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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县打造文冠果生物栽培、产品研发加工和文化旅游全产业链助农增收

从一棵“摇钱树”到一片“致富林”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投入3亿元治理生态环境

循环经济造就“绿色旅游工厂”

荒山披绿装 后池变“金池”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通讯员 李东旭

暮春时节，涉县关防乡后池村层层
梯田上，一行行果树争相吐绿。不远处，
村民正拖着水管给果树浇水。

“眼下正值树木管护关键期，必须确
保栽一棵活一棵。”村党支部书记刘留根
说。2016年起，后池村坚持绿化荒山，截至
目前共植树 240 万棵，人均植树 2000 多
棵，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满目葱茏，曾经
偏远贫穷的后池如今已成为生态美、产业
强、村民富的“金池”。

“旱季风暴年年见，雨季洪水满地
流。”太行山深处的后池村，生态环境恶
劣，多年来后山上千亩梯田维持着村民的
生计。但石厚土薄、植被稀少，种粮只能

“靠天收”，后池人不得不外出务工谋生。
改变源自刘留根到邢台前南峪村的

一次参观学习。同样地处太行深处，近年来
前南峪村特色林果、乡村旅游等产业风生
水起。打开眼界的刘留根，对村庄的发展有
了新认识：要带领乡亲们绿化荒山，改善生
态，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脱贫致富。

山高坡陡，树苗只能运到山脚，村民
们就扛着树苗、镢头上山；山上没水，就
建水池、水柜、塘坝，用管道把水引到山
顶。2016 年秋到 2017 年春，200 多天，后
池人刨石客土，愣是在陡峭的山梁上栽
下72万棵松柏。

对撂荒的梯田，后池村相继栽植了桃
树、桑葚、樱桃、葡萄等经济作物，树下间作
芍药、金花葵等中药材。如今已形成7000
多亩松柏“盖顶”，1500多亩核桃、山桃、山
杏等经济林“缠腰”，1000余亩林子和中药

材间作“坐底”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
绿水青山不仅改善了生态，还带来了

真金白银。刘留根算了一笔账：以前种玉
米、谷子，每亩收入仅三四百元；改种药
材、果树后，去年每亩收入达 5000元，村
民年人均收入从3000元增长到1.3万元，
村集体年收入达140万元。

桃花山上桃花争艳，聚钱岭中连翘如
金，愚公路边松柏叠翠，后池的景色越来
越美，名气越来越大，游客纷至沓来，去年
共接待游客和参观学习人员16.5万人。

环境美，人气旺，花椒、粉条、金花葵
等农产品供不应求，村里仅“农家乐”就
办起了11家。后池的产业结构正由传统

旱作农业向高效农业、休闲农业、文化旅
游产业悄然转变。

摘掉穷帽的后池人并没有安于现
状。刘留根说，年初已制定了发展目标，
今年要再种 5000棵花椒树，打造优质花
椒产业园；栽植连翘2000亩，打造集观赏
和经济价值于一体的特色中药材园区。

涉县后池村发动群众实施荒山绿化，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满目葱茏，生态环境改善带动了特色林果、乡村旅游等扶贫产业
发展。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彦忠摄

成安县

加强环城高速内
各类污染管控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洪涛、霍飞
飞 记者乔宾娟）领略花海烂漫、体味茶
油魅力、尽享田园风光……近日，走进邱
县梁二庄镇文冠果种植基地，文冠果花
娇艳欲滴，游客络绎不绝，一幅美丽、恬
然、幸福的田园生态画卷展开在面前。

一棵树的价值

“这棵树年年开花结果，但家里人
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梁二庄镇刘
段寨村村民刘书田回忆说，他家院子里
有棵老树，从他父亲到爷爷，都不知这
是棵什么树。

后来，县里招商引进了河北润升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距离这棵树不到
1000 米的地方，建成了占地 3000 亩的
文冠果产业科技园。“润升公司来了，我
们才知道它是一棵 200 多岁的文冠果
树！”刘书田笑着说。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偶然中有必然。
文冠果耐干旱、耐贫瘠、抗风沙、病

虫害少、适应性强，在我国北方广大区
域都适宜种植。在晋西北，农家喜欢把
文冠果树栽在窑洞的脑畔上，秋季果子
成熟后会落下来——讨个“文官入院”
的好彩头。

而在河北润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乔洪志眼中，文冠果树则全身
是宝：“叶子可制茶，具有较强的促消
化、降血脂、溶解脂肪、调节糖类代谢等
功效。果油是高级保健食用油，是天然
保健品和美容用品，有‘东方橄榄油’的
美称。”

致力于挖掘文冠果的综合价值，邱
县依托该公司，打造文冠果生物全产业
链综合实验示范区，建成了北方平原区
最大的文冠果生产基地，有力促进文冠
果树的栽培、产品研发加工和文化旅游。

一张金色的名片

从一开始的 3000 亩，到现在当地
家家户户都在种，邱县文冠果树种植面
积已达1.5万余亩。

一朵文冠果花集白、绿、红、紫4种颜
色于一身。每年4月，姹紫嫣红的文冠果
花在风中摇曳，吸引全国各地上万游客
纷至沓来。一年一度的文冠果花节也成
为邱县聚焦众人目光的一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邱县将文冠果规模化种植
及精深化加工作为主导特色产业，建立
了全国最大的文冠果种植和发展综合
示范基地，与多家高校、企业合作，研发
出文冠果茶、油、胶囊、精油等系列产品，
自 2016 年起连续成功举办文冠果花
节，建设“文冠庄园”田园综合体，成功
入选国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去年，中国·邱县第四届文冠果花
节暨文冠果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北
京市昌平区召开。邱县文冠果区域公

用品牌诞生，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文冠果
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邱县文冠果产业的
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依托文冠果种植，邱县把梁二庄
镇坞头村打造为“文冠小镇”，每年文
冠果花节期间，游客除了赏花、品茶，
还可以品尝文冠小吃，欣赏文冠艺术
作品等。今年花节，当地布置了怀旧展
厅、茶艺展厅，打造了文冠山、文冠湖，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还安排了
集体婚礼、花都美食街等特色项目。

一个富民绿色产业

为推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邱县将
文冠果种植作为一项富民绿色产品倾力
打造。在扩大种植规模上，创新采取“示
范园区+合作社+种植大户+服务平
台+优惠政策”的模式，走“公司免费提供
树苗——农民种植——公司产品回收”
生产经营模式，力促农业现代化发展。

“种植文冠果一亩地能收入7000到

1万块钱，收益是种植传统农业作物的
五到七倍。”邱县梁二庄镇孟二庄村村
民蒋尚山说，今年他承包了1400亩地，
全部种上了文冠果，增加收益的同时，
还带动了附近村20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种植文冠果，不仅实现了贫困户家
门口就业，还让昔日务农形式单一的村
民，逐步转变为务农做工两不误的“两
栖农民”。眼下，花开前后，正是文冠果
春茶采摘季。每天都会有二三十个村
民前来采茶务工，一人一天可以挣到百
十来元。

依托文冠果树种植，邱县推进林业与
旅游深度融合，以“文冠小镇”坞头村为示
范，新马头镇新鲜庄村今年种下了3000
亩海棠，海棠树下兼作油菜花，壮大村集
体经济；南辛店乡发展特色草莓种植，总
产量达11万公斤，新增就业岗位120个；
邱城镇段寨村因为蜂蜜红薯的畅销，被
打造成“红薯小镇”；礼村集灯光节与风情
万种“桃花小镇”于一身，蔚为壮观。

目前，该县文冠果树种植
面积已达 1.5 万余亩，建
成北方平原区最大的文冠
果生产基地

□河北日报记者 白增安

在人们印象中，水泥企业和污染密
切相关。然而，在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全过程封闭式清洁生产，使
企业实现了环保与效益双赢。

日前，记者走进这家位于峰峰矿区鼓
山脚下，隶属于北京金隅集团，以建材产
品生产经营为主要业务的大型企业。漫
步厂区，宛若置身公园里，树木葱茏，鲜
花竞放。

在厂史展览馆，公司环保安全总监
王燕斌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
生态环境治理专项治理资金 3 亿元，完
成各类大型技术革新、环保治理项目 14
项。“我们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水
泥窑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走出了一条绿
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这家前身为始建于 1958年的“邯郸
水泥厂”的企业，2007年1月加盟北京金
隅集团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公
司总资产 27 亿元，年产优质水泥 500 万
吨，2017 年被工信部授予全国首批水泥

行业绿色工厂。
在宽敞、明亮的垃圾处理总控室，记

者透过玻璃幕墙看到，自动化设备在处
理车间将生活垃圾破碎、分拣、筛选后将
可燃部分作为水泥窑燃料，不可燃部分
作为水泥原料再利用。“全区的生活垃圾
经由18个压缩式垃圾转运站送到这里，
实现了‘吃垃圾、造水泥’，生活垃圾零污
染。”峰峰矿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郭智
介绍说。

2017年，该公司投资2亿元，建设了
华北第一条具有世界级领先水平的水泥
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生产线，成为冀南
地区有资质且具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能力的企业，承担起约 100 万人口日常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每年消纳各种废

物近 400 万吨，平均年综合利用增长率
30%以上，解决了传统填埋地下污染、焚
烧二次污染和残渣处理等问题。

成立金隅研发中心，建立资源循环
利用体系。将工业废弃物中的钢渣、炉
渣、选铁尾矿等适合的材料作为水泥生
产中的生料配料使用，将粉煤灰、脱硫石
膏等材料作为水泥混合材料使用，将生
活垃圾、农作物秸秆作为生产水泥燃料
使用。

开展废气废水扬尘治理。2012 年，
公司投资 1900 万元对水泥窑进行烟气
脱硝技术改造，3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全部
安装烟气脱硝，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4300余吨。2018年，利用分级燃烧和优
化烧成工艺的手段抑制氮氧化物的生

成。2019年，公司与中科院等合作，探索
氮氧化物超低排放新技术，已取得初步
成果。通过建立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系统
和污水处理站及中水回用系统，实施雨
污分离改造，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废
水处理回用，厂区内废水 100%处理，全
厂污水零排放。实施原煤堆棚、运输皮
带廊道棚化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所有
物料堆放或物料运输通道全部密闭，解
决粉尘无组织排放问题，实现清洁生产。

“现在，我们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推进复产增产，持续深化绿色工厂建
设。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军者、
产业升级的创新者、青山绿水的守护者，
全力打造绿色发展的水泥样板企业。”公
司总经理李晶充满信心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
安 通讯员蒿文祥)今年，成
安县细化大气防控措施，确保
实 现 2020 年 PM2.5 为 55 微
克/立方米的市定目标。

加强环城高速内各类污
染管控。今年 6 月底前，完
成环城高速以内 3 家煤矸石
厂烧结砖搬迁或退出，严抓
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狠抓
露天秸秆和垃圾焚烧，严控
农村面源污染。开展扬尘治
理管控，做好主城区街道路
段清扫工作，城中村、主街
道 扬 尘 管 控 按 照 “ 以 克 论
净”标准，一周一通报，一
月一排名。实施散煤管控，
对无营业执照、无质检报告

的散煤销售点严格查处；加
强主城区沿街商户的散煤清
理整治力度，综合运用网格
员巡查、红外视频监控、无
人机飞检等加强监管，及时
查处散煤复燃问题。

开展工业炉窑综合治理。
对标标杆企业，引进先进治理
技术，对四大行业 35 家企业

（12 家砖瓦窑，11 家铸造，10
家碳素，1 家再生铁合金，1 家
氧化锌）建立清单，分行业开
展专项治理。开展粉状物料企
业无组织排放治理。集中实施
石料厂、水泥制品、搅拌站、免
烧砖、碳素制品等行业 49 家
涉粉状物企业无组织排放治
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史欢
欢、武小凯）“在家门口一个月
挣5000元，一点不比在外地打
工少。”近日，广平县平固店镇
南街村村民李志超通过线上招
聘进入河北刚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一名车间技术工。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就业工作，广平县劳动就业部
门编织“三张网”稳就业。截至
目前，城镇新增就业1100余人。

建立劳动力排查网。成立
农民工返工复工领导小组，分
7个乡镇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
调查，通过线上和线下填写问
卷两种方式摸清全县劳动力
资源底数，了解务工人员求职

需求，引导全县农民工了解线
上招聘渠道,实现求职、用工
的精准对接。

建立线上就业网。发挥人
力资源平台优势，实行就业服
务在“前沿”。目前已开展 4 场
线上招聘活动，40家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 6000 余个，360 人通
过线上求职走上工作岗位。

搭建输送保障网。做好农
民工返工复工服务保障，注重
发挥“线连线”就业作用，督促
企业建立农民工务工信息统
计日报制度，按照务工信息开
展公司专车“点对点”接送，实
现出家门、进厂门，目前已输
送农民工返岗就业5000余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日前记者从邯郸市中心血站了
解到，抗疫期间，邯郸市多名

“热血英雄”和“热血单位”为爱
逆行，以无偿献血的形式为抗
疫前线和该市临床用血提供珍
贵“弹药”。据统计，自1月24日
至4月22日，邯郸市捐献全血
人数为 2.3989万人，累计献血
量为 951 万多毫升；捐献机采
血小板人数为 1501 人，累计
2675.5个治疗量。

为保障临床用血需求，邯
郸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时间发
出《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血液保
障工作的通知》。之后，该市各
机关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积
极响应，多个县（市、区）、单位
第一时间上报了联系人、联系
方式和献血人数，截至目前已
有 50 多家单位开展了无偿献
血活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春
辉 记者乔宾娟）为保障人民
群众饮食安全，营造公平竞争
的营商环境，日前邯郸市市场
监 管 局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启 动
2020 年打击“山寨”食品专项
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生产经营者
制售侵权假冒食品等影响食
品安全的突出问题隐患，采
取监督检查、专项检查、飞行
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严厉
整治制售“山寨”食品等违法
行为。

该行动以食品“三小”（小
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生产
加工单位、商场超市、学校（含
托幼机构）食堂等食品生产经

营主体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
农村集市庙会等为重点对象，
以农村食品市场、食品产业集
中区、城乡接合部、旅游景区、
医疗机构和学校周边等为重
点区域，以方便食品、酒水饮
料、调味品、乳及乳制品、肉及
肉制品、休闲食品、儿童食品、
保健食品等消费量大的食品
为重点品种，组织开展“山寨”
食品专项抽检，发现不合格产
品，迅速核查处置，并追根溯
源、依法查处。

该局提醒广大食品经营
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严把进货关、生产关、贮
存关、销售关和退市关，切实
做到不进、不存、不销“山寨”
食品。

广平县

搭建线上招聘
服务平台稳就业

全市无偿献血人数超2万

全市启动打击“山寨”
食品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工人们在平整邯郸机场新航站楼外部广场的地面。
目前，邯郸机场新建1.8万平方米航站楼工程主体已经完工，正
在进行内部专用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今年第二季度邯郸机场
改扩建工程将全部完工，三季度将投入使用。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日前，邱县梁二庄镇文冠果种植基地内，游客在赏花游玩。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素芹摄

▲日前，邱县梁二庄镇文冠果种
植基地内，农户在采摘嫩芽，用于制
作春茶。通过与多家高等院校、企业
合作，河北润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出文冠果茶、油、胶囊、精油等系列
产品，延伸了产业链，带动了农户增
收。 河北日报通讯员 霍飞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