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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润城 岸绿景美
——安次区推进全域水生态建设探访

霸州市纪委监委

9名特约监察员受聘上岗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通讯员 刘建斌 杜娟 刘玉静

流 水 清 澈 、芦 苇 摇 曳 、鱼 翔 浅
底……炎炎夏日，绿意盎然的龙河岸
边吸引了不少垂钓爱好者，沿河建起
的带状公园也成为廊坊南城百姓健
身休闲的打卡地。

就在两年前，龙河还曾因污水下
泄、淤积严重等问题，令市民头疼不
已。“以前河水浑浊，味道难闻，夏天
蚊虫很多，居民都不敢在岸边小广场
锻炼。经过治理，河水清了，环境好
了，我天天到这里打太极，心情也舒
畅了！”德荣帝景小区居民张栋亲身
经历了污水治理带来的变化。

“堵心河”变成了“幸福河”！这样
的变化源于安次区坚持多年的全域
水生态建设。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更事
关民生幸福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安次区委书记张平介绍，近年来
该区统筹推进污水处理、饮水安全、
景观提升等八大工程，累计投入近16
亿元用于全域水生态建设，基本构建
了“覆盖城乡、连通内外、循环利用”
的大水网体系，初步实现“水清、河
畅、堤固、岸绿、景美”的效果。

生态治理，解城市缺水困局

廊坊市没有水库，水资源短缺。
穿城而过的龙河是永定河支流，由北
京大兴途经廊坊广阳、安次两区，进
入天津界内。

“安次区基本没有水源，龙河汇
水主要为上游城市尾水，过去就是一
条排污河道，治理起来难度不小。”安
次区水利局局长李宝东说，龙河过去
的水质为劣Ⅴ类，安次区曾因水质不
达标而导致所有涉水建设项目被区
域限批。

痛定思痛，破局解题。紧紧围绕
全市碧水保卫战和“水十条”任务要
求，安次区统筹推进城市、农村、园区
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污染治理，
全面改善辖区水环境质量。

“我们联合市生态环境部门，聘
请清华同方设计院的专家，自 2018
年起投资 2.14 亿元，先后启动新、
老龙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共修
复河道 2.5公里，清淤 36.8公里，建
设 ‘ 潜 流 +表 流 ’ 湿 地 23 万 平 方
米。”李宝东介绍。

7 月 21 日上午，走进位于安次区

落垡镇的龙河人工湿地管理中心，仿
佛走进一个滨水公园。郁郁葱葱的

“潜流湿地”里，芦苇、香蒲、千屈菜等
水生植物茂密。这并非景观，而是处
理污水的核心单元。

“人工湿地是一种模拟大自然的
生态处理方式，将石、砂土壤、煤渣等
介质按一定比例构成基质，并有选择
性地植入植物，当污水流过湿地时，
通过植物根系和填料表面的微生物
等吸附，去除污染物，从而使水得到
净化。”该中心负责人焦新莹介绍，上
游的龙河水在这里经过预处理单元、
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处理后，稳定达
到地表水 V 类以上标准，今年 1 至 5
月保持Ⅱ类标准。该工程成为全省水
治理示范工程。

在每个处理单元，你都闻不到任
何污水的异味。在最后一个处理环
节——表流湿地，大片的荷花盛开在
湿地，荷叶随风浮动，景色旖旎。河边
休闲亭里摆着 3 个杯子，分别盛放着
处理前、处理后与纯净水3种水样，可
看到处理后的出水水样明显透亮清
澈，甚至接近纯净水。

上游流泻的污水得到了处置，沿
河百姓的生活污水怎么办？在充分调
研基础上，安次区推行集中式污水处
理站和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同时全
覆盖实施农村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
全方位解决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
随地泼洒等问题。

在仇庄乡东永丰村张志海家中，
笔者见到了“藏”在花池里的庭院式
污水处理设备。几排种养的小葱下
面，就是一个“污水井”，所有生活污
水通过管道汇集到井里，经过生物膜
处 理 后 的 水 无 毒 无 害 ，自 然 渗 到
地下。

目前，全区55个村街污水得到根
本治理，170 个村街污水得到有效管
控。全区改造无害化厕所5万余个，治
理纳污坑塘 315 个，沿岸村街生产生
活污染隐患得到有效清除。

由于治污成效卓著，安次区彻底
扭转了被生态环境部门处罚的不利
局面，转而多次获奖，并先后争取到1
亿多元的生态补偿金。

与此同时，安次区抢抓南水北调
和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机遇，持续推
进补水蓄水、错峰调水，有效利用引
江水和再生水向龙河、老龙河、丰收
渠、永南干渠等河渠实施生态补水，
特别是利用永定河生态补水，蓄积流
域水量，域内水系实现水量充足、水
质清澈。

该区还将中
水、龙河水、永定河
水输送到东沽港等南
部乡镇，永南地区多数
渠道结束多年无水情况，
耕地灌溉成本由每亩 65 元
下降到15元左右，全区地下水
水位回升率也位于全省前列。

功能多元，建综合水景观体系

盛夏的东张务湿地，是摄影爱好
者的天堂。他们在岸边架起“长枪短
炮”，争相记录自然和谐的动人图景：
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荷叶、粉嫩的荷
花在水面上无边无际，芦苇随风摇
曳，成群的鸟儿在嬉戏、栖息。

据悉，这片3000亩左右的湿地经
过多年保护建设已形成良好的生态
系统，每年约10万只各种鸟类在此栖
息，包括野鸭、白天鹅等多种国家保
护鸟类，每年慕名来观光摄影的游客
络绎不绝。湿地周边，沿水系而建的
采摘垂钓、餐饮民宿等文旅项目已现
雏形。

城因水而美，水因城而活。安次区
多年来坚持以水为魂，统筹生态、文
化、旅游、水利等元素，提升水环境、打
造水景观、做足水文章，着力构建“人
水和谐、品质独特”的水景观体系。

安次区共有河道 3 条，区管渠道
16条，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挖，过
去大部分已干枯，加上沿线临村段倾
倒垃圾、挖渠取土，严重影响了输水功
能。全面实施河渠贯通，安次区按照

“全面规划、点面结合、综合治理、循序
渐进”原则，将完善功能、修复生态、打
造水景有机结合，着力构建“良性循
环、功能多元”的水生态体系。

沿河植绿、以绿兴景。龙河、老龙
河河道内近 13 万平方米的芦苇、香
蒲、水葱等，让昔日的沉寂水面再泛
绿波；丰收渠、永南干渠、五干渠等沟
渠 沿 岸 ，国 槐 、白 蜡 、海 棠 迎 风 矗
立……域内 19 条主要河渠沿岸绿化
覆盖率达 90%以上，绿美河渠在安次
大地蔓延。

“太震撼了！就像进入美丽的仙
境一般……”每晚，安次高新技术产
业园御龙河公园里，缤纷绚丽的音乐
喷泉灯光秀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激昂
的乐曲声中，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河水
中央缓慢转动的巨型彩球，喝彩声、
赞美声不绝于耳。

作为安次区以水为魂打造的精品
游园节点，御龙河公园成为廊坊市区

近来最热闹的景点。公园周边的几条
路，一到傍晚便被四面八方的来客堵
得水泄不通。不少游客从百里外的郊
县赶来，只为一睹御龙河公园的芳容。

御龙河公园深度融入了具有安
次历史和传统地域文化的“古八景”

“风筝小镇”等特有元素，成为一座自
然资源与城市活力相统一、环境修复
与城市特色相融合的地标性公园。

“廊坊地处平原，山水资源相对
匮乏，市民太需要这样的自然水景观
了！”住在附近社区的居民张燕说，从
小在廊坊长大，市区过去没有像样的
河湖景观，如今光彩夺目的网红新地
标在几年前还是淤堵严重的臭水沟。

御龙河（原半截河）开挖于 1971
年，属永定河水系，是龙河的一条支
脉，纵穿杨税务乡，上游与胜天渠相
连，下游汇入龙河，全长 4.13公里。其
旧有河道堤岸年久失修，部分河道已
不成形，泥沙大量淤积。2018年，安次
区御龙河环境修复工程项目启动，施
工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周边相连坑塘
处理、堤坝挡墙建设、两岸广场硬化
绿化等。

多年的荒堤变成了后花园，多年
的“龙须沟”变成景观河，御龙河公园
周边社区村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大
改善。

御龙河火了，也带火了城市夜经
济。7月18日御龙河公园开园当天，一
条摆满安次区特色名吃、非遗产品的
长街夜市在公园里开放。品迎春酒，
吃黄师小麻花，体验第什里的宫廷风
筝……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乏尽情
消费的游客。

作为安次区第二届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2020安次区
商贸文旅消费季活动也在当天正式
启动，旨在丰富群众幸福文化生活、
繁荣区域经济、拉动民间消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御龙
河的变化正是安次生态变化的缩影。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安次高新技术产
业园注入新的活力，对招商引资、人
才引进、项目落地都将产生巨大的助
推作用！”御龙河公园投资建设方、铭
顺集团董事长赵杰表示。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邢建平、薛
金伟 记者孟宪峰） 今年以来，香河
县采取分级推进、精准帮扶的办法，
有条不紊组织复工复产，多举措助力
民营经济破冰前行，全力以赴对冲疫
情影响。

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围绕
民营企业在融资、用工、生产经营等
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实施精准帮扶
措施，帮助企业恢复活力。该县积极
探索拓展融资渠道、加强信贷支持、
鼓励开展直接融资、加强融资创新服
务等融资手段，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
民营经济倾斜，更好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今年以来累计为企业提供担保贷
款 10.27 亿元。为帮助解决民营企业
用工难题，香河县有关部门认真梳理
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制定对企培训计
划，共举办各类培训活动30余次。该
县还利用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走访相
结合的方式，排查总结企业复工实际
困难，共深入 7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协调解决各类生产经营困难和问
题138个。

民营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
要不断植入“新引擎”。为此，香河
县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
通过搭平台、引资源、树品牌，助力
区域支柱产业由小变大，引导重点企
业谋求多元化发展之路。该县引导企
业自建或与两院院士、行业专家、高
等院校共建创新研发平台，促进企业
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培育和科技成果
转化，激发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目
前，该县已建设企业研发平台 47 个，
正在申报 7 个，获批省级项目 3 个。
通过做大做强国安创客、机器人产业
港、太库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平台载

体，发挥产业招商优势，吸引科技含
量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及创新团队
入驻香河县发展，助推民营企业转型
升级。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工业设计，
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创
建自主品牌，打造民营企业核心竞争
力。目前，该县已认定市级工业设计
中心项目 3 个，申报省第二批资助工
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 4 个，为 185 家
企业发放科技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
等各类奖励资金1768万元。

从企业自身体量和发展的实际需
求出发，香河县制定了帮扶计划，以
精准的服务措施确保对企优惠政策应

落尽落、应享快享，打通服务民营企
业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帮助
企业成功申报市级“专精特新”、技
改项目、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试点项目
12 个，获得各类奖补资金 262 万元。
对于有上市需要的企业，香河县按照

“培育一批、股改一批、申报一批、
上市一批”的原则，梯次推进县域企
业上市，对企业上市实施全程跟踪、
全程服务。目前，上报海潮、富都华
创两家企业已纳入廊坊市科创板上市
后备资源库，萨克森、康泰两家企业
分别成功申报挂牌上市省级奖励资金
150万元和30万元。

香河出真招实招为民企精准服务
今年以来累计为企业提供担保贷款10.27亿元，

协调解决各类生产经营困难和问题138个

河北日报讯（刘忆、徐巍）近
日，霸州市纪委监委召开第一届
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9名特约监
察员签订了《履职承诺书》，正式
受聘上岗。

据了解，为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强化对纪检监察机关的
外部监督，提升自身建设水平，霸
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做好特约监察
员选聘工作，经过组织推荐、严格
考察、廉政审核、集体研究和公示
备案等程序，从全市人大代表、村
街书记、工商联等各行业领域优

选产生9名特约监察员。
为加强对特约监察员日常管

理，该市研究制发市监察委员会特
约监察员工作办法，明确特约监察
员的聘请、换届、解聘、职责、权利和
义务、履职保障等方面具体要求。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组织召
开业务培训、座谈研讨会、开展专
题调研、参与相关监督检查等形
式，积极指导特约监察员正确履
职，助力助推我市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该市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刘仰生表示。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苗苗、
王莹 记者霍相博）“没想到还能
找到这么一份好工作，真是雪中
送炭！”如今，已成为大厂图书馆
图书管理员的大厂回族自治县幸
福路社区居民刘迎，每月可以领
到补贴，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刘迎今年 58 岁，2015 年下岗
后，一直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生活。
疫情期间，工作机会减少，刘迎家
的生活也变得艰难。正在他一筹莫
展之际，大厂社会事务局进行工作

招聘。经过面试，刘迎顺利成为大
厂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据了解，目前，大厂社会事务
局已顺利完成两场公益性岗位招
录，66 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上岗
就业，每人每月可领补贴1790元。
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大厂社会事
务局聚焦“六稳”“六保”，抓落实、
强担当、求实效，有针对性地开发
公益性岗位，让更多就业困难人
员“家门口”就业。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雅淇
记者霍相博）为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大城县全面推进乡镇
改革事权下放工作，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能力，最大限度便民利
企。目前，全县 10 个镇的行政综
合服务中心都已投入使用，顺利
完成乡镇改革事权下放工作，企
业注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民
生保障、涉军服务等 10 类共 118
项政务服务事项，均可在镇行政
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受理。

为高标准、高规格打造各镇行

政综合服务中心，大城县整合了镇
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的办公资源，
设置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实行开放
式、集中式办公，配备好办公设备
和便民服务设施，同时修订完善限
时办结等规章制度，统一制式、全
部上墙，提升服务标准。

此外，大城县行政审批局根
据省、市要求，梳理出就业创业、
法律援助、政策咨询等 20 项村级
政务服务事项，下放到 394 个村
街、12个社区的综合服务站，努力
为村民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谭国伦、
尹皓伦 记者孟宪峰）今年以来，
廊坊临空经济区按照“发行政府
债+综合 PPP 项目+临空公司（廊
坊临空经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融资+市场化棚改”的 4 条融
资路径，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搭建
多元化融资体系，通过多种途径
筹措资金 436.25 亿元。有力地发
挥了资金的强大保障能力，助推
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5月25
日，廊坊临空经济区在省财政、发
改等省直部门指导帮助下，在市
财政、发改等市直部门协调推动
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
150亿元专项债券（航空物流园区
97亿元、科技创新园区 53亿元），
为全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注入
了新动能。

设立临空基础设施基金。根据
《廊坊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中“设
立合作发展基金，按照年度投资计
划，重点支持生态环境、交通设施、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建
设，加快推进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建设”的有关要求，借鉴北京
城市副中心基金模式，经与多家基
金管理机构及投资类金融机构深
入对接，结合廊坊临空经济区实际
情况，搭建起临空基础设施基金。
基金总规模为 150亿元，按照 1∶4
的杠杆比例，由临空公司出资 30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出资 120 亿
元，用于临空经济区内市政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临空公司融资。廊坊临空经
济区通过与省工行、省农行、省光
大银行、省华夏银行、廊坊银行等
5家银行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获得意向综合授信额度 1500 亿
元。截至 6 月底，临空公司已通过
银行贷款，筹措到位资金44.98亿
元（去年到位 8 亿元，今年上半年
到位 36.98 亿元），用于支持临空
经济区内项目建设、村址拆迁及
土地流转等重点工作，为临空经
济区开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

市场化棚改贷款。廊坊临空
经济区第一批市场化棚改项目涉
及起步区 11 个村街，项目总投资
62.25 亿元。按照项目招标结果，
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第一批市场化棚改项目的实施
主体。目前，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已完成联合体项目公司组
建工作，已到位资金14.67亿元。

大厂

为就业困难人员安排公益性岗位

大城

乡镇改革事权下放全部完成

廊 坊 临 空 经 济 区
搭建多元化融资体系

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436.25亿元

7月21日，永清县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在该县人民公园向儿童
讲解防火常识。当日，该大队开展“以爱之名，安全童行”暑期消防安全
主题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向儿童讲解防火常识、进行消防安全有奖问答
等方式，提高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摄

空港瞭望空港瞭望
廊坊临空经济区建设进行时

◀御龙河公园
全貌。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 向摄

▼安次区龙河
人工湿地管理中心
采用人工湿地净化
方案，使龙河出境
水质量大幅提升。
河北日报通讯员

焦新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