西港 1365 万吨煤炭和 200 万吨焦煤运
能，拆除腾退土地 2865 亩，目前国际旅游港
起步区生态示范工程完工，建成婚庆花园、文
创街区、教育营地、帆船游艇俱乐部、医疗健
康大数据平台等滨海精品景观和转型项目，
昔日黑色能源口岸正在向绿色生态产业园转

变,被省委主要领导称赞为“旧貌换新颜”。
以邮轮经济为驱动，河北港口集团兼顾

功能与效益，投资3亿元实施老码头改造，大
码头改造为游船码头、工作船码头改造为游
艇帆船码头、甲码头改造为邮轮码头，邮轮通
关大厅正在紧锣密鼓改造中，老码头涅槃重
生。争取到“十四五”末，西港区每年接待国
内外游客超 100 万人次。借助人流汇聚，培
育打造商流集聚区，推进邮轮通关大厅及进
口商品展示体验销售平台建设，大力发展对
日对法对澳贸易，追求“货真价平”的贸易理
念，获得澳大利亚、日本客商的高度认同并来
港投资兴业，引进了日本水产品、法国红酒、
澳大利亚纯净水等高端商品，建设了集日式、
法式等餐饮、休闲、住宿于一体的风情街。

发挥秦皇岛市体育产业基础优势，积极
引进高规格帆船赛事及活动。2019年，成功
举办了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和全国家庭帆
船赛，成功举办了“中国河北-法国滨海夏朗
德省航海产业交流周”，签订了 2020 年河北
秦皇岛“大舷墙”国际游艇展览会框架协议。
以承办赛事活动及水上运动培训为契机，将
游艇产业链招商与水上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游艇帆船展示展销、海外品牌代理、
特许经营等业务，打造我国北方知名的水上
运动高端装备设备展示展销中心。

依托世界级干散货港口，开辟
转型升级“新领域”

秦皇岛港作为百年港口，在保障国家能源
运输供应上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面对能源
消费结构调整和新的
煤运通道出现，秦皇岛
港积极作为，在货类结
构转型上探索新路。
利用现有港口基础设
施与航道锚地资源，已
经与中粮贸、中储粮以
及新加坡益海嘉里开
展务实合作，在东扩港
区规划建设集“仓储、
精深加工、物流、贸易、

保税”等功能于一体的千亿级粮油加工基地，
努力将综合保税区政策延伸至港区，并协同正
在谋划建设的俄罗斯斯拉夫扬卡散粮码头，打
造面向黑龙江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外中”
新通道。中储粮集团董事长邓亦武近期在秦
皇岛港考察时高度评价粮油储备基地建设规
划，愿意切实推动与河北港口集团的深度合
作。争取到“十四五”末，秦皇岛港每年从俄罗
斯、美国及南美等地区进口大豆300万-500万
吨，大麦等其他农副产品约500万吨。同时，积
极申请肉类、冰鲜水产品等指定口岸资质。

在推动秦皇岛港东、西港区转型升级的
同时，积极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依
托山海关装备制造产业的基础以及出口加工
区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的政策优势，加强与中
船重工、上海振华、大
连重工、中铁山桥、哈
动力等企业合作，在山
海关港区谋划建设高
端装备制造修造中心，
开展游艇、帆船以及无
人船的装备制造和保
税制造组装业务，与西
港区水上运动产业形
成联动。通过统筹秦皇岛港岸线资源开发利
用，为综合贸易大港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坚持内外开放原则，畅通商品
云集“新通道”

通过设立内陆港，能够促进港口红利延
伸至更广阔腹地。河北港口集团沿集疏运通
道选择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经济活
跃地区和边境口岸，由近至远，层层推进，积极
布局内陆无水港。2019年先后在昌黎、张家
口、山西朔州、内蒙古乌兰察布、鄂尔多斯、新
疆乌鲁木齐设立挂牌内陆港，初步形成多层
次、广覆盖的内陆港体系。以布局的内陆港为
支点，串联腹地铁路通道，推进集装箱运输班
列常态化和散杂货运输班列化，2019年由韩
国经秦皇岛港、二连浩特至蒙古乌兰巴托的海
铁联运国际集装箱班列完成 5068TEU，同比
增长14%，实现常态化运行，秦皇岛港集装箱

吞吐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在巩固秦皇
岛港至韩国仁川和菲律宾达沃航线的同时，积
极开辟秦皇岛港至上海港、北部湾港的内贸航
线以及秦皇岛港至韩国釜山、东南亚的外贸航
线。秦皇岛港正在成为蒙古、俄罗斯等国货物
出海和东北亚、东南亚等相关国家货物西行的
陆海贸易新通道。

加快智慧港口建设，打造贸易
大港建设“新引擎”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河北港
口集团积极寻求与东软、中兴、百度、链极等大
型科技企业的全方位合作。链极科技董事长
庞引明、百度公司副总裁尹世明、中兴通讯高

级副总裁朱永涛近期先
后到秦皇岛港调研，纷纷
看好智慧港口建设，先后
与河北港口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
5G、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
在港口发展上的应用。
河北港口集团智慧港口
物流示范工程和基于北
斗的全球海上航运应用

示范工程均列入交通运输部示范工程，并与百
度公司合作完成了主体项目建设；与东软集团
合作组建了河北数港科技公司，成立次年年营
业收入便达到1200万元；与上海链极科技公
司联合成立了“链港区块链研究院”。智慧港
口的建设，极大提高了港口物流综合效率和客
户服务体验，助推综合贸易大港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整合港口、物流节点以及上
下游客户等供应链资源，通过对港口大数据的
挖掘和分析，着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大宗商品线
上交易平台，与线下交易相互支撑，为综合贸
易大港建设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发挥资本运作优势，积蓄创新
发展“新动能”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秦皇岛港
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促进综合贸易大港迭代
升级的重要支撑。河北港口集团准确把握政

策导向，依托港口运营优势以及积累的上下
游客户资源，通过股权投资以及参与母基金、
产业基金等方式，积极投资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已积累了一批优质项目。2019年实施
了上汽母基金、招商证券配股、中金启德医药
基金、中金文化产业基金等项目，主要投向战
略性新兴产业。此外，还成立了财务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保险经纪公司，
为综合贸易大港建设项目提供更加灵活的融
资方式，促进产融结合，为港口转型积聚发展
后劲。目前，集团投资运营板块权益净资产
超300亿元，年收益超10亿元，成为港口运营
板块之外最大的利润来源，在积累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经验的同时，也为综合贸易大港
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创造干事
创业“新环境”

综合贸易大港建设，需要更加具有市场
活力的企业环境。河北港口集团主动作为，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积极推进企业

“瘦身健体”和市场化转型工作，通过出台离
岗等退、停薪留职、员工待岗等方面制度，截
至2019年底，减少企业总编制31.7%、机构数
42.6%，人力资源运转效能和人员素质得到大
幅提升，让干事创业者的激情和干劲迸发，为
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保障；建
立健全与市场化相配套的选人用人、业绩考
核和收入分配机制，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制
定试点单位全面市场化运行实施方案，选取
了邯郸陆港公司等6家公司作为试点单位开
展全面市场化运行。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
谈会上，河北港口集团作为河北省唯一代表
作了书面经验交流，所属秦港股份公司入选
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回
望过去，展望未来，河北港口集团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定信心、砥砺奋进。相信在河北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一代代港口人的不
懈努力下，百年老港一定会紧随时代的步伐，
以志在万里的胸怀，焕发新的生机，为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的贡献。

（文字图片由河北港口集团提供）

□记者 卢旭东

“昨晚睡得怎么样？还疼不疼？”1月
10日7时许，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主任医师崔岭一早便赶到安宁病房，为一
位慢病终末期患者诊断后开镇痛剂。

去年5月，我省石家庄、邢台、邯郸等
地入选第二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城市。
围绕如何提高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生
命质量，让生命完美谢幕，各安宁疗护试
点单位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什么是安宁疗护？主要针对哪类患
者？提供哪些服务？记者就此进行了走
访调查。

减轻病痛 提高生命质量

去年 7 月，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市
行政审批局、市医疗保障局等九部门联合
印发《石家庄市安宁疗护工作方案》，明确
了全市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目标及主要
任务。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被批准为安宁
疗护试点单位，目前已完成创建任务。

何为安宁疗护？
崔岭解释说，世卫组织提出安宁疗护

的三条原则是：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
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
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也就是
说，安宁疗护是通过运用医学与人文关怀
的综合诊疗措施，采取止痛、护理等手段，
尽量减少临终病人肉体上的疼痛和不适，
让他们走得更从容、更有尊严。”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
“健康中国”大战略背景下，如何为老龄人
口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已成为
全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我们开通了门诊，建立了内部转诊、
会诊制度，主要收治预计生存期只有半年
甚至更短时间的疾病末期患者。”崔岭表
示，安宁疗护并非放弃对患者的积极救
治，只是不进行无谓的过度检查和过度治
疗。在安宁疗护中，病人的感受和意愿是
第一位的，“末期患者深受病痛折磨，有时
候他们更需要吗啡，而不是插管。”

每天养养花、收拾收拾房间，偶尔和
邻居们打打麻将……84 岁的孙奶奶看起

来跟普通老人没什么两样。其实，一个多
月前，孙奶奶还躺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安
宁疗护的病床上。3年前孙奶奶被确诊为
肺癌晚期，并且发生了癌转移。剧烈的疼
痛和对死亡的恐惧让孙奶奶饱受痛苦。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在家人的陪伴下住
进了安宁病房。经过一系列的疗护和心
理疏导，孙奶奶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缓解，
心态也好了起来。

“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普遍体力改
善、情绪愉悦、免疫力增加，还出现很多生
命得到延长的案例。”崔岭坦言。

身心俱护 注重生命教育

“很久没睡这么舒服过了！”石家庄市
第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内，蔡大爷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原来，胃癌晚期的蔡大爷，因为疼痛
整夜无法入睡。护士耿欢欢得知后，决定
用芳香疗法帮他缓解疼痛。耿欢欢一边
用调制的精油给蔡大爷按摩，一边跟他聊
天，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一会儿，房间
里响起了蔡大爷的鼾声。

据统计，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确
诊时已属晚期。这些癌症晚期患者常常
有严重的疼痛、失眠、水肿、出血等症状，
并伴随焦虑、抑郁、绝望、恐惧等心理障
碍，严重影响患者、家属甚至整个家庭的
生活质量。

耿欢欢告诉记者，他们的安宁疗护团
队既有肿瘤、老年病、心血管病等方面的
医疗专家、护理专家，也有心理咨询师、志
愿者等成员。“安宁疗护是整体性的照料，
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量身定制一套全
面的疗护方案。”

除了对患者不适症状进行镇痛镇静、
舒适护理之外，安宁疗护还有心理疏导和
人文关怀。

“让病人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石家庄平安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护士
长李剑梅常说的一句话。李剑梅认为，病
人了却最后心愿，与亲人好好道谢、道别，
才能没有遗憾地离去。

李奶奶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见弟弟
一面。原来，李奶奶的弟弟在年轻时，随

工作单位定居到了四川。几十年来，姐弟
俩各自忙于生计，再加上路途遥远，很少
见面。得知李奶奶心里牵挂着弟弟，李剑
梅和李奶奶的家属赶紧帮忙联系，让李奶
奶最后的心愿得以实现。在亲人们的陪
伴下，李奶奶安详离世。

“安宁疗护最能体现护理学中以人为
本的服务理念。”李剑梅告诉记者，该院安
宁疗护中心还设有谈心室、告别室，用于
跟家属谈心、举行告别仪式。“除了向患者
提供服务，安宁疗护还会向患者家属提供
哀伤辅导等服务，以减轻家属失去亲人的
痛苦。通过进行生命教育，让逝者和生者
两相安。”

推广普及 还需多方发力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生病，我可能不
会了解啥是安宁疗护。”孙奶奶的孙子刘
山说，通过陪奶奶接受安宁疗护，他的生
命观发生了很大改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人对于安
宁疗护缺乏认知，从心理上还不能完全接
受。不少终末期疾病患者家属表示，即便
知道没有治愈的可能，还是会不惜一切代

价延长患者的生命。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速，患有恶性肿瘤、阿尔兹海默病等不可
治愈疾病的老年人逐渐增多，对安宁疗护
服务的需求会日益增加。”崔岭认为，应该
加大安宁疗护的推广和普及，让大家正确
认识安宁疗护的积极作用。同时，强化安
宁疗护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从业人员的职
业培训。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65岁
及以上人口达到 1.7 亿，约占总人口的
11.9%。

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指导意见》，其中把“安宁疗护”列入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善终是幸福人生的应有之义，期待
各地都能高度重视安宁疗护工作，建立符
合本地实际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机制，明确
目标及推进计划。”河北省老年医学会安
宁疗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邸淑珍建议，
在此基础上，制定安宁疗护工作规范、工
作制度，明确用药指导、专家共识等，以严
格、科学的标准和严密的操作程序，确保
安宁疗护工作在健康轨道上不断前行。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员茅海波）从省档案馆获
悉，去年6月省档案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合作举办的“荣归
故里——将英烈精神在山水间传递”公益活动引发良好反
响，目前已有22名烈士的后人得到确认。

在这 22 名确认后人的烈士中，秦皇岛籍最多，有 12
人，其余 10 人均为承德市。截至目前，还有 44 名公开档
案的烈士未寻到后人，这些烈士的籍贯属我省 6 个设区
市，其中承德市 25人，秦皇岛市 3人，邢台市 8人，邯郸市 4
人，石家庄市3人，唐山市1人。

据介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向为新中国牺牲
的革命英烈致敬，去年6月18日，由省档案馆发起，省委网
信办、省委党史研究室、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社会科学
院、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地名区划档案
资料馆等单位参与的“荣归故里——将英烈精神在山水间
传递”公益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该活动从省档案馆数千份
馆藏烈士档案中，首批选取了 66份信息较为完整、一直未
送达的烈士档案，通过各参与单位与社会大众的支持，寻
找烈士后人，并将档案信息送到烈士后人手里。

活动启动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去年7月，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杨树窝铺村于赤诚得知
省档案馆公布的烈士档案中有籍贯是青龙的李明烈士，便
依据档案信息，通过朋友联系到了李明烈士的侄孙李长海。

“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一位参军入伍的二爷爷，在战争
中牺牲了，家中还有一份保存完好的烈士通知书。”李长海
激动地说，这次公益活动让家人更详细地了解到亲人的英
勇事迹，身为后辈，感到很骄傲。

“这次公益活动，因为红色档案的依托，让英烈精神得
到传承，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省档案馆馆长
吕素维表示，今后该馆要为更多的烈士寻找到亲人，传承英
烈精神，激发起全社会对英雄的尊崇，充分运用档案史料，
讲好河北故事，凝聚正能量。

让生命“最后一站”温馨又从容
——我省安宁疗护试点单位探访

“荣归故里”公益活动

已助22位英烈找到后人

1月10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左四）带领
演员们参观行唐县残疾人“双创园”的微工厂。当日，中国
残疾人艺术团一行43人来到石家庄市行唐县残疾人“双创
园”进行交流慰问演出。 记者 耿 辉摄

近日，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医生为安宁疗护病人检查身体。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