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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城市原点文化 引领夜间多元经济

廊坊1898文化商街正式开街
——夜经济“双节”探访②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通讯员 孟德明 刘建斌

三角地、老天桥、水塔、碉堡……
一座城市的原点记忆，正在被一条承
载着历史文化符号的街道唤醒。在廊
坊市区老火车站路轨南端，以“廊坊
1898”命名的文化商街今年“十一”开
街面世，成为廊坊的文化新地标。

10月3日傍晚，华灯初上。跃华路
北头、银河大桥下西侧，远远望见大红
的灯笼挂在仿古屏风两侧，屏风上“廊
坊原点城市记忆”的字样提醒人们，这
里是城市最初的发源地。

1898文化商街全长1.5公里，拥有
3 条商业步行街、2 个广场和 1 个文化
绿廊，是廊坊城市文化、火车文化、美
食文化的大荟萃。文化商街规划为 5
个功能区，即铁路沿线文化景观带、北
部雕塑广场、中部三角地山水演艺广
场、南部民国风情美食街和老廊坊城
市原点展示馆。

曾几何时，廊坊只是一个鲜为人
知的偏僻小村，自1898 年京山铁路在
这里设站，廊坊才渐成集镇，由此成为
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看，过去这条街也很热闹！”文化

商街上，一位长者拉着正在上小学的
孙子，为他讲解挂在长廊上的黑白老
照片：西大街、车站集市、站台商贩、老
人民银行……张张都是城市的记忆。

当年修铁路的同时，修建了老火
车站和过街天桥。铁路穿城而过，天
桥是连接南北的主要通道，是旧时的
生活、商业中心，热闹非凡。

1898 文化商街上，曾在 2002 年被

拆除的老天桥被复建成一座新式天
桥，与民国风情的商业楼连成一体，近
看像一条架起的空中胡同。上桥凭栏
远眺，周边环绕着店铺、酒吧，远处的
银河大桥、飞驰的火车尽收眼底。

夜幕下，不少市民沿着天桥漫步，
听列车驶过的隆隆声，看民国风情的
商业拱廊，孩子们在小火车、蹦床等游
乐设施间嬉戏游玩……曾经沉寂了多

年的老商圈又恢复了往昔的繁华。
游人最喜驻足的，是街头藏有

众多老物件的光明西道“源点”文化
站——这里有老木箱、唱片机、摇把电
话，来一壶大碗茶，倒一杯老酒，在旧
时百货店的柜台称一斤点心……怀旧
感十足的画面深入人心。

即将开业的百年老店红旗饭庄矗
立在商街入口，将为游客带来正宗津
菜的饕餮盛宴；开张便爆满的“长安印
象”小吃店，为向往古都的游客带来正
宗陕西面食；青岛啤酒体验店，让消费
者品尝口味纯正、品种齐全的啤酒；夜
市摊位上，各类网红小吃吸引众多年
轻食客……街心广场上，露天的天桥
书场每到傍晚便上演京韵大鼓、河西
大鼓、北京琴书等精彩的曲艺节目，这
些 曲 种 的 发 源 地 就 在 廊 坊 及 周 边
地区。

“我们积极挖掘安次历史文化资
源，整合车、站、桥、店、碑等历史元
素，让文化旅游成为夜间经济新的增
长点！”安次区光明西道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付少民介绍，“廊坊 1898”文化
商街是为留住廊坊的城市文脉而建，
让 游 客 感 受 时 代 变 迁 ，留 住 美 丽
乡愁。

市民在廊坊1898文化商街街头摄影留念。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摄

□河北日报记者 赵丽肖

家住“景区”什么感觉？探亲旅游
一举两得。

今年“十一”，我又一次回到昌黎县
的婆婆家。“碣石山登高、黄金海岸看
海、葡萄沟解馋”，山、海美景尽情欣赏。
然而，最令我惊喜的还是这里的路。

10月3日，全家去爬碣石山。记得
上一次去是坐县里的公交车，下车后
要步行一段凹凸不平的路，还得穿过
一个村庄。由于道路机非混行，车过
时尘土飞扬，一会儿就是一身土。

“咱开车去！”婆婆说，县里新修了

一条碣石山大
道 ，“ 忒 好 走
哇！”

果然，行驶
在宽敞的双向六车道上，路边树林和
村庄都像换了风景。

碣石山大道是连接昌黎黄金海岸
景区和葡萄沟景区的旅游景观路线。
因为一条路，原来各据一方的城市和
村庄，大海和大山，连通相融了。它以
优美的S形曲线过村穿林，向山面海，
打开了山海对话的通途。

近几年，昌黎修建了碣石山大道、
韩愈大街西段和葡萄小径，全面提升了
五峰山路、向海大道、韩愈大街东段，精
心打造出一条全长 28 公里的旅游路
线。一条条大路，犹如一条条彩带，串
联起12个旅游景点、24个美丽乡村。

快到山脚下的时候，电话响了。
“赶紧过来吧，给你们留的葡萄就

快留不住了……”原来是葡萄沟的表
舅打来的。

“今年葡萄行情怎么这么好？”我
有点疑惑。婆婆笑笑，说到了你就知
道了。

表舅的家在十里铺乡西山场村，
是葡萄沟最靠里的一个村，印象中坡
陡路窄，交通不便。记得第一次去那
里，迎面遇上对头车，一不小心，新车
保险杠就跟院墙亲密接触了一回。现
在心里想着就有些发怵。

拐入了葡萄小径，路边郁郁葱葱，
还有几朵小花点缀其中，不少游客停
下车来拍照。婆婆说，夏天的时候这
条路漂亮极了，路两旁开满了五颜六
色的花，她经常和几个老姐妹从县城

骑着电动车过来。“以前韩愈大街没修
通的时候，也没这条葡萄小径，去葡萄
沟只能走外环，全是大货车，心惊肉跳
的。”婆婆说。

沿着葡萄小径没走多久，就看到
了等在门口的表舅。

“看见咱葡萄沟修的路了吧，开多
大的车都不怕。今年葡萄卖得特别
好，上午在家住的北京客人软磨硬泡
让我给剪了两串，你们再不来，这几串
也留不下了。”表舅说，前几年路不好
走，游客来了就是转转，除了吃葡萄，
其他也没什么可看的了。得益于这几
年葡萄小镇的开发，附近的路都修通
了，“外地游客想看山、看海、吃葡萄，
顺着宽阔平整的道路，想去哪儿就去
哪儿。今年家里的几间房早早就预订
了出去，咱葡萄沟的玫瑰香名气是越
来越大了……”

走在去碣石山的路上，听见迎面
过来的两个游客正在商量：“趁中午暖
和去海边转转吧，看导航开车也就 30
多分钟，晚上再回来住。这葡萄架太
有感觉了，就跟小时候家院子里的一
样……”

乡路串起山和海
——在昌黎县碣石山大道和葡萄沟景区

□新华社记者 孙 萍

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百年
变局加速演变，风险挑战有增无减。后疫
情时代，能否有效应对挑战事关各国共同
利益，事关世界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就后疫情时代一系列重
大问题做出全面深入阐释，为国际社会应
对后疫情时代诸多挑战指明方向。各国对
此深表欢迎，并期待中国在应对挑战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护佑生命健康，促进全球卫生合作

后疫情时代，生命健康成为关键词。
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全球死亡人数突破
100 万。医学专家认为，即使人类战胜新
冠疫情，仍可能再度遭遇重大传染病侵袭。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物资援助到疫
苗研发，从诊疗技术分享到构建更强有力
的卫生治理体系，中国展现责任担当，为促
进全球卫生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不断注入新动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国际社
会持续不懈努力。海外人士认为，各国需
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加大
在疫苗、药物、诊断试剂研发领域合作，提
高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直至全球疫情阻
击战取得最终胜利。

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抵御风险挑战

后疫情时代，能否化解风险挑战成为
各国面临的“大考”。人类既要防范不断上
升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也要警惕非传统安
全风险与传统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引发的巨
大危机。

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战略紧张局势、气
候危机、数字技术阴暗面、新冠疫情等严重
威胁。重大挑战没有边界，各国命运息息
相关。应对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完善全球
治理，加强团结合作，形成强大合力。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
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今年联大会议
期间，习近平主席又宣布一系列支持联合国
的重大倡议和举措，包括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
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这些措施是中国促进国际
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主动作为，更是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扎实行动。

推动经济复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各国共同期盼。受疫情影响，世界
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中国主张秉持开放包容
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
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后疫情时代，人类需要拥抱新型全球化，以实现均衡普惠发
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向阳说：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有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疫后复苏，有助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
于文静）今年夏粮、早稻已丰收到手，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目前秋粮丰
收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
6年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

“十三五”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201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277 亿斤，创历史新高。农业农村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
亿亩以上。其中，水稻和小麦两大口
粮面积稳定在8亿亩以上。

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

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

▶近日，村民在贵州省丹寨县南
皋乡石桥村晾晒稻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王立彬）作为一项重大的
国情国力调查，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将于10月底前形成初步数
据成果并进入全面收官阶段。

记者从国务院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自然资源部近日召开“三
调”工作调度视频会议，要求10
月底前形成“三调”初步数据成
果。目前各地正积极开展核实
整改。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对

照发现的问题，持续纠正调查
错漏，确保一次性整改到位，达
到国家复核要求。

据悉，作为耕地保护的重要
措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被纳入

“三调”。自然资源部要求把耕
地资源放在自然地理格局中分
析，摸清耕地资源宏观地域分布
规律，突出耕地资源自然本底条
件、摸清耕地资源最重要的基本
特征，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摸清耕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将收官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日
电（记者邓仙来、孙丁）美国白
宫医生肖恩·康利3日说，正在
接受新冠治疗的总统特朗普目
前症状有所缓解。

康利在特朗普就医的马里
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
疗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特朗普3日早晨“状态非常

好”，1日曾出现轻微咳嗽、鼻塞
并感到疲劳，所有这些症状均
有所缓解和改善。他说，感染
新冠病毒一周，特别是 7 天到
10天是确定病程的关键期。

特朗普 2 日凌晨证实他与
夫人梅拉尼娅感染新冠病毒，
当天傍晚被送往沃尔特·里德
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白宫医生称

特朗普新冠症状有所缓解

（上接第一版）再加上不合理开采造
成的后遗症，让矿山环境治理更是难
上加难。还有，矿山环境治理投入
大，单靠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为继。

破解治山难题，路在何方？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并举——
河北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

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的原
则，实施一处一策。根据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的预期效果，提出了矿山复
绿、农业用地、建设用地、空间再用、
休闲公园、文化造景、边采边治、矿山
公园等多种矿山环境治理模式。同
时，进一步优化综合治理途径和方
法，通过修复绿化、转型利用和自然
恢复等措施，科学有效开展矿山综合
治理。

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入——
2019 年，经省政府同意，河北设

立了省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专
项资金，对纳入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
持续整治三年作战计划的责任主体
灭失矿山迹地治理恢复给予补助。
每年年初根据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
地治理恢复的任务量，将省级补助资
金及时下达市县。

数据显示，2019年省级补助资金
4亿元，今年各级政府投入资金17亿
余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6亿元，吸引
社会资本14亿余元。

创新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今年3月，《河北省关于探索利用

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实
施办法》出台，坚持“谁破坏、谁治理”

“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明确了鼓
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盘活利用
矿山存量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废弃矿
山土石料等支持政策。通过政策激

励，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
模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到矿山
生态修复中来。以三河市为例，该市
正在进行的矿山治理面积 15.4 平方
公里，已撬动吸引社会资金60亿元。

收获美丽生态
促进绿色发展

放眼燕赵大地，越来越多的绿水
青山回来了。

九月的唐山南湖，风景如画，宾
客如云。9 月 10 日至 11 日，以“文旅
赋能，城市更新”为主题的第四届唐
山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南湖旅游
景区召开。

曾经的开滦煤矿采煤塌陷区，如
今华丽转身成为唐山的“金名片”，并
为当地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打造了“聚

宝盆”。此次旅发大会紧密结合市区
文旅产业发展和南湖创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一批文旅项目建
设，旨在将南湖区域打造成为“城市
会客厅”“文旅休闲新空间”，并为唐
山市文旅发展提质扩容。

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近年来，全力创建全国绿色矿业发展
示范区先行县的承德宽城满族自治
县，在强化矿山治理的同时，积极探
索综合利用尾矿砂。他们与中关村
绿色产业联盟、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等专业机构合作，研究开发了利用尾
矿砂生产陶粒、高质透水砖、保温装
饰一体化板材等 10 余种高附加值绿
色建材产品，建成了新通源、绿标、大
正等19家新型绿色建材企业，年消纳
尾矿砂 1500 万吨以上，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双赢。

而位于邯郸武安市西寺庄乡中
寨村北的燕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
区，呈现的则是一幅全新的“循环”
图景。

该项目通过科学整治，累计完成
土地修复710余亩，用于耕种小麦、玉
米等作物，山坡地可种植核桃、苹果
等果树。同时，玉米秸秆通过青贮作
为饲料饲养肉牛 2000 余头。肉牛的
粪便直接用于沼气池，产生沼气1000
多立方米，供近千户村民的生活用
气。沼液、沼渣用到治理恢复后的土
地，增加土地肥力，整体生态环境步
入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的
发展之路。

生态兴，则产业兴；环境美，则家
园美。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卖文
化”，河北探索出一条矿山环境治理
与文化、旅游、养老、种植等产业融合

发展之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
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行百里者半九十。做好“生态+”
文章，仍需奋力前行。10 月 1 日起，

《河北省非煤矿山综合治理条例》正
式施行。这是河北首次从立法层面
探索破解制约矿山治理难题。全省
非煤矿山治理正式进入法治化轨道，
也为管理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有力
法治保障。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省
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周金中表示，下
一步，全省将聚焦京津冀生态环境支
撑区建设，力争到 2022 年，矿山数量
由目前的2186个减少到1800多个，到
2021 年底完成全部剩余的 1626 处责
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治理，为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双
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