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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产业，绿了生态富了口袋
——涿鹿县南山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探访

桥东区

项目和人才同步引进共同发展

市区首批新能源
纯电动出租车上路

宣化区

开设“曝光台”整治不文明行为

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张家口选拔赛启动

张北

开展六大攻坚行动
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段晓芳 温婧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繁花正盛。驱
车前往涿鹿县南山区，公路蜿蜒，满目
勃勃生机。

南山区地处太行山余脉小五台山
脚下，是张家口的最南端，也是革命老
区、全国唯一的县辖区。

50多年来，南山区人为脱贫致富梦
想奋斗的脚步从未间断。2019 年，这方
土地终于摆脱贫困，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幸福指数高了起来。

“六小”产业拓路，激活重山密林

树上小干果、林下小野菜、花间小
蜜蜂、棚里小蘑菇、五彩小杂粮、村内小
加工，有特色、有集聚、有规模的“六小”
产业犹如一幅活色生香的实景画卷，描
绘出了南山区绿了生态又富了口袋的
脱贫致富美景。

南山区山多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
59 岁的刘杰记忆中，穷的日子格外漫
长，想脱贫致富，仅靠大山里的那一丁
点土地，难上加难。

刘杰是南将石村人，像南山区大多
数的村庄一样，这个小村耕地少，山林
多。村里 56 户 116 人，耕地仅有 110 亩，
种玉米、土豆、谷子等作物，每亩收入不
过二三百元。2003年前后，110亩耕地全
部退耕还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林密林多文
章怎么做？

南将石村盛产核桃，特别是村里那
棵野生麻核桃老树，已有 200 多年的树
龄。在外打工时，刘杰发现文玩核桃在
城市特别流行，他敏锐盯住了这一商
机，南将石村也开始有意识发展核桃
产业。

对老树实行承包制，老树的产权和
承包费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同时，当地
政府从外地调拨野生山核桃树苗给村
民栽植，来年嫁接成品文玩核桃树，并
成立文玩核桃专业合作社，注册“南将

石”狮子头文玩核桃产地商标，成立南
将石文玩核桃研究所等，逐渐将文玩核
桃打造成为致富产业。

刘杰也从最初收核桃、卖核桃发展
为开起了文玩核桃店和育苗公司，如今
他不仅自己脱了贫，还成为当地的致富
带头人。

如今，“南将石”狮子头文玩核桃产
业不仅带富了全村人，也成为整个南山
区的扶贫重点产业。通过政府引导、政
策促动、市场拉动等措施在全区推广种
植文玩核桃。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栽种
文玩核桃树18万株，户均12株，约有2.4
万 株 挂 果 ，2019 年 户 均 增 收 超 过
1000元。

小核桃成了富产业，同样与林业相
关的杏扁、花椒、蜂蜜等也在政府大力
引导支持下，延伸产业链、扩大规模、打
造品牌、助农增收。此外，还充分利用林
下空间，种植苦菜、柳蒿、香菇、灵芝等，
平均亩产值可达8000多元。

林业发展的同时，南山区坚持多渠
道谋富路，因地制宜发展小杂粮、小蘑
菇、小蜜蜂、小野菜、小干果、小加工

“六小”产业，投资 153 万元建成小杂粮
产业化基地，聘请 14 位国家级、省级专
家 组 成 科 研 团 队 ，进 行 科 研 和 生 产
指导。

截至目前，全区种植苦菜、柳蒿900
多亩，香菇、灵芝 170 多亩；推广蜜蜂养
殖，年产蜜约200吨；已建成食用菌菌种
培育基地1个、示范基地2个，已建在建
种植大棚 537个，面积 400余亩；建立杂
粮产业化基地，占地80亩。累计投入“六
小”产业发展资金 4429万元，涉及 97个
村、12147个贫困户、20363人，占全部贫
困 户 的 61.7% ，占 全 部 贫 困 人 口 的
64.9%，给广大贫困户脱贫摘帽奔小康
注入了强劲动力。

好政策兜底，不让一人掉队

南山区共有 97 个行政村，254 个自
然村，贫困人口多，致贫原因多种多样。

对症下药才能祛病止痛。为此，南

山区靶向定位，精准施策，使老百姓彻
底告别贫困。

走进南山区河东镇圣佛堂村村民
刘美和家，映入眼帘的是透亮的玻璃窗
户，干净宽敞的院子。几年前，刘美和的
房子还是土坯房，斑驳的土墙，褪了漆
的门窗，矮小简陋。

“家里就我们老两口，年迈多病。我
们能住进新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2016年，刘美和老两口住进了翻修的新
房，乐得合不拢嘴。

2013年以来，南山区累计投入资金
1.66亿元，拉动区内投资5亿元以上，完
成 9503 户住房改造工程（含周转房 91
户 113 间）。目前，全区居民危房改造全
部完成，安全住房问题彻底解决。

让刘美和老两口高兴的不仅来自
房子，还有看病报销的变化。自 2013 年
起，南山区实施了针对全民的第四重医
疗保障：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投保健康保
险，因病住院一站式结算剩余费用由保
险公司按比例报销；非建档立卡户由区
政府按建档立卡户标准予以报销。

“对60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按照年
龄阶段每年给予 500 至 2000 元的门诊
救助，解决了日常‘小药片’的问题。”南
山区卫生分局负责人刘相山表示。

南山区还实施了农村低保扩面提
标，标准由农村标准提高到城市标准，
享保比例从 18%提高到 22%，做到了应
保尽保。2010 年，河东镇张各庄村刑峰
老两口就享受到农村低保，每人每月能
拿到432元固定收入。

此外，南山区还印发《城乡困难群
众生活救助办法》，对因突发性情况影
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群众，给予500到
1万元的临时救助。

“政府有好政策，自己的身子骨也
硬朗了，今后还想着干点儿事，让生活
变得更好。”刑峰老两口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信心。

扶贫先扶志，人勤百业兴

近几日，河东镇南山村的王信柱老

两口在村里特别有面子，子女每年给他
们老两口2000元赡养费。

“大家都夸我们有福气，子女都这
么孝顺，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王信柱喜滋滋地说，“我还能从孝善养
老基金领到 260 元的政府补贴，增加了
收入。”

王信柱口中的孝善养老基金是南山
区2019年设立的，将扶贫脱贫与孝善养
老相结合，争取社会资金投入，对年满
60周岁的老人，子女每年交纳2000元赡
养费，政府按13%的比例给予补贴，共计
2260元，一并打到老人的一卡通账户上。
目前，有1100多户群众直接受益。

“我们这里不仅有孝善养老基金，
还有爱心超市。”河东镇大庙村村民韩
肖萍拿着积分卡在爱心超市兑换物品，
在她个人信息登记页上记录着：孝敬老
人，十多年间无微不至照顾生活不能自
理的婆婆，直到婆婆去世。

2019 年，爱心超市正式投入使用，
实行积分制。各驻村工作队定期向在扶
贫及各项建设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村民
发放爱心积分卡，村民凭借积分卡在爱
心超市兑换相应价值的日用品。这种做
法既改变了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增强
了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村民们的脱贫致富信心和决心足
了，如何提升他们的脱贫致富能力？

2019年，南山区印发了扶贫系统培
训计划，开展了 5期培训，培训群众 600
余人次；组织 179 人到保定市涞水县学
习文玩核桃种植管理、市场营销和雕刻
加工技术；组织302人到保定市涞水县、
阜平县学习食用菌种植技术……一系
列培训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产业
推动效果。

“根据南山区的实际情况，我们从
弘扬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文化
入手，以孝善为精神纽带，凝聚全区之
力，推动‘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相结
合，引领各村逐步形成良好民风、家风，
为精准扶贫增添了动力。”南山区委宣
传部部长刘树桐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
唐艳玲、岑屹）北斗智能手环、核酸检测
试剂盒、“味霸”炒菜机器人……近年
来，桥东区高度重视人才对产业发展的
引领带动作用，从人才引进、产业孵化、
项目落地等方面发力，搭建不同平台，
达到了项目和人才同步引进、人才和项
目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

搭建招商平台，“项目+人才”同步引
进。整合区商务局和空港经济开发区招
商局力量，成立招才引智工作专班和精
准招商工作专班，按照“一项目一专班”
的原则组建了项目推进小组，实现“项
目+人才”靶向对接、同步引进。先后引进
了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智慧停车场等
20余个高质量项目，引进经营管理、科技
创新等方面高层次专家人才50余人。

搭建园区平台，“企业+人才”同步
落地。加大对各类园区的资金投入力
度，积极申请并下拨创业补贴、科技创
新、企业上市等扶持资金、各园区补助

资金共计5000余万元。其中空港经济开
发区2019年荣获“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示范基地（氢能）”和“河北省省际合
作重点产业园（首批）”称号，现有入园
企业33家，其中博士9人，硕士26人，本
科生 168 人，高级技能人才 20 人，中级
以上职称33人。大学生创业园被评为国
家级众创空间、省级示范性创业就业孵
化基地，园内现有企业54家，博士2人，
硕士3人，本科生63人，赛诺生物等3家
企业成功从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出园。

搭建高新技术平台，“产业+人才”
同步提升。抓住氢能综合开发利用和无

人智能制造两个核心产业，成立了氢能
与可再生能源研究院、无人智能技术研
究院。行业领军企业亿华通科技有限公
司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宇翔盛泰建立张
家口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中心，并挂牌美
国恩斯特龙直升机华北地区销售中心、
维修服务中心、飞机培训基地。军民融
合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张家口中心挂牌
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工作站，收
集各领域专利成果 1.1 万余项，收集专
家人才信息1228人次。

办好“三件实事”，创优育才惠才环
境。多渠道筹措建好安居住房，目前已

经装修完成五一广场48套、栖凤谷小区
7套、北方硅谷园区配建 233套，达到拎
包入住条件；中关科技谷地块、煤机厂
地块新建1400余套，目前正在办理前期
手续，预计年内开工。多平台交流加强
互学互通，成立桥东区青年人才交流驿
站等人才交流服务平台，为各行业人才
提供就业培训、人才交流等公益性、综
合性服务。多领域培训提升能力素质，
对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驻
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致富带头
人、科级领导干部和选调生进行专题
培训。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
静 通讯员孙明鹏）今年以来，
宣化区采取新闻媒体和网络平
台曝光、聘请义务文明监督员
实地监督等举措，对部分市民
的不文明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收到了明显成效。

在区政务微信平台“美丽
宣化”和电视台“直播民生”栏
目开设了“曝光台”，并设置了
不文明行为举报热线电话，安
排专人 24 小时接听市民举报。
对私家车乱停乱放、上路不礼
让行人、不文明养犬、占道经
营、居住小区私搭乱建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分批次公开曝光。

市民可将身边发生的不文明行
为，通过后台留言反映给“美丽
宣化”微信公众号，再由电视
台、电台和报社筛选后进行曝
光。聘请150名市民做义务文明
监督员，在重要时段和重点区
域巡查，发现不文明行为当场
制止，并给予批评教育。

宣化区文明办主任徐晓泉
谈起该区集中整治不文明行为
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宣化区
积极主动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
作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自觉
抵制不文明、不健康的生活陋
习，逐渐培育迎冬奥、讲文明、
树正气的新风尚。”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
静 通讯员马明明）近日，张家
口市首批15辆新能源纯电动出
租车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该
市出租车行业正式步入绿色出
行新时代。

此次上路运营的15辆新能
源纯电动出租车采用吉利帝豪
EV500车型，具有低能耗、零排
放、提速快、续航能力强等特
点。与现行出租车不同的是，新
能源纯电动出租车采用自动
挡，使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
动，操作更加简单，车内空间比
普通出租车更为宽敞，噪音更

小，舒适性更好。新车上还配备
有直流快充和交流慢充两种充
电方式，方便出租车司机充电
使用。

“这批新能源出租车采用
快充技术，每次只需要一个小
时就能充满电，续航里程可达
430 公里。”出租车司机算了一
笔账，相比燃气出租车，新能源
纯电动出租车每 100 公里可节
约三分之二的费用，每辆车一
年下来可节约2万余元。

目前，张家口市中心城区
共有 2600 多辆出租车，大部分
为气电混合动力。下一步该市
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出租车的推
广力度，计划今年底中心城区
推 广 新 能 源 纯 电 动 出 租 车
1000辆。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
静 通讯员王英军、侯鸿儒）针
对创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近
期，张北县组织实施了环境卫
生整治、交通秩序整治、社区文
明创建提升、市场环境水平提
升、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公益广
告宣传六大攻坚行动，全力打
赢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攻坚战。

该县大力开展环境卫生大
整治，实现城区卫生全天候保
洁，加强公厕日常管理，严格落
实“门前五包”责任制，着力整治
影响市容的“小广告”；不断完善
智慧交通管理设施，加大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合理划定
停车位，推进联合执法，严厉打
击“黑出租”、违规上路的渣土
车、农用车；推进小区物业规范
化管理，老旧小区、原单位家属
楼小区物业实现全覆盖；加强对
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农贸市场
等处的日常管理，集中整治市场

“脏乱差”；全面整治校园周边秩
序，实现周边 200 米内无网吧、
电子游戏厅等场所，对周边无证
经营的小餐馆、流动摊点等进行
清理整顿；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整治破损、褪色、不合要求的公
益广告，让创城宣传深入人心。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为进一步落实“稳就业”“保居
民就业”任务，推动“双创”工作
和“三创四建”活动深入开展，
日前，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张家口选拔赛正式
启动。

本届大赛由张家口市人社
局、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扶
贫办、团市委、市残联联合主
办，以“创响新时代、共圆中国
梦”为主题。大赛分为初赛、复
赛、决赛 3 个赛段。大赛按照

“1+1”模式，包括主体赛和创业
扶贫专项赛。其中，主体赛面向
各类群体，分为创新项目组和
创业项目组两个组别，按照市

级选拔赛、省级选拔赛两个阶
段实施。创业扶贫专项赛按照
市级选拔赛（或直接推荐）、省
决赛两个阶段实施。

赛事设置名次及相应奖
金，取得市级选拔赛名次的优
秀项目可推荐参加省级选拔
赛。荣获省级决赛名次的项目
还会由省人社厅授予“河北省
优秀创业创新项目”称号；对获
得“河北创翼之星”的项目颁发
奖牌和证书。同时，省组委会将
把所有参加省级复赛、决赛的
项目纳入河北省创业项目库，
并在入驻创业孵化园区、贴息
贷款、培训辅导、资金扶持等方
面给予优先扶持。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
何欣怡）近日，为继续加快全区产业项
目、公建项目及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进
度，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将第二批34个新
建项目纳入承诺制审批范围，目前共计
71个项目已纳入承诺制改革项目。通过
制度创新，有力促进审批服务高效化，
真正让企业在审批手续办理中少操心、
少跑腿、少等待。

2018年以来，经开区审批局在全市
率先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出
台了《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无审批管理工作方案（试行）》，

将项目开工前 43个审批事项减少到 21
项，其中 14 项改为承诺制审批，最大程
度简化审批手续、提升审批效率。

张家口大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
改造项目在2019年初厂房已实现交付，
其他配套工程进入完工扫尾阶段。作为

该区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
首批承诺制试点项目，从立项到投产，由
原来4个月到仅用了37天就完成了从签
约到开工的手续办理。“整个项目推进比
预期时间提前了两个多月，大大节约了
企业的时间成本，让我们企业获得了实

惠。”该公司负责人章先生说。
此项改革实行以来，大大减少了企

业办理事项，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降低
了企业审批成本，由重事前审批转变为
重事中事后监管，真正实现了“一份承
诺”取代“一摞审批”。

经开区

71个项目纳入承诺制改革项目

6月3日，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在
加紧建设。该工程途经张家口市张北县、万全区、怀安县、阳原县、
蔚县和保定市涞源县、易县、徐水区、定兴县，输电线路全长2×
319.9千米，是国家电网公司服务雄安新区的首条清洁能源大通
道。该工程计划今年8月底投入运行，届时每年可为雄安新区输
送7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尚义县大青沟镇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新貌。近
年来，尚义县把易地扶贫搬迁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任务，先后建成 14个集中安
置小区，共安置搬迁户3774
户952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808户3820人，涉及全
县7个乡镇37个行政村。为了
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该县还
在安置小区附近建立扶贫工
厂，让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今年底中心城区计
划推广新能源纯电
动出租车1000辆

新 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