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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雄
安新区印发《2020年建设工程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将全面加强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建立健
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方案提出，对扬尘污染防治成绩突
出的工地，予以守信激励，在日常监管
中优化检查方式，减少抽查频次，在安
全文明工地评选上给予倾斜或加分。
对未履行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扬尘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单位、
个人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责令其停工整治。针对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不力的单位，定期向社会通
报。对扬尘污染严重的工地实施差别
化监管，增加检查频次，加强现场核查，
取消参与创建省、市级安全文明工地评
比资格。

此外，新区还将形成规划建设局、综
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合力监管、共同推
动的机制，通过不定期开展督查、抽查，
强化日常执法监管，落实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
类主体责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扬尘
管控责任制度和防治措施，对扬尘污染
防治责任履职不到位、防治不达标问题
突出的企业、单位依法予以查处和公开
曝光，对履行监管责任不力的部门和人
员进行约谈。

落实片区指挥部督导责任，根据
片区建设工地分布特点，理清防控的
重点项目、重要节点，加强片区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的督导检查，对片区内全
部在建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现全
面覆盖。及时更新扬尘污染工作清
单，安排专人负责，并及时推送相关工
作情况。

按照方案，新区将以建筑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主管部门为监管主体，积极探
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缝隙
的网格化监管模式，建立三县、建设指
挥部、新区规划建设局和生态环境局三
级联动的网格化监管体系制止扬尘污
染行为。

全面落实文明施工、绿色施工要
求。组织、指导施工企业积极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活动，引
导大型施工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培育一批省级“安全文明工
地”，适时组织现场观摩，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推广和应用先
进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设备，发挥科学技术在扬尘污染防治中
的支撑作用。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构建过程全覆
盖、管理全方位、责任全链条的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体系，
坚持用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最严肃的责任、最严厉
的处罚，推动建设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提档升级，确保
全域范围内建筑工地达到“六个百分之百”和视频监控、PM10
空气在线监测设备“两个全覆盖”。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安
宁）日前，记者从中国雄安集
团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
解到，位于雄安新区容东片
区的金湖公园—中央湖区项
目将于今年10月底动工。

金湖公园项目—中央湖
区标段建设规模约 87.4 公

顷，投资总额约 8 亿元，建设
内容包括场地工程、园路工
程、绿化工程、给排水工程、
照明工程、电气工程、建筑工
程、景观桥工程、河道及水工
设施工程。该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主体完工，
2022年6月30日竣工。

新区金湖公园
将于10月底开工建设

水天一色的白洋淀，一艘

快艇行驶在苇田分割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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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治理具有标杆意义。

探索内源污染治理新路径

生态清淤“试水”白洋淀

生态清淤，是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
的重要尝试。

不久前，记者曾随同新区生态环境
局工作人员到采蒲台村附近水域查看
工程进展。当时几条体积较为庞大的
船只正在一个鱼塘内作业，铁锚深深地
定在数米深的塘底淤泥中，船头有一个
巨大的螺旋绞刀头，作业时将其抛到淤
泥中搅拌，泥水被吸进管道，几条长长
的管道浮在水面，延展到视线尽头，然
后这些泥水被排到几公里外的区域做
进一步处理。

“作业的专用船只叫绞吸船，这些鱼

塘的底泥已被这些绞吸船抽走，现在正
在将鱼塘的水抽走进行净化。”中电建生
态公司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扩大试点项
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抽水泵的马达
声隆隆作响，鱼塘的水通过与绞吸船连
接的管道，同样被排放到几公里外的专
门处理区域。

在对白洋淀实施的一系列生态环境
治理与修复中，相对于外源污染治理中
的整治“散乱污”和封堵排污口，内源污
染治理更为复杂和精细，需要对白洋淀
水体生态进行改良。

“分类处置淀内鱼塘、荷塘及部分淀

泊的污染底泥，是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
和保护的明确要求。”雄安新区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在采取白洋淀
全面截污、河口湿地建设措施后，淀区水
质明显好转，但夏季水质并不理想，污染
物主要来源于淀泊鱼塘和内生性有机质
的累积，能否消除内源污染，是决定断面
水质稳定达标的关键所在。

2019 年，雄安新区在多次论证基础
上，选择在安新县采蒲台村和南刘庄村2
个代表性区域开展底泥内源污染治理试
点（一期）。此后，新区委托中科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开展了专题研究，并组织

编制《2020 年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扩大
试点实施方案》，根本任务是协同推进内
源污染治理、生态本底修复和水动力改
善，从而全面完成白洋淀规划中关于生
态清淤试点要求。

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扩大试点项目
分为圈头、采蒲台区域重污染鱼塘治理
工程和南部通道区域污染鱼塘治理工
程，治理鱼塘 169 个，其中重污染鱼塘 54
个，中低污染鱼塘 102 个，轻微污染鱼塘
13 个。需处理塘水 367 万立方米，拆除
堤 埝 45.7 万 立 方 米 ，种 植 沉 水 植 物
277.35万平方米。

“此次内源污染治理以鱼塘治理工
程和拆除堤埝土方工程为主。”项目技术
人员介绍，这些以淀泊底泥围割水面而
形成的鱼塘，堤埝的拆除必须考虑鱼塘
塘水及底泥的影响。对于不同程度污染
的鱼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重污染鱼塘的治理，采用底泥生态清
淤、污染塘水强化净化、泥水协同共治、分
散处置、相对集中方式逐塘展开。“在这么
大水面进行作业，难度还是很大的。”中电
建项目经理王仲禹说，鱼塘底泥通过绞吸
船铰刀的切割和搅动打散，靠船内离心泵
产生的离心力将绞起的泥沙物料输送到
排泥管中，靠自身排距将淤泥打到底泥处
置区。当排距不够时，通过接力泵站增大

扬程，完成挖泥、运泥和卸泥过程。
在中电建生态公司 2 号超磁净化处

理站，几公里外输送来的泥水正在被层
层处理和净化。被围挡起来的一大片空
地上，布满了管道转运来的泥水，这个区
域叫脱水减容场。通过纳泥区、真空预
压区后，这些还有些浑浊的泥水来到了

“迷魂阵”，又叫絮凝区。需要投放絮凝
剂，使水中的泥沙等沉淀，再流经用布搭
建的迷宫式的方阵，最后，池子里的水变
得非常清澈。

为了动态监测处理后的水质状况，
安装了水质多参数监测设施，实时监测
水中的氨氮、总磷及COD的含量。

重污染鱼塘采取污染塘水处理、底

泥清淤及资源化和生态化利用，而对于
中低污染的鱼塘，修复淀泊本底，恢复水
生生境，开展原位治理。

中低污染鱼塘种植的沉水植物长势
良好。“中度污染的鱼塘采用微生物菌剂
结合塘链分布、塘周边及塘内水生植物
等情况开展原位综合净化工程。”项目技
术负责人介绍，选取了4种水生植物在塘
底种植，分别是穗花狐尾藻、轮叶黑藻、
竹叶眼子菜、金鱼藻。此外，还投放本地
的鳙鱼和鲢鱼鱼苗，通过这种原位修复
的方式来消除鱼塘污染，深度净化后，实
现鱼塘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据介绍，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扩大
试点总体目标为：推进试点扩大，以断面

水质达标为优先，探索水质、水动力、水
生态协同治理模式，消除水动力阻隔，恢
复淀泊空间完整，修复水生生境，促进水
生生物自然恢复。结合淀中村污染管
控、生态补水、旅游污染控制、芦苇收割
等，全年实现白洋淀水质持续好转。

截至目前，54 个重污染鱼塘已全部
完成清淤工作，累计完成淤泥清运 87.21
万立方米，占总清淤任务的100%，抽运塘
水任务也全部完成。在前期重污染鱼塘
完成治理的基础上，中微污染鱼塘治理
快速推进，截至8月13日，中微污染鱼塘
已完成治理 89 个，沉水植物种植面积
259.24 万平方米，对 70 个中微污染鱼塘
沉水植物完成存活率调查。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日前，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
试点中，绞吸船正在对安新县采蒲
台村附近水域的鱼塘进行抽取泥水
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摄

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复杂而精细，需要对水体生态进行改良

对于污染程度不同的鱼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上接第一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
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一座充满活力、特
色鲜明、宜居宜业的京津冀开放型现代化节
点城市正在加速崛起。

创新引领，培育壮大高质量新动能

9月 8日，在河北复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伴随着清脆的“电爆”声，一
根根细如发丝的金属条，经过高纯度金属纳
米机加工，化成烟雾一般的微小颗粒，最终成
为灰黑色的纳米银粉末。

“这是世界领先的纳米金属生产技术，该
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其纯度高达99.99%，均
匀度为99%。”该公司董事长崔建勋说，该产品
上市后，汉能控股等国内 20 多家企业主动和
公司联系，日本村田、韩国三星等国际巨头登
门对接合作。

“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定州经
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刘宏亮说，该市把战略
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目标，重点
承接新材料、现代中药、生物与健康、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并从资金、厂房、审批等各个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吸引了一批投资大、动能强
的项目落地。

国研无人机项目是定州的又一重点项
目。总投资5亿元，一期工程主要建设无人机
试飞跑道和塔台，用于产品研发、生产、组装、
试验飞行、驾驶员培训等；在此基础上，引进
相关产业入驻，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
展区；氢能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集聚氢能和
燃料电池上下游产业链，目前该市依托旭阳
能源，初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氢能源利用
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该市谋划实施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达 59 项，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成为
定州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该
市坚持创新引领，改造提升体育用品、再生资
源等传统产业。

“这款防护垫与普通防护垫的外观差不
多，但采用的是创新材质的海绵内胆和抗切

割的面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冲击力，并以
最慢的速度回弹，在-30℃的条件下仍能保持
性能不变。”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计军说，正是凭借这款创新产品，公司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入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项目移动式安全防护垫的供
应商。

河北银箭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接力棒、标枪等曾应用于里约奥运会，河北恒
达健身文化用品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哑铃、
杠铃等产品销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
区……如今，越来越多的定州体育产品成为
国际赛事和国际市场的宠儿。

创新是传统产业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
目前，定州市体育用品产业有研发机构和专
业研发人员的企业有 12 家，年研发投入约
1100万元。该市运动器械和力量器械国际市
场占有率均达25%，拥有自主品牌70余个，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近700项，发明专利30
余项。

为给传统产业赋能，定州市对企业购买
智能制造核心装备，按购买价格的 8%给予补
助；对工业转型升级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技
术改造项目，按实际购置设备有效投资额的
20%给予补助。今年 1-6月，定州市 500 万元
以上技改项目共有 50 个，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154.2% ，位 列 全 省 第 一 ；工 业 投 资 增 速 达
27.3%，位列全省第三。

加速融合，构筑现代农业新起点

在河北首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现
代化牛舍里，奶牛慢慢咀嚼着掺有新鲜苜蓿的
草料；奶牛排出的粪水被清理汇集后，提供给
天然气公司制成生物有机肥、燃气并发电……

近年来，定州市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契机，用抓工业
的理念抓农业，注重龙头引领、科技驱动和重
点项目支撑，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努力打
造畜牧养殖、苗木花卉、农牧装备制造、粮食
四大产业链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争创国家
农高区。

定州是农业大市。2014 年，首农集团在

这里建成当时国内年存栏规模最大的现代化
牧场，先进的饲养和管理技术，使畜牧产业得
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定州市标准化奶牛牧
场达到24家。

定州市积极引进四方格林兰公司，该公
司以牛粪和秸秆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有机
肥、生物天然气等。“我们与高蓬镇、号头庄
乡、息冢镇等乡镇的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每
年可处理粪污20多万吨、玉米秸秆8万多吨，
年产生物天然气 392.5万立方米、生物有机肥
4.2 万吨，发电 3200 万千瓦时，年产值达 5200
万元。”该公司董事长胡朝阳说。

在河北首农、四方格林兰等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饲料生产的农
业企业纷纷涌现、聚集发展，最终形成集秸秆
青贮、奶牛养殖、粪污利用以及乳品加工储
运、物流派送于一体的畜牧养殖循环经济产
业链。

坚持以产业化为统领，以项目建设为核
心，该市把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作为发展
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走标准化、生态化、信
息化、品牌化道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该市坚持以生态为主题，构筑苗木花卉
产业链。该市依托东部苗木花卉主产区，细
化新品研发、组培育苗、旅游休闲、精品会展、
绿化施工、创业孵化、商务物流等功能，形成
了完备的苗木花卉全产业链。目前，该市拥
有城市园林类、行道绿化类、经济林类、荒山
绿化类、花卉类等五大系列 1000 多个品种、
2000 多个规格，辐射带动了周边多个县（市）
70 多万亩的苗木花卉种植，年销售收入达 57
亿元。

以科技为引领，构筑农牧装备制造产业
链。该市建成亚洲最大的畜牧设备生产基
地，形成集研发、生产、销售、冷链物流、牧场
创建于一体的农牧装备制造产业链。其中，
四方力欧集团可年产 500 台全球技术标准最
高、保鲜里程最长、容量最大的鲜奶冷链运输
车，并先后为国内 300 多座牧场提供畜牧装
备。河北双天机械年产各类农业机械 5 万多
台，其中秸秆粉碎还田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30%，其三期项目建成后产能将达到 116000
台，成为全国最大的农机具生产企业。

以品牌为特色的粮食产业链条。该市以
粮食为基础、食品工业园为载体，建设集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检验检测、电子商务、农
副产品等为一体的粮食产业发展平台，打造
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产业发展中心。目
前，20 万吨仓容粮食现代物流产业中心项目
一期竣工，华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幸福鸟
绿色食品基地等投入使用……集粮食储备、
深加工、集散、转化为一体的粮食产业链正
在形成。

提升品质，打造宜居宜业新城区

雄伟秀丽的开元寺塔与气势恢宏的定州
博物馆互相辉映，新建的贡院广场将“隐藏”
多年的定州贡院衬托得更加庄严雄伟，张灯
结彩的特色商业街游人如织……在定州文博
园广场南侧的仿古建筑里，定州市民蒋丽陪
着外地朋友临窗而坐，一边品尝定州的特色
美食，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

定州有“中山庙学甲天下”之称的唐代文
庙、有“中华第一塔”美誉的宋代开元寺塔、有
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科考场所贡院等一
批历史建筑。

然而，在现代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些国宝
一度被湮没在杂乱的民居里。2014 年，作为
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定州
进一步加大古城风貌恢复力度，从改善文物
周边环境入手，全面实施古城恢复改造工程。

按照“分批开发、连片保护”的思路，定州
对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南城门、晏阳初故居
为核心的旧城区进行集中规划、整体改造，疏
解与古城保护利用不相适应的功能，建设文
化旅游、休闲娱乐、特色商业及居住相结合的
综合性文化园区。

“如今的定州，‘国宝’凸显出来了，馆里
的文物‘活’起来了，文化品位提升了。”蒋丽
的语气中充满着自豪。

“既要‘面子’，更要‘里子’。要打造宜居
宜业的城市，必须改善民生，做好普惠性、基
础性民生建设，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看得见、摸

得着的幸福。”定州市委书记王东群说，统筹
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该市大力度实施
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多城联创”，提高城
市美誉度、承载力和宜居度，打造古城特色与
现代文明相辉映、宜居宜业的高颜值定州，展
示千年古城风采。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是
困扰老旧小区居民共同的烦恼。2018 年以
来，定州市连续三年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民
心工程，强力推进。截至目前，全市69个老旧
小区全部完成改造，累计投资 1.7 亿元，惠及
居民9522户。

“现在走进小区，心里甭提多敞亮了。”刘
春爱是定州市齿轮厂家属楼的第一批住户，
频繁堵塞的下水管道曾让她动了搬家的念
头。“这次改造中，下水管网改造了，厨房的下
水道再也没有堵过；小区里蜘蛛网似的电线
被重新梳理了；单元楼外安装了有电子锁的
大门……”刘春爱说，“这回能踏踏实实接着
住了。”

据齿轮厂家属院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刘同
来介绍，小区改造完成后，原来搬走的住户搬
回来不少，小区入住率恢复到了近90%。

该市不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实施了 45
个城建交通项目，总投资 280 亿元。作为“京
津冀一小时都市圈”中辐射连接的重要节点，
定州城市“内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强健。

漫步定州街头，干净整洁的城市街道、各
具特色的街景游园、顺畅有序的车辆行人、迎
面遇到的暖心笑容，都让人感到城市颜值和
气质的不断提升。今年，该市进一步加密、加
细“多城联创”的“绣花针脚”，强化背街小巷、
集贸市场、城乡接合部、公共场所等区域管
理，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让环境更
干净；谋划建设了12个园林绿化项目，全市新
增城市植树共计 13.5 万株，新增城市绿地
26.97公顷，让城市更美；完善交通标志、标识，
科学规划道路停车位、公共停车场等，让出行
更便捷；深化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校园、
文明村镇创建，让有着 2600 多年历史的定州
焕发新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