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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实现贫困村扶贫产业全覆盖

产业扶贫啃下脱贫硬骨头

桥东区

打造“红色物业”更好服务居民

我省首座商业化运营
固 定 加 氢 站 开 建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通讯员 张凤天

2017 年贫困发生率为 19.4%，到
2019 年底贫困发生率仅为 0.79%，剩
余贫困人口 1048 人。目前 45 个贫困
村全部实现脱贫出列，5807户、9892
名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作为坝上地区的深度贫困县，
能够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要得益于千方百计打
好产业扶贫这张‘王牌’。”尚义县县
长徐进海介绍说。

精准定位“选”产业

“近年来，地处张家口坝上区域
的尚义大营盘、大苏计等乡镇，依托
闲置盐碱土地广阔、气候适宜的优
势，着力发展起了枸杞特色产业，枸
杞种植面积达 7.5万亩。”尚义县扶贫
办主任杨志光介绍。

七甲、八道沟等中部区域乡镇，
则依托现有蔬菜产业基础和传统农业
种植优势，重点在升级蔬菜产业、壮
大燕麦产业上下功夫，节水蔬菜面积
常年稳定在 14万亩，打造了 2万亩省
级农业种植示范园区。在红土梁、下
马圈等坝下南部区域乡镇，依托山清
水秀、林草丰茂的自然优势，建成了
年产鲜鱼 2000 万尾的保温养殖塘 12
个，并发展了各类特色旅游村。

“脱贫根本靠产业，选准产业是
关键。”杨志光说，近年来，尚义县
根据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特
征、资源禀赋，在扶贫产业选择方
面，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定位。

与此同时，尚义县发展扶贫产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优势为依
托，做好宜农则农、宜果则果、宜牧
则牧、宜旅游则旅游的文章。通过错
位发展、特色发展，增强产业市场竞
争力，提升产业种养效益。

目前，在全县形成以枸杞种植、
白羽肉鸡养殖、乡村旅游开发为主的
八大扶贫产业格局，实现了45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扶贫产业全覆盖。

龙头带动“兴”产业

落地于尚义县小蒜沟镇的河北芳
草地牧业有限公司，是周围十里八乡
有名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也是尚义县
引进的一家集白羽肉鸡养殖、孵化、
饲料生产、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于
一体的企业。在其辐射带动下，该县
在小蒜沟镇、满井镇、套里庄乡建成
了现代化白羽肉鸡养殖园区 5 个，全
县年出栏肉鸡 2000 万只，实现收入
5000万元。

杨志光介绍，为了带动扶贫产业
的发展，尚义全方位大力发展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型农牧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政策优势、
资源优势、环境优势，目前落户尚义
的农业龙头扶贫企业达18家，成为引
领农民脱贫的“火车头”。

据介绍，该县结合贫困村扶贫产
业发展需求，挖掘本地乡土人才潜
力，对其在政策上倾斜、资金上帮
扶、技术上支持，引导鼓励有一技之
长和组织领导能力的种养能手领办、
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贫困农民
实现共同致富。截至目前，贫困村已
注册草莓种植、西瓜种植、白羽肉鸡
养殖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93个，带
动贫困户1305户。

发挥优势招商。抢抓北京昌平区
对口帮扶机遇，引进了全国知名草莓
苗繁育和鲜果生产企业——北京万德
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起了集
研发、育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以此为龙头，推行
“园区+贫困户”机制，辐射带动2982
户贫困户年户均增收 610 元。企业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36个，就业人员
年平均增收6000多元。

模式创新“活”产业

“公司对于贫困户种植的燕麦实
行‘兜底保障’，以每斤高于市场价
3 至 5 分钱的价格予以收购，辐射带
动 639 户贫困户 1284 贫困人口人均
增收 600 元。”谷之禅张家口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敬民介绍说，该公
司还设置了产业扶贫基金，从销售
的燕麦饮料产品中，每瓶提取 0.5 至
1 角扶贫基金，每年可提取产业扶贫
基金 10 万元，用于进一步壮大扶贫
产业。

近年来，尚义县将企业、种植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贫困户有
效联结，发展燕麦种植基地，形成“企

业+基地+贫困户”抱团发展联合体。
贫困户少资金、缺技术，找不到

合适的增收门路，这些问题该如何破
解？尚义县三工地镇王二来村，捆绑
整合财政扶贫资金及相关农业项目资
金 580 万元，由村集体统一规划运
作，开发建设了 500 亩标准化设施蔬
菜种植园区，在园区内建成 220 个高
标准蔬菜大棚，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
租种。“正常年景每个大棚至少可收
入1万多元，近3年全村有297户贫困
户依托‘公租大棚’脱贫致富。”该
村党支部书记刘珍说。

南壕堑镇十三号村曾是全县出名
的贫困村和空心村，村里大部分青年
壮劳力举家外出，靠打工谋生。近年
来，十三号村以脱贫攻坚为契机，充
分发挥邻近大青山生态旅游景点的区
位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开发民俗旅
游。成立了张家口市首家农宅合作
社，经统筹规划，集中开发，把村中
心 38 户 破 旧 闲 置 农 宅 作 为 入 股 对
象，拆掉旧宅房，建起了 150 间具有
浓郁地域特色的“窑洞主题”宾馆。
村里还推行土地流转，配套建起了
150 亩现代农业观光采摘园，2018 年
村民靠土地租金、宾馆分红、就地打
工户均增收2800元。目前，十三号村
成 为 我 省 乃 至 全 国 有 名 的 特 色 旅
游村。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
冯雅琪）近年来，张家口市桥东区聚焦
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开展“党
建引领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试点工
作，打造“红色物业”，更好服务居民
生活。

突出党建引领，把工作体系建起
来。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协调联
动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任务，明
确街道社区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坚持
每月“一研判一调度一讲评”，及时研
究试点过程中难以协调解决的重点、
难点问题。按照“一小区一方案”的
工作思路，分小区制定 《物业问题台
账》《调研排查摸底台账》 和 《物业问
题清单及整改台账》，由工作专班集中
研究，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区委组织
部按照各部门职能进行任务分解并明
确整改时限。目前已有忠厚里、秀水
苑等 26 个小区在绿化、道路、停车位

等多方面发生较大改观。
坚持因地制宜，把特色品牌树起

来。在东方苑等 23 个物业公司管理的
小区创新推行“社区党组织+物业公
司+志愿者队伍”三方联动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
用。在龙山水郡等 37 个小区建立健全

“全天候巡逻、全方位监控、全覆盖环
卫”的工作机制，物业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升。构建“国有物业集团党委—街道
分公司党总支—社区管理处党支部”
三级组织架构，全面推行社区物业管

理处挂职社区党组织委员、社区书记
兼任管理处副经理的“两位一体、双向
交叉”运行模式，对学院路小区等 127
个无主楼院实行兜底管理，分类分档
制定“协商式收费”等服务制度，有效
破除物业管理死角，惠及居民 2.3 万
户。建立小区“党员示范带动+群众自
管自治”模式，居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引导医生、教师、律师等在
职党员积极“认岗定责”，让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健康体检、公益家教、法
律咨询等高品质服务。

加强信息化建设，把治理格局筑
起来。搭建“一图一网一云”技术架
构，建立了一个当期可应用、未来可
扩展的智慧平台。一图，即利用三维
地图，以花园小区为试点，将小区楼
栋精准呈现；一网，即建设一张专用
网络，将人、车等要素进行网络连
接；一云，即将各类数据通过一网传
到大数据中心，进行存储挖掘应用，
逐步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
过留号、卡过留痕”，实现物业的精细
化管理。

河北日报讯 （通讯员李旭东 记
者李艳红） 近年来，万全区按照“边
规划建设、边招商引资”的思路，扎
实推进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示范区建
设，着力将冰雪装备制造产业打造为
助推全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截至目
前，园区签约各类项目 35 个，计划总
投资41.08亿元。

加快园区建设。围绕“让冰雪运
动和冰雪产业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
目标，万全区于 2017 年启动了冰雪运
动装备产业园建设。按照“一年起
步、两年初具规模、三年成型、五年
壮大”的思路，聘请相关设计单位，
编制完成了占地面积435亩的冰雪运动
装备产业园示范区规划和修建详规。
示范区规划总建筑面积 24.7 万平方
米，计划投资 11.42亿元，旨在实现从
个人装备到场地设备、轻重装备结

合、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全覆盖的全产
业链布局。目前，园区已开工建设7个
轻型装备车间，其中4个车间已达到企
业入驻条件。

大力招商引资。该区在编制 《全
球冰雪运动装备知名品牌一本通》 和
建设国内外重点企业招商项目库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经贸会、体
博会、冬博会等契机，主动与国内外
客商进行对接洽谈，出台了张家口冰
雪运动装备产业园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并在欧洲和北美等地建立了5个驻
外招商中心。截至目前，法国MND索
道项目、苏法格造雪机项目、M3滑雪
板项目等项目已落地投产。同时，借
该市“冰雪进校园计划”及全省“百
城千冰计划”契机，今年将重点推进
天冰冰雪设备、至山滑雪服、勇源冰
球装备等项目落地，力争实现累计 10
至15个项目落地投产达效。

加大产业培育。通过发布“张家口·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指数”，推动冰雪产

业与互联网、大数据融合发展，提升了
万全区冰雪产业的对外影响力。组建全
省首个省级冰天雪地科技企业孵化器，
形成了助推冰雪企业顺利成长与发展
的孵化机制。成立河北省冰雪产业技术
研究院，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专注冰雪产业的一流科研机构，为做
大做强冰雪产业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撑。
成立全省首个冰雪产业主题基金——
红土冰雪基金，为冰雪企业融资发展提
供了重要平台。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韩
哲 记者李艳红）由“跑多趟”
变“一次办”，由“自己办”变保
姆式服务……近年来，崇礼区
扎实开展“营商环境落实年”活
动，跑出北京冬奥会筹办和本
地发展的“加速度”。

为更好地落实政务审批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的“四办”原则，崇礼
区将医保服务、税务服务等与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160
个业务事项统一到区政务大厅
集中办理：全面实施前台综合
收件“一窗通办”工作模式，设
立“统一受理窗口”、高效审批

“内审办公区”、网上服务“智能
区”，压缩审批流程与时限。特
别是针对涉奥重大项目，开通5
个绿色通道，加快手续办理速
度，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目前，
共推动48项涉奥以及省市区级
重点投资项目步入建设快车
道。

出台一系列重点产业精准
招商优惠政策，提高项目引进
实效。对在崇礼区完成企业注
册并实现纳税的现代服务业、
高端高新产业、文化体育休闲

产业、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项
目，提供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财税资金奖补、贷款补
贴等惠企利企政策。严格落实
项目建设主体责任，主动搞好
服务工作，落实一个项目、一名
包联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套
工作班子、一个工期计划、一竿
子抓到底的“六个一”工作机
制，并组织国土、环保、审批等
部门成立项目服务专班，为重
点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确保
重点项目建设各项要素齐全。

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崇
礼区因企施策，为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支持。截至5月底，该区
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开展
续贷对接、建立银企“一企一
策”帮扶机制等，共协调11家金
融机构为 199 家企业提供了近
50亿元的资金保障。为提高复
工复产期间审批效率，该区行
政审批局还实行政务服务双休
日“不打烊”工作机制，开辟特
事特办绿色通道，主动对接企
业，通过网上办、指尖办、预约
办、全程代办服务方式，进行不
见面业务审批，推动重点项目
提速建设。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日前，张家口市政府新闻办、市
中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发布《2019 年度全市行政
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着重介绍
了2019年全市法院行政审判情
况，分析了行政机关在依法行
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司法建议。

据统计，2019 年全市法院
共 受 理 行 政 案 件 897 件 ，较
2018 年受理的 1061 件有所下
降，其中，市中院受理一审行政
案件 163 件，二审行政案件 128
件；市中院受理以复议机关为
被告的案件共 10 件，受理行政
协议类案件3件。同时，全市法

院共受理非诉执行案件287件。
据介绍，一年来行政机关执

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较上年提
升，通过张家口市行政争议化解
中心的设立，行政机关与法院良
性互动机制进一步健全。

在分析梳理去年行政机关
执法存在的适用法律不准确、
处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的情况
下，立足审判视角，建议行政机
关要改变思想习惯、改进作风、
树牢法治思维；配备专业法律
人才；充分发挥行政争议化解
中心作用，化解矛盾；继续强化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意
识。

万全区

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示范区签约项目35个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永
春 记者李艳红）近日，我省首座
商业化运营固定加氢站——张
家口纬三路加氢站开工建设，标
志着张家口氢能保障供应体系
一期工程正式迈入建设阶段，也
标志着该市氢能源基础设施网
络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近年来，该市氢能产业发
展迅速，特别是氢能源汽车示
范应用已走在全国前列，目前
已投运 174 辆氢燃料电池公交
车。2019年，全球环境基金、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科技部联合
授予该市“促进中国燃料电池
汽车商业化发展项目示范城
市”荣誉称号。

为进一步助力氢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近日，张家口市发布
《张家口氢能保障供应体系一
期工程建设实施方案》，计划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氢气产
能实现 10000 吨/年，一期工程
建设 16座加氢站，其中 2020年
底前建成 10 座，2021 年 6 月底
前建成6座。

据了解，纬三路加氢站是
张家口交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亿华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合作项目，占地面积2974.6
平方米。根据规划，项目将建
设加氢区、辅助服务区、工艺装
置区等3个区域，氢气储存量为
902 千克，设计标准为三级站。
项目建成后，可满足150辆氢燃
料电池车辆的氢燃料供给。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
枫 记者李艳红）近日，在有序
推进全市企业复工复产过程
中，张家口市金融机构不断落
实金融优惠政策，为该市经济
发展保驾护航。截至 5 月 31
日，该市各金融机构通过展期、
续贷、降低利率、增加授信、投
放贷款等措施共支持个体工商
户 4780 家、企业 4893 家，支持
金额共 402.71 亿元，其中支持
工 商 户 12.3 亿 元 ，支 持 企 业
390.41亿元。

今年面对疫情的冲击，张
家口市多家金融机构充分发挥
为实体经济“输血”的作用，积
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各家金
融机构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
式，推出各类举措，为企业提供
专项信贷额度，加大企业贷款
展期、续贷力度，适当减免企业
贷款利息，为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资金支持。建设银行张

家口分行根据企业情况及时采
取再融资、期限调整、还款计划
调整、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
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
式，为企业制定切实有效的金
融服务措施。

连日来，多家金融单位组
建服务重点项目工作团队，一
企一策解决重点领域资金难
题，推进“菜篮子”“米袋子”工
程名单制管理，优先支持农产
品生产保供重点企业、生猪养
殖企业复工复产，创新产品精
准支持农户春耕备耕，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
全市夺取“双胜利”提供有力金
融保障。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金
融机构共为 416 家企业办理了
续贷，金额39.85亿元；为236家
企业贷款办理展期，金额29.7亿
元；为 1283 家企业进行降息支
持，涉及贷款金额81.26亿元。

全 市 金 融 机 构“ 输 血 ”
400余亿元助企业复工复产

崇 礼 区 扎 实 开 展
“营商环境落实年”活动

2019年度全市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发布

去 年 全 市 法 院 共
受理行政案件897件

▲尚义县满井镇的白羽肉鸡养殖
基地。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贾 元摄

◀尚义县十三号村窑洞式风格的
民宿。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贾 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