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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流 整 治 及 城 市
水系清淤疏浚工程实施

渤海新区发展全域旅游促进高质量发展

环境美了 人气旺了 项目来了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晓乐

昔日盐汪子变身十里金沙滩，游
人如织；煤炭港变身风景港，绿色港口
建设领跑全国；烂泥塘变成了 3A 级的
贝壳湖景区，水波澹澹、海鸥翔集，一
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致……
渤海新区发展全域旅游促进高质量发
展，催生了环境好、人气旺、投资多、项
目火的态势，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坚持“全景式”打造，
重化工业区变身旅游示范区

渤海新区东临渤海湾，有130公里
海岸线，自古“渔盐之利雄天下”，是秦
朝方士徐福东渡的出发地。

2017年8月，沧州市首座海港旅游
码 头 —— 渤 海 新 区 东 渡 码 头 投 入
运营。

东渡码头的前身是沧州黄骅港河
口港区千吨级煤炭码头，始建于 1984
年，是沧州第一个自有海港码头。近
年来，该码头因吞吐功能偏弱、环境制
约等因素，不再承担货运功能。经过
精心打造，近于荒废的煤炭港已变成
集客运、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旅游码头。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张伟说，“以
前，码头都是淤泥，周围更是盐碱荒滩
寸草不生，想不到现在竟焕然一新，变
成了旅游码头。环境好了，体验‘徐福
出海’情景的游客越来越多。”

这仅仅是渤海新区以打造国际滨
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为目标，致力
全域旅游的一个缩影。

2017 年，渤海新区被列为河北省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渤
海新区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旅游资
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把
全域旅游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转型升级、走好发展新路的
引擎。

立足实施旅游产业化战略，组织
编制《渤海新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全力推进沧海文化风景区、南大
港湿地景区、黄骅历史文化景区等七
大景区建设。因地制宜、统筹规划，串
联“一市四区”旅游元素，规划首批6条
旅游公交专线，推出了“渤海新区特色
旅游线路推荐”。按照“无处不精细、
无处不精致、无处不精美”的要求，狠
抓主干公路和重点景区、节点城镇连
接线的绿化、美化，把道路建成风景
线、把庭院建成小景点。

出台《渤海新区支持旅游业发展
的意见》，强化对旅游业的政策支持，
积极引导和鼓励大、中、小企业和个体
经营者等社会资本融入旅游业发展，
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促进旅游业
从单一业态向综合产业升级。邀请国
内外顶尖规划设计单位，建设集宣传
推介、游客服务、数据分析、监控监管、
咨询投诉、医疗救助等于一体的智慧
旅游服务中心，目前主体建设接近
尾声。

与此同时，着力突出蓝色海洋、绿
色生态、红色革命、金色历史“四色文
化”，沧海文化风景区、东渡码头、恒大
文旅城、世博欢乐园等一批旅游项目
声名鹊起，打造了国内最大的人工内
海和人工沙滩。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景点21个，
新增 3A 级景区 3 处，沧海文化景区被
评为“河北省不得不去的旅游目的
地”，南大港湿地景区入选“河北省不
得不约的网红打卡地”。

全域旅游倒逼绿色发展，
实现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
双赢

在人们的印象中，煤炭港区似乎
都是“煤粉飞扬，污水漫溢”，而走进沧
州黄骅港煤炭港区，满眼都是绿色，湿
地连着湖泊，湖水碧波荡漾，鸭、鹅自
在地在水面游……工业文明与自然生
态在这里和谐共生，“港在海中，人在
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光，也成
为我国煤港一张闪亮的绿色名片。

该港区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渤
海新区全域旅游形成了倒逼机制，激
发了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8 年，黄骅港被列入沧州市工
业旅游项目，并推荐为 3A 级工业旅游
景区。为此，该港区打出“组合拳”，倾

力改善生态环境。
曾经，港区内因土壤盐碱度高植

物难以成活，他们采取更换种植土、抬
高地面、选择抗碱植物等措施，不仅建
成了临海绿色景观带，还建成了自然
生态的苗蔬基地，港区绿化面积达121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31.3%。

同时，在翻车机房、皮带机转接点
处设置布袋除尘系统190余套，随后又
在整个堆场区投资建设了洒水系统，
做到了堆场洒水全覆盖。为治理“逃
逸”的粉尘，组建专门的环保课题研究
团队，设计出一套与翻车机底部震动
给料机相结合的自动洒水装置和控制
系统，也就是“本质长效抑尘系统”，从
源头上抑制了煤尘的产生，实现粉尘
接近零排放。该项技术先后获得 3 项
国家专利，并在第 45 届日内瓦国际发
明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2019 年，黄骅港通过国家 3A 级工
业旅游景区审查验收，煤港变旅游景
区的奇迹在黄骅港真真切切地实现
了，吸引了国内多家港口企业纷纷来
港参观学习。

沧州市委常委，渤海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栋说，像这样的
企业在渤海新区还有很多，如沧东电
厂海水淡化、达力普、鑫海等企业，均
将旅游作为改善环境的重要抓手。一
千吨老旧码头成为东渡码头，煤炭港
变成 3A 级景区，盐汪子成为金沙滩且
照样发挥排洪蓄水的功能。南大港湿
地的保护性开发，使之成为更加优良
的鸟类栖息地。

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既改善环境、
保护生态，又增加了企业效益，提高了
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一举多得，一举
多赢。2019年，渤海新区共收获235个
优良天，比2018年增加14天，获评国家

“2019绿色发展优秀城市”。

磁场效应凸显，大项目
好项目纷至沓来

渤海新区打造的全国最长的人工
沙滩——沧海文化风景区十里金沙
滩，是由原沧盐集团初级制卤区生态
改造提升而来。游客可观海景、做沙
雕、放风筝、乘快艇，还可以体验水上
步行球气垫儿童乐园等游乐项目。自
景区开放以来，旅游人数呈现井喷式
增长，仅 2019 年沧海文化风景区金沙
滩接待游客就达 207.5万人次，成为聚

集人气、吸聚客商和项目的磁场及金
字招牌。

原来无人问津的盐碱荒滩随着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土地升值、效益趋
好，吸引首都城投等国有大型企业前
来投资，形成经济增长动能和创新发
展动能。

进入新时代，企业家对投资地宜
居宜游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渤海新区

“全域是景区”满足了投资者的要求和
需求。正如北京红其集团微视频基地
责任人所说，“在渤海新区，可以找到
几乎所有视频拍摄的外景地，降低了
制作成本，提高了作品收益。”

目前，渤海新区全域旅游的磁场
效应正在放大：正是有了港城区一系
列景区的打造，才使得大项目、好项目
纷至沓来；正是有了南大港湿地 4A 级
景区的创建，才有恒大、碧桂园项目的
入驻。总投资 45 亿元的奥特莱斯（中
捷）国际购物小镇项目开工建设，向外
辐射 100 公里，将创造 3000 个就业岗
位；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的香港易
高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生物质综合利用
项目正式落户；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合作共建沧州创新基地（总部）
加快推进；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国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工丝路·渤海湾信
息港”签约落户；正元氢能科技、南开
大学绿色化工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
角地效翼船、紫冠线性工业机器人等
一批“高大强新”项目接踵而至；英国
威勒比房车、瑞士科莱恩新材料等一
批优质外资项目也“慕名而来”。

“我们看到了发展旅游的成果，更
坚定了发展旅游的决心。”张国栋说。
渤海新区全域旅游成果卓著，先后获
评河北省优秀全域旅游创建单位、中
国滨海旅游新兴目的地、中国最佳运
动康养休闲旅游景区、中国最佳品质
文化旅游目的地等。2019年游客总量
达 到 468.25 万 人 次 ，直 接 旅 游 收 入
9821.36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达 18.9 亿
元 ，较 2017 年 分 别 增 长 288.65% 、
189.66%、263.79%，均创历史新高。

据悉，2020年，渤海新区域内 A 级
以上景区将达到 20 家以上；全域旅游
发展力争实现“2211”目标，即累计完
成旅游及相关产业投资 2000 亿元，接
待游客总量突破 2000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突破100亿元，旅游业及相关产业
对 年 度 GDP 的 综 合 贡 献 率 达 10%
以上。

2020 年，渤海新区域内 A
级以上景区将达到20家以
上 ，接 待 游 客 总 量 突 破
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突破100亿元，旅游业及相
关产业对年度GDP的综合
贡献率达10%以上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晓乐、宋文
博）日前，以“绿动中国·绿创未来”为主
题的全国第六届绿色发展峰会在北京
举行。经专家学者评审，渤海新区入选

“2019绿色发展优秀城市”，相关经验被
编入《2019绿色中国典范案例》。

近年来，渤海新区倾力打造绿色
港口、绿色产业、绿色城市，坚持把
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点、沿海高水平开放的突破点
和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增长点，全力推
动传统重化工业区向沿海绿色增长极
转变，成功走出了沿海地区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

渤海新区推动沧州黄骅港向现代
综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和“一带一路”

重要枢纽转变。开展“船用岸电”试点，
建设完成 8 套高压和 11 套低压码头船
舶岸电系统，严格“汽运煤”禁令，加快

“公转铁”步伐，实现皮带机、转接机房、
堆料机等环节煤尘近零排放。投资200
亿元建成了48个亚洲最大的筒仓群，实
现了煤炭装运全密闭。投资 1.76 亿元
进行绿化，总面积达 120.87 万平方米，
港口设施占地绿地率达到 31.3%，实现
了生活区和办公区生态绿化全覆盖。

突出陆源集中整治、入海河流治
理。区内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水管网全
覆盖，出水水质均达到一级 A 标准；投
资3200万元推进“一厂一管”试点，投资
5500万元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扎实启动
总投资约 31 亿元的廖家洼、石碑河等

“七河一堤”生态改造提升工程，入海河
流水质明显改善。

通过提高项目准入门槛，严把项目
准入关口，促使企业珍惜和有效利用环
境资源，推进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大力引进高端、绿色、生命力强的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新开
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02 个，占到沧州
市的45%。

渤海新区实施环境生态化战略，严
格落实建筑工地工作管理机制，对城市
规划区内闲置土地、施工工地全部设立
高标准围挡80万平方米，临时裸露土地
一律覆盖防尘网，共建成钢结构标准化
厂房35万平方米。深度整治工业污染，

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92家，改造提升
企业10家，完成率达100%。

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先后投资
7864.85 万元在全省率先启动 VOCs 监
测平台等系统建设，率先建成大气污染
防治监测示范试点项目、国家级有毒有
害气体监控预警系统和水环境网格化
精准监控及决策项目。

全面提升安全环保门槛，运用生产
要素差别价格等手段，促使区内“僵尸”
企业尽快实现整合、转型、置换或退出，
实现腾笼换鸟。依托国家循环经济示
范区平台，集中建设了30多公里的综合
管廊，初步形成了从石炼化到新材料、
从海水淡化到浓盐水综合利用等八大
循环产业链。

渤海新区入选“2019绿色发展优秀城市”
相关经验被编入《2019绿色中国典范案例》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白云
升）去年渤海新区以全面实施
河湖长制为抓手，实施主要入
海河流整治及城市水系清淤疏
浚等工程，完成了新石碑河、新
黄南排干、老黄南排干、廖家洼
排水渠、沧浪渠、涟洼排干 6 条
入海河流和黄骅新城、港城区、
南大港、临港开发区城市水系
清淤疏浚，打造城市水系与入
海河流互连互通一体化水网体
系，提高了区域防洪排涝标准，
过水能力较清淤前提高 50%以
上，30 万人直接受益，135 万亩
耕地实现了旱涝保收。

渤 海 新 区 地 处“ 九 河 下
梢”，承担着沧州东部地区汛期
行洪排涝任务，共有入海河流9
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没有进行过集中统一治理，致
使河道淤积严重，行洪排涝能
力 严 重 不 足 ，水 生 态 环 境 较
差。为适应高质量发展及环保
工作新要求，在经过反复调研
后，渤海新区党工委确定了根
治河道淤积，坚决打赢水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工作思路，解决
群众关注的水环境问题，让群
众在美好生态环境中有更多幸
福感和获得感。

渤海新区成立了交通水利
重大项目指挥部，实行周例会
制度、挂牌督办制度。每周一
召开项目协调会，督导进度，解
决问题，并实行挂图作战，倒排
工期。对进度缓慢、消极怠工
行为进行严肃问责。统筹协调
推进项目进展，各区域也分别
成立了河道整治项目领导协调
机构，环保、水利、公安、城管等
部门参与，保障施工过程中出
现问题能随时解决。2019 年，
渤海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
领导共20次现场调研督导河道
治理，召开调研会13次，有利推
动了工程进展。

为保证河道治理完成后环
境良好，渤海新区全面深入落
实河长制，强化各级河长工作
职责，不断加强河道巡查，及时
解决河湖环境问题，坚决打赢

“四乱”清理攻坚战，彻底改善
河湖生态环境。去年，全区共
清理河道违建违障457处，清理
河道垃圾 21 万吨。同时，建立
垃圾清理长效机制，实现了“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工作目
标，得到当地广大群众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河北日报讯（时瑞雪）近日，
渤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组织“质量
管理流动诊所”专家团，深入到
河北凯力华维包装科技有限公
司、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河
北新启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以点带
面，开展“一对一”零距离服务企
业质量管理提升活动。

专家团与企业负责人、管理
人员以及一线员工面对面进行
充分沟通和交流，现场解答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惑，并深入到企业管理部门、车
间和班组，了解企业现有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对企业质量管理工
作进行现场把脉、专家会诊。先
后针对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
存在的 47 处短板和不足问题，
提出指导性建议 56 条，有效解
决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
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渤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还专
门聘请国内专注于卓越绩效管
理研究与实践的资深企业管理
专家，在新区举办了卓越绩效
管理模式培训班，向企业推广
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全区 80
多家企业的近 150 名负责人和
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泽东

“大郭庄村老乡们已经置
换 200 套住宅楼了，192 户居民
将在新迁入的斯洛伐克村小区
过春节。”日前，在沧州渤海新
区中捷产业园斯洛伐克村小区
社区工作站，社区工作站主任
刘金福兴奋地说。

笔者看到，大郭庄村建成
于上个世纪的土坯房、砖包皮
房、大瓦房在村子里错落相杂，
如今已人去院空。“你看看，要
不是中捷产业园区农区拉动式
拆迁政策好，咱父老乡亲在这
盐碱地上祖祖辈辈种庄稼，啥
时候才能住得上楼呢？”刘金福
说，现在的斯洛伐克村小区，乡
亲们一个个开轿车住洋房，年
轻人忙着在合作区工厂里奔事
业，老人们含饴弄孙享受天伦
之乐，这生活条件同原来比，真
是天壤之别。

斯洛伐克村小区是沧州渤
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区农区拉动

式 拆 迁 安 置 房 ，建 筑 面 积
43087.51 平方米，总投资 10966
万元，总数 316 套，用于安置大
郭庄村及城区居民。截至目
前，已有192户居民将在新迁入
的斯洛伐克村小区过春节。

在斯洛伐克村小区，笔者
看到，住宅楼西侧是新建成的
中斯幼儿园，东侧是卫生院。
隔着公路不远，就是中斯小学
的现代教学楼。走进斯洛伐克
村小区，物业管理人员正在巡
逻，小区内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笔者一行人来到家住在 6
号楼的王吉楼大爷家里，老人
正在吃早餐。大个儿的牛肉馅
包子、金黄的小咸鱼配上一碗
白菜大米粥直勾人的味蕾。老
人介绍，自己和老伴儿今年都
70 多岁了，住上楼房后再也不
用生炉子取暖、烧柴做饭了。
平时，自己在城投公司做环卫
工作贴补家用。老伴儿在家接
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特别
方便。

过水能力较清淤前
提高50%以上，30
万人直接受益，135
万亩耕地实现了旱
涝保收

“质量管理流动诊所”
专家团服务企业解难题

告别土坯房，新房过春节
——在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大郭庄村

渤海新区港城区鸟瞰图。 河北日报资料片

近日，由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区朝阳社区党委主办的剪纸作
品展览在芳泰文化站举行。活动中，芳泰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向观
看展览的居民发放了芳泰文化站剪纸班成员创作的剪纸作品。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宏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