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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一届冬奥会不仅需要足量、适宜

的场馆，还需要各方面的保障。目前我省在建

的冬奥项目中，就有旨在满足冬奥会安全用水

等需要的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及输配水管网

项目、满足冬奥会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等需要的

崇礼区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建设项目。记者采

访发现，这些项目将在“环境正影响”“区域新

发展”“生活更美好”三个重要领域，助力“可持

续·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愿景实现。

张家口赛区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及输配水管网项目、崇礼区生活垃圾

转运体系建设项目等正在有序推进——

确保冬奥用水安全和环境洁净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5月29日一大早，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
嘴乡棋盘梁村，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及输配水管网项目
水厂项目部经理张波，按照惯例对项目进行
巡视。在水厂的预处理间，他仔细检查了好
几遍刚安装不久的V型滤池设备。

“这些设备可是水厂的宝贝，灰尘、温
度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以后的正常使用，得
看护好才行！”张波解释说。

张家口赛区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及输
配水管网项目是我省76个冬奥项目之一，
将承担冬奥核心区范围内的供水任务。该
项目今年 3 月中旬复工。目前，水厂的 16
个单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并进行了
设备安装；管网方面，完成了太子城至马丈
子段 7.2公里的管沟铺设，云顶段 0.8公里
的管沟铺设。水厂厂区正在进行绿化及道
路修整工作，核心区环岛处管网和 4 号路
管网也正在施工。

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该项
目建设方，也将是水厂后续的运营主体。
据该公司项目负责人韩晓毅介绍，他们还
承担了崇礼城区新建水厂项目、崇礼区输
配水管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工作，这两个
项目也属于冬奥项目。

根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
赛区市政工程统筹规划》，到规划期 2022
年冬奥核心区供水范围内常住人口约 1.5
万人。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赤城县云州乡云州
水库作为水源，水库原水将通过输水管网
进入水厂。

据介绍，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的建设
规模为每日供应 1 万立方米，崇礼城区新
建水厂的建设规模为每日供应 4 万立方
米。综合考虑北京冬奥会用水及崇礼区实
际情况，两个水厂的建设规模都适当留有
一定余量。在马丈子村，还设置了一座土
建泵站作为应急枢纽泵站，使两个水厂必
要时能互相补给调度。

因为要向位于高处的冬奥场馆、雪场、
景区等供水，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和崇礼
城区新建水厂的管线铺设总距离长达 100
多公里不说，与最高处的高差更是达到了
600米。每相差100米高差，就要设置一个
加压泵站。为保障未来冬奥核心区和城区
供水的水压稳定，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的
输配水管网共设 7 级加压泵站，崇礼区输
配水管网共设12级加压泵站。

随着新铺设的管网代替原有管网，由
于管网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现象将得到解
决，减少水资源浪费。一些企事业单位和
村落供水得到保障后，自备井也可以逐步
关停，做到用水统筹调配。据崇礼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
他们将采取用水分区计量的措施，把控用
水总量，节约利用水资源，推动崇礼优质水
资源可持续发展。

“你看这个垃圾转运站，建筑面积约340
平方米，位置在四台嘴乡，将暂存、处理张家
口赛区冬奥核心区的待转运垃圾。”5月 28
日，崇礼区市政工程建设维护中心副主任代
江波指着一张垃圾转运站图片对记者说。

据介绍，这个外观看上去像厂房的垃
圾转运站，其实内有“玄机”：封闭式的厂房
设计，配备了车辆感应技术，大门开关系统
和通风机相连，垃圾车将垃圾运进来，通风
机就会开始运转，同时有植物萃取液进行
喷淋……

“这样的处理流程，能有效降低异味，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代江波说，“高配
版”的垃圾转运站将通过先进的技术改变
人们的传统印象，而原本只能在本地进行
填埋的垃圾也可以通过垃圾转运站运往张
家口的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这对崇礼区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将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是否干净、整洁，既是冬奥会主办城市
的“面子”问题，又是“里子”问题，而垃圾收
集处理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据崇礼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崇礼全区的生活垃圾产生收集量
在每天100吨左右，而到2022年，崇礼区垃
圾最大产量预计将达到每天近 200吨。作
为冬奥项目之一的崇礼区生活垃圾转运体
系建设项目，就是为了解决崇礼区的生活
垃圾出路问题。

10座垃圾转运站的建设是该项目的重
要内容。它们分别布局在崇礼城区、两个
镇和七个乡，实现了全覆盖。根据不同区
域的垃圾产量，各个垃圾转运站的设计转
运规模不同，最大转运规模为每天50吨，最
小为每天 20吨。全面投入使用后，崇礼区
垃圾收集转运能力将达到每天320吨，垃圾
收集率将达到100%。

据估算，到2022年，冬奥核心区所在的
四台嘴乡垃圾最大产量在每天 31.5 吨左
右，而已完工的四台嘴乡垃圾转运站收集
处理能力为每天 50吨，完全能够满足工作
需要。

“目前，10座垃圾转运站已经全部建设
完成，购置 36 辆垃圾车、150 辆电动车和
3000 个垃圾桶的采购任务也已全部完成，
正在实施附属配套工程建设，竣工后将移
交使用单位。”代江波介绍说。

在崇礼区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建设项目
中，除了垃圾转运站，还有一项看似很小、
却关乎群众“方便”的工作：建设6座高标准
公厕，以解决本地居民和游客的如厕问题。

距离崇礼冰雪博物馆不到 400 米的北
国风光公厕，就是崇礼区生活垃圾转运体
系建设项目的一项内容，按照一类标准建
设，2018 年 10 月完工，当年 12 月底投入使
用。代江波说，目前，崇礼城区已有 4座这
样标准的公厕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今年
他们将再建设完成2座。

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

确保冬奥核心区用水安全
崇礼区生活垃圾转运体系

投入使用后全区垃圾收集率将达100%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
的“北京 8 分钟”演出最后部分，
当收集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诚挚
邀约的“熊猫信使”来到张家口大
境门时，一群身着喜庆冬装的人
展示了一幅巨大的剪纸作品。这
幅令人惊艳的剪纸作品《相约长
城》，就出自我省剪纸艺术家、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纸第
四代传承人周利伟之手。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
近，用剪纸把大好河山与大美冬
奥展示给世界，我义不容辞。”周
利伟说。

今年 32岁的周利伟，出生于
蔚县南张庄的一个剪纸世家，父
辈兄妹 7 人都是剪纸大师，包括
周广、周淑英等名家。2013 年
夏，周利伟大学毕业，开始投身自
己从小耳濡目染的这门非物质文
化遗产。

2014 年，张家口的申冬奥氛
围越来越浓，各行各业都在助力
申冬奥。周利伟花了 7 个月时
间，阅读了大量与冬奥相关的文
章，从一个“只知道滑雪有单板、
双板”的门外汉，变成了“对冬奥
会7个大项、15个分项如数家珍”
的“冰雪粉”。在此基础上，他画
了 3000 多张草图，创作出了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
助力申冬奥剪纸作品《大美冬奥》。

这幅作品不仅为周利伟带来了多个奖项，还在
申冬奥成功之际，被当作“国礼”送给了国际奥委会。

因为这与冬奥的缘分，平昌冬奥会前夕，周利伟
又接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 7夜 6
天里，为“北京 8分钟”创作一幅长 7米、宽 1米的巨
幅剪纸。

“蔚县剪纸历史上从没有人在这么短时间里创
作过这么大尺寸的作品。放在平时，7 天连一个小
幅作品的构思时间可能都不够，更别说制作了。”周
利伟说，蔚县剪纸技法独特，是用专业刻刀一刀一刀
刻出来的，其中最大的刻刀只有3.8毫米宽。这意味
着，完成这样的巨幅作品，至少需要刻几百万刀。

然而，剪纸世家的强大团队力量帮了他的大
忙。完成草图后的6天6夜里，他的家人只要有空的
就都来帮忙，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最终按时完成了
这幅作品，这才有了呈现在“北京8分钟”上的《相约
长城》。

2021年初，将有7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
赛在张家口赛区陆续举办，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国际雪
联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世界锦标赛。周利伟透露，
他目前除了参与世锦赛吉祥物中剪纸元素的设计，还
已开始测试赛题材的剪纸作品创作，一幅相关题材的
作品有望在今年的中国剪纸艺术节上亮相。

“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蔚县剪纸里承载着中
华优秀文化。我希望能用蔚县剪纸讲好冬奥故事、
中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冬奥、了解中国。”周利伟
说，如果可以，他希望在 2022 年冬奥会期间把作品
带到崇礼、带到赛场进行展览。“当然，要是我的剪
纸作品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中展现，那
就更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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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张家口赛区冬奥核心区地表水厂的16个
单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并进行了设备安装。图
为水厂预处理间建设完工后的外观。

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上接第一版）
不关，一旦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关，

20 年辛苦培育的黄瓜产业可能毁于一旦，百
姓靠什么脱贫奔小康？

“蒋书记，市场不会关吧？”“黄瓜要是卖
不出去可咋好啊？”菜农的焦急都写在脸上。

把情况梳理汇总，蒋国强赶紧向平泉市
委汇报。

“市场关与不关，不是一道选答题而是一
道必答题，再难也不能砸老百姓的‘饭碗’。”
承德市委常委、平泉市委书记董正国说，要千
方百计做好市场抗击疫情和促销稳价工作。

一张疫情防控大网迅速铺开——
当天，所有包村干部全部入村，通过大喇

叭、流动广播、明白纸、微信群等方式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

当天，两组工作人员分赴辽宁和内蒙古
采购回体温枪、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当天，组成工作专班对市场严格监管，所
有进入市场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必须进
行体温检测，必须携带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
一切车辆必须消毒。

1月 27日，董正国带队到市场现场办公，
半天时间在市场前建成防疫检查站，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管控。

各村组织菜农结成互助组，把各户黄瓜
集中起来，由专人运往市场销售。市场严格
控制进场人数，实行错峰交易。

严密的防控措施保障下，黄瓜交易很快
恢复正常。

“背靠政府，市场不关，销路准不愁。”刘
立峰、廉铁柱等菜农悬着的心落了地。

菜价稳与不稳，销售渠道不能是
单选题而应是多选题

5月 6日，通过“承德山水”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运营平台，榆树林子批发市场总经理
王凤虎与永辉超市负责人经过一番洽谈，达

成了黄瓜购销意向。
销路逐渐稳定，王凤虎的心里越来越踏实。
1月 26日，黄瓜出现滞销，是出乎王凤虎

意料的。经过近 20 年苦心经营，榆树林子蔬
菜果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量突破 80 万吨，年交
易额达到 24 亿元，成为全国冬季黄瓜价格形
成中心。

“榆树林子黄瓜怎么会愁卖呢，都是客商
来抢嘛。”但受疫情影响，交通管控，不少客商
因为运输困难，不敢收购。市场里，一车车黄
瓜卖不出去。

事发突然，王凤虎赶紧组织经纪人联系
老客户，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把当天的黄瓜
全部收购，价格比前一天足足低了一半。

12月至第二年5月，是榆树林子黄瓜上市
季。高产期正好赶上春节销售价格高点，瓜
农收益如何，那十几天至关重要。

“明天开冷库，价格低了咱不卖！”王凤虎
一句话给瓜农吃了“定心丸”，可他自己心里
并没有底，“谁知道疫情啥时候过去呢？”

“河北省平泉市榆树林子镇日产黄瓜百
万公斤，品相好、口感嫩、香味浓，欢迎洽谈选
购。”王凤虎迅速组织市场内的 100 多个黄瓜
销售经纪人到“一亩田”等农产品商务平台发
布招商信息，寻找新客商。

歪打正着，还真吸引了 40 多位新客商采
购黄瓜。

“可农鲜产品销售有其特点，必须当面看
货、当场选货、当时交易。”王凤虎说，由于限
制外来人员，新客商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采
购量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王凤虎把目光转向了大
型商超。他组织起6个人的运营团队，专门负
责为商超采购黄瓜，并明确表示不要佣金。

在平泉市委、市政府协调下，批发市场与
北京物美集团迅速签订了购销合同。

“现在，我们每天供北京物美集团黄瓜达
5万多公斤。”王凤虎说。

随后北京大润发、京客隆等大型商超销
售渠道纷纷打开，目前日供各大商超黄瓜达
80万公斤。与商超成功“牵手”迅速稳定了黄
瓜市场价格。“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到
目前销售额已经破20亿了。”王凤虎拿出一摞
统计表介绍。

“但我们不能只靠商超。”经营市场近 20
年，王凤虎深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才能抵御风险，为菜农带来更高的收益。

在经营市场之初，王凤虎就吸取某些地
区农产品销售被个别人垄断的教训。规定每
个城市的经销商保持在5家左右，最终吸引了
29个省区市的客商进驻。

“A 城市今天价格低，但可能 B 城市价格
高，合理竞争才能保证菜农收益。”

一场疫情使黄瓜销售发生了结构性变
化——原本各地蔬菜批发市场占销售额的
70%，商超占30%，目前商超已占到80%。

“我们还得继续调整销售结构，面对常态
化疫情防控，理想状态是批发市场和商超各
占50%。”王凤虎说，进入各城市批发市场的黄
瓜价格高，能撑起整个市场价格；而商超需求
量大而且稳定，即使全面封城也能保证供货。

“我们的目标是把目前自由式交易，变成
‘订单式交易’，稳定农民收入。”王凤虎自信
地说，两年内要把目标实现。

“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农民、
政府、市场都要做好这道判断题

每天早晨6时，北京物美集团驻批发市场
业务代表杨慧龙都会准时出现在市场。挨个
摊位仔细查看，为消费者挑选放心的黄瓜是
他职责所在。

“嫩、绿、直、香，榆树林子黄瓜很受北京
市民欢迎。”杨慧龙说，承德和北京距离近，早
晨摘的新鲜黄瓜，中午就能摆上物美集团超
市货架，端上北京市民餐桌。

在王凤虎看来，此次榆树林子黄瓜产业

能冲破疫情封锁，迅速占领商超市场，靠的正
是多年积累的好口碑。

“纬度、光照、地温、山地气候，决定榆树林
子是最适宜种植冬季黄瓜的区域。”“土专家”
刘立峰近年来常去外地讲授黄瓜种植，他发现
榆树林子黄瓜的成功首先源于自然条件。

1999 年，眼瞅着凌源不少老百姓靠种黄
瓜挣了钱，刘立峰回村东拼西凑也盖起大棚，
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菜农。

“第一年没赚钱，啥技术都不懂，没赔就
不错了。”刘立峰说，镇政府了解菜农困境后，
请来专家从选种、育秧开始手把手教。第二
年就赚得盆满钵满，菜农全成了“万元户”。

“看到种黄瓜能挣钱，盖大棚种黄瓜的人
一年比一年多，就形成了产业。”在刘立峰眼
里，榆树林子黄瓜产业水到渠成。

“一个产业的发展，哪会如此简单？”在榆
树林子镇政府工作了近 30 年的徐金，见证了
黄瓜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全过程。

“换了 7 任主要领导，但发展黄瓜产业的
思路一直没变。”徐金说，无论市里倡导、推动
发展食用菌还是经果林，榆树林子镇始终咬
定黄瓜产业不放松。

从 10 个棚到 1.2 万个棚，产值从 20 万元
到 20 亿元，榆树林子镇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
任干了20年。

老百姓缺技术，镇政府定期请专家来教
授，组织农户学习；老百姓缺资金，便整合扶
贫、水利、农业等各类资金，对园区给与补贴，
对贷款给予贴息……

一项项政策大礼包，坚定了菜农信心。
“政府啥事儿都管，服务真到位。”刘立峰

说，2001年，榆树林子菜农到邻省批发市场卖
黄瓜遭到刻意压价，好菜没好价，损失不小。

菜农反映到镇里，镇政府急在心里。由于
没有资金，镇干部集资建起了批发市场。可因
为不懂经营，批发市场一直缺客商、没销路。

“政府管得太多了。”徐金仍清楚记着时

任班子在总结时反思：政府要做“保姆”不做
“管家”，服好务但不能越位。

把市场的事交给市场。2002 年，镇领导
找到在北京中关村做IT销售的王凤虎回镇经
营市场。王凤虎采取市场招商、异地寻商、优
惠联商等办法，一点点吸引了全国各地100多
家客商进驻。

为保证菜农收益，王凤虎设计了独具特色
的交易佣金制度——批发市场按每公斤7分钱
收管理费，经纪人按每公斤6分钱收取佣金。

“佣金按公斤收，而不是按成交价格收，
避免了经纪人刻意压价。”在王凤虎设计的分
配体系里，菜农、经纪人、市场、客商各有各的
利润点，保证了整个价格体系的稳定。

不当“管家婆婆”，也不能当“甩手掌
柜”。政府积极引导农产品由无公害向绿色
有机发展。目前，全镇已有4个设施菜产业园
区申报了绿色认证，13 个园区按农牧部门的
要求开展绿色食品规范化生产，拥有“雄峰”

“绿之源”“脆源”等多个绿色知名品牌。
“我们统一管理标准、统一技术服务，并

且建立分户生产档案。”蒋国强说，通过严格
质量管控，每根黄瓜品质都有保证。2016 年
开始，榆树林子黄瓜更是潇洒“走”丝路，出口
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被
端上了外国人的餐桌。

“现在我们只要按照标准种出‘放心瓜’
就可以了。”刘立峰说，自己现在不像农民，更
像是产业工人。

小黄瓜闯出了大市场，也挑起了农民致
富的“大梁”。“目前全镇大棚突破1.2万个，户
均 1.5 个 棚 ，2019 年 农 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了
12580元。”蒋国强说。

当初的一团火现在散作了满天星。进入
新时代，榆树林子镇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以3A
级景区和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为建设标准，打
造“冀北生态绿色富硒黄瓜小镇”；以黄瓜小
镇建设为主要内容，推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