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0年2月27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刘珊珊 视觉编辑：刘欣瑜

继国家公布相关规划后，2019年12月13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

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2035年）〉实施意见》，到2035年，张家口要全面建成首都“两区”。

时至今日，张家口在涵养首都水源、支撑首都生态环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基础上，可再生能

源、大数据、冰雪运动等绿色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态势。

撑起环境“生态伞” 打造首都“后花园”

“两区”建设开启生态协同新篇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2 月 24 日，河北北
方学院刘贵河教授给因
疫情无法复课的学生们
上完网课，抓紧时间完
善不久前在人工种草关
键技术及牧草产业化生
产技术培训会上讲过的
课件。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
系张家口综合试验站的
站长。

最近几年，他和团
队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致
力于退化草原人工种草
生态修复和牧草产业化
发展。

比如针对张家口坝
上部分芨芨草群落的过
度繁殖，探索提出了天
然草原芨芨草群落改良
技术方案。使用改良设
备齐地面刈割芨芨草，
结合定点施药等植保灭
茬，平整土地后迅速补
播 种 植 优 质 燕 麦 等
饲草。

作为草业专家，刘
贵河坦言此前人们对草的重视程度并不够，
草原人多年来一直在夹缝中寻找一种平衡。

“山水林田湖草”统筹发展理念的提出，再加
上“两区”建设的推进，为张家口草原人提供
了历史机遇。

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张家口的一
个重要任务，是要继续加大森林、草原、湿地
等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力度，统筹实施造林
育林护林及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退耕还草还
湿、坝上高原湿地保护恢复等工程。

在此背景下，张家口近两年要完成坝上
地区180万亩退耕还草的任务。

这让刘贵河很是欣慰。“树上山，粮下川，
羊进圈。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草的地
方种草，该种树的地方种树，更为科学了。”

刘贵河介绍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
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大致经过：大
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
脉东部。主要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同
时也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

张家口坝上地区，是乌兰察布草原和锡
林郭勒草原的南缘，这里降水量不足，千百年
来一直是内蒙古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既是京津冀地区多条内流河的发
源地及上游地段，也是北路风沙南侵的必经
之地和潜在的加强沙源区。”刘贵河说，“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草地资源禀赋，决定了草原在
坝上地区，担负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
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重
要生态责任。”

在课件里，刘贵河着重增加了一些试验
站在“两区”建设中怎么发挥更大作用的
思考。

经张家口市林业和草原局与省主管部门
积极争取，河北省坝上退化草原人工种草生
态修复试点项目落户该市。项目计划2019年
至2020年在张北、尚义两县治理重度退化草
原1万亩、中度退化草原2.37万亩，建设草种
繁育基地 0.5 万亩，实施鼠虫害防治 116
万亩。

“该试点项目的实施，将有效遏制坝上草
原退化趋势，摸索出一套可考核、可评价、可
复制、可推广的退化草原治理工作新模式，为
建设好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提供有力的草原生态保障。”刘贵河说。

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刘贵河认为，在张
家口坝上地区，应该对退化草地进行科学分
类，因地制宜采用低扰动机械改良、适度围封
自我修复等方式进行草地改良；在生物量丰
富的草地，推行适度放牧、限制放牧制度，进
行载畜量的再评价，加大禁牧区、宜牧区、轮
牧区的划定与监管；对退耕地要建植多年生
豆禾混播草地，制定合理的人工草地放牧制
度，在适宜载畜量的基础上进行轮牧，增加农
民收益，促使农民主动退出耕地还草还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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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2 月 24 日，怀来县林草局官厅水库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陈涛，向记者提供
了一份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做的“官厅
水库建设开发保护成效评估报告”。报告指
出，5年来，官厅水库的水质，已经由之前的
地表水Ⅳ类提升为Ⅲ类，局部已经达到Ⅱ
类，总体水质向好。

“水质改善是生态环境转变的直观指
标之一。”陈涛说。

“在建设首都生态环境支撑区方面，主
要有四项重点工作：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
能，加强草原生态系统建设，保护恢复湿地
生态系统和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
让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综合起
效，提升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固碳释氧和
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功能。”张家口市发改
委（张家口市首都两区建设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张作宇介绍说。
张作宇表示，《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

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
2035年)》创新性提出了一个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治理与修复，逐步构建首都“伞”型生
态环境支撑格局。

“伞”型格局，立足于京张“山同脉、水
同源、气相通”的自然生态格局，结合张家
口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条件，是对建设首
都“两区”生态空间布局的一种创新性
规划。

他进一步解读说，具体而言，就是要构
建以绿色发展主轴为柄、两山（脉）两水

（系）为骨、山体森林和草原湿地为屏的生
态环境支撑格局。

伞柄——由京张高铁、京包铁路、京藏
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路和永定河—官厅

水库及上游水系（水道）等组成，构成支撑
首都和张家口经济技术联系、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和拉动张家口绿色发展的主轴带
和京津冀水源涵养核心功能区。

伞骨——依托大海陀、小五台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山系，构建伞型格局的
两条“山骨”；依托桑干河和白河—妫水
河—密云水库—潮白河水系，构建首都生
态保护格局的两条“水骨”。

伞屏——形成两道生态屏障。第一道，
由海拔1800米左右的蔚县山脉—赤城县南
山体构成，第二道生态屏障由海拔 1500米
左右的坝上草原和坝上高原湿地等构成。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则位于“伞
柄”上。

2019年12月25日，河北怀来官厅水库
国家湿地公园完成试点建设，通过国家林

草局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在陈涛看来，湿地公园的意义在于，保

护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加强湿地生态修复，
有效遏制湿地数量减少、面积缩小、生物多
样性降低、生态功能下降的趋势，“是用生
态的方法来保护生态。”

怀来县城南 4 公里，官厅水库八号桥
永定河入口滩地。这里是永定河流入官厅
水库的“咽喉”，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和
生态修复中率先开展的重要项目——八号
桥入库湿地净化工程。

陈涛介绍说，八号桥湿地项目既是北京
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的起点，
也是永定河流域京津冀协同治理率先突破
的象征，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京冀协同“默契”
的生态治理项目之一。双方在官厅水库环境
治理中，没有按管理分界线给污染“划界”，
而是有污共治，合力为官厅水库“减负”。

如今，在京冀两地共同努力之下，官厅
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首都“后花园”。

“不久前我们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
基地在怀来县正式开园。这意味着秦淮数
据集团在怀来县‘同城三点’的成网布局日
臻完善。”2 月 24 日，秦淮数据集团首席执
行官居静告诉记者，他们是 2017 年 3 月从
北京转移到了怀来，并部署了三个产业
基地。

与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不同，秦淮数据
集团数据中心产业园区的火爆是由飞速流
转的数据体现。人们看不到的是，一些头
部短视频APP和社交互动APP等数字经济
头部企业及多家互联网企业的云计算服务
商，其实在张家口。

据介绍，在怀来“同城三点”的基础上，
秦淮数据也正沿着京张高铁在张家口更大
范围打造三点网状布局：由零距离接壤北
京的“大数据创新创业示范和总部经济核
心功能区”怀来县，向“大数据研发和应用、
装备制造核心功能区”宣化区和崇礼区，以
及“大数据存储核心功能区”坝上地区挺

进，构建“一带、三区、多园”的大三点业务
布局；逐步形成以“能源流、业务流、数据
流”三流合一的环首都超大规模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集群，在有效推动京津冀区域传
统产能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将张家口打造成比肩国际领先的全球
最佳数据中心选址目的地。

张作宇说，围绕打造什么样的首都“两
区”，张家口提出不仅要建好生态环境，更
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生态兴市、生态强
市。重点发展新型能源、冰雪经济、数字经
济、高端制造、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特色农
牧业，推动实现生态保护修复与当地经济
发展互促并进。

秦淮数据仅是张家口市大数据产业强
劲发展的一个缩影。早在 7 年前，张家口
市便与云计算结缘，开始了以承接数据中
心转移为主的信息产业探索。

张家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气候和区位来看，张家口是全国唯

一能够满足 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
各类数据处理业务类型的地区，是首都信
息技术产业最佳承接地。近年来，张家口
超前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要素供给，
强化与京津和雄安的双向互动关系，以绿
色数据存储为龙头，推进各类数据向张家
口市汇聚。

如今，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秦淮数据
等互联网巨头企业云集张家口，全市大数
据签约项目近 30 个，计划总投资 1000 亿
元，截至目前，投入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35
万台，已成为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速度最
快的地区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如今，张家口大数据产
业在能源、产业链和人才三方面的吸引力
都有了很大突破。

张家口市绿色电力能源丰富，2017 年
2 月起，该市从体制机制上求突破，首创

“政府+电网+发电企业+用户侧”共同参
与的“四方协作机制”。具体而言，张家

口市与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建立
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平台，政府部门每
月在平台上发布下个月可再生能源需求
电量和挂牌电价，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自愿竞标。

“作为稳定的高载能企业，秦淮数据通
过参与‘四方协作机制’，消纳弃风弃电绿
色能源，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居静说。

另一方面，随着与英维克等龙头产业
合作伙伴签约，秦淮数据在张家口发展大
数据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聚集效应愈发明
显。加上随着冬奥会项目的推进，张家口
市城市知名度提升，人才开始回流，一些数
据中心的大型客户如腾讯，不仅与张家口
本地公司设立合资公司，也正在考虑将部
分业务部门从北京迁移到张家口。

“张家口在各类区位优势上与美国纽
约大湾区的条件高度相似。”居静解释说，
张家口紧邻北京，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
信息技术产业公司。同时，京津冀协同、非
首都功能疏解也为张家口带来外部助力。

“张家口具备建成世界级数据中心生态圈
的所有要素，目前雏形已经显现。”

▲总部位于张家口怀来县东花园开发区的秦淮数据产业基地外景。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慧军摄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慧军摄确保“一泓清水送北京”

“世界级数据中心”生态圈雏形显现

首都环境“生态伞”正在打开

2月24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永定
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尚未开始施工。但每
年的三四月份是这类工程施工的黄金期，
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的
项目负责人们，经地方政府部门及行业主
管部门同意，先安排参建单位管理人员进
场，并抓紧编制了年度建设计划、材料采购
计划、开工复工方案和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提前做好开工各项准备工作。

永定河流经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
天津5个省区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率
先突破的三个领域之一，生态协同的重任，

“上风上水”的张家口一马当先。
综合治理永定河流域，是为了确保“一

泓清水送北京”，让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成
为“流动的河”。

1 月 19 日，2020 年北京市水务工作会
议上，传出一连串好消息。其中最令人动
容的，是 2019 年全年引黄河水 1.9 亿立方

米，黄河与永定河实现历史性“握手”。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永定河持续断流。北
京市曾多次治理永定河，从 2003 年开始，
每年定期由上游的洋河和桑干河向下游的
永定河北京段补水。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永
定河的命运迎来了转机。永定河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
生态领域率先突破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是
首都生态环境建设的一号工程。

为恢复永定河生机，实现“流动的河”
目标，北京市与山西、河北紧密协作，协同
联动，开展先期生态补水。去年3月，永定
河生态补水工程启动。通过万家寨引黄北
干线 1#洞，经桑干河由册田水库放水，向
官厅水库实施补水。

穿过八达岭隧道，一派湖光山色。官
厅水库波光粼粼，但拦河坝下的输水泄洪

洞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从水库奔涌而来
的湍急水流轰然而下。

永定河上游生态补水正顺利进行并取
得良好效果。北京境内有水河道较上年同
期增加 40 公里，水面面积增加 300 公顷。

“过去永定河王平段至下苇店段断流近 40
年，2019年首次迎来奔涌的河水。”北京市
门头沟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黄河水来之不易，其中也离不开张家
口对珍贵水源的悉心呵护。

张家口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事
实上，自 2017 年开始，张家口市就利用册
田水库和万家寨工程水量向永定河生态
补水。2019 年起，相关省市水务部门、永
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在水利部海河水
利委员会的统筹下，签署了《永定河生态
用水保障合作协议》，开始实施万家寨引
黄向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结合册田水库
补水量，年度向永定河生态补水量达 2.7

亿立方米，真正实现将永定河变成“流动
的河”的规划目标，极大改善了流域内河
道水生态环境。

水来了，重点是管好用好。
“水源涵养功能的提升，就是要坚持统

筹水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比如
提高涵水蓄水能力，大力实施水土保持、生
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构建以天然河湖水系为
骨架的现代水网，增强水源涵养和地表蓄水
能力。”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张家口分
公司建设管理部负责人王杰告诉记者。

王杰说，为了涵养水源，张家口对洋
河、桑干河、清水河、永定河实施综合整治
工程。

据介绍，在永定河流域，随着上游工农
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永定河河滩地被大量
开垦占用，城镇生活污水排入。张家口市
有针对性地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对沿
线围垦养殖、乱堆垃圾、乱建和污水直排问
题进行治理，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治理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中都草原航拍。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树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