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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孙也达
通讯员 张 悦

9月28日，从秦皇岛市主城区一路
向西，行驶近半小时，来到河水清清，草
木茂盛的戴河河畔。沿河两岸，特色民
宿和艺术院落整齐排列，流水长廊相映
成趣，游客在其间散步、游玩……一幅
美丽和谐的图景映入眼帘。

这里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镇
北戴河村。“我们村共1049户，2400人，
村庄原以种植蔬菜、花卉、果品等为主
要产业，曾是较为典型的农业大村。”村
党总支副书记李国清介绍，2015年美丽
乡村建设中，该村积极探索文化与创意
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将现代艺术与乡土
文化巧妙结合起来。

这一年，北戴河村在区政府的支持
下，整合首批 20 处老旧空心院落。同
时，向燕山大学、北京“798”艺术区、宋
庄“画家村”等艺术、设计机构发出邀
请，按照“水岸田园，艺术院落”的风
格，成功打造了新的文化旅游休闲目
的地——北戴河“艺术村落”。

双手随着旋转的拉坯机，里外对挤

窝泥，向上边或外边扩展。不一会儿，
一个半成品的小碗儿就做了出来。在
爱陶器艺术院落内，来自燕山大学的郭
未争老师一边制作瓷碗，一边向笔者介
绍制作工艺。

“我们是2015年被引进到北戴河村
的。装修时，政府不但帮忙邀请设计机
构，还免费提供了10万元装修资金。”郭
未争说，现在，村内专门成立的服务管
理公司，在引流、宣传等各方面提供了
很多便利，来村里体验陶艺、定制陶器
的游客越来越多。

筑巢引凤激活力，爱陶器艺术院落
只是北戴河村诸多艺术院落中的一
个。该村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引入博
物馆、美术馆等文创机构和艺术创作基
地、户外运动体验基地。目前，共打造
入驻艺术院落130多家。

“有了这些艺术院落，游客不仅可
以在这里体验陶艺、木艺、剪纸等手工
艺，还可以制作银饰、琥珀、古皂等日用
品。”李国清说，村庄倾力打造“艺术村
落”，不仅为美丽乡村建设融入了新内
涵，也用最少的投入，换来了最大的
效益。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近两年，北戴河村集中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将污水、自来水管网，
有线电视、宽带等线路埋入地下。实施
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让村落焕发
出勃勃生机。

村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办民宿的
也多起来。去年，村民杨媛投资近百
万，从北京请来设计团队，打造了民宿
小院。“虽然小院刚开一年，回头客却不
少。”杨媛高兴地说，今年国庆8天假期，
房间全部订满了，整个院子每晚收入
2500元。

在北戴河村，像杨媛家这样的高端
特色民宿共有40多家。北戴河村还成
立了经济合作社。李国清介绍说，以合
作社为纽带，农户可以通过农宅出租、
农宅置换、土地流转等方式入社。这样
不但可以获得相关租金收入，还可以按
持股比例获得分红。村民也可以在附
近艺术院落打工获得收入，从而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机制，持续壮大集体经济
和促进农民增收。

此外，北戴河村以“槐树下”“乡野
间”等为特色，将村内1300年古槐作为

打造重点，将“树枝”“年轮”融入艺术手
法，提升文化容量；塑造村庄迎宾界面、
艺术步道界面、节点界面；继续盘活空
置院落，引导入驻艺术机构打造个性突
出的休闲空间；发展现代化高科技特色
农业，建设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振兴
发展模式。

依托北戴河艺术村落现有产业基
底，该村还引进了IP文化资源，培育高
效绿色休闲农业发展片区，将文化创意
产业与现代农业、民俗文化、休闲旅游
等产业有机融合，做足做好产业深度融
合文章，全力打造文化历史传承地、文
创艺术品鉴区、文明和谐馨家园。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北戴河村实现
了华丽转变，“艺术村落”建设不但增加
了村庄的艺术氛围，提升了村庄软实
力，也真正让村庄村民富了起来。

去年，北戴河村接待游客突破20万
人次，全村经济总收入超过1000万元。
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8000 元。
北戴河村还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国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
誉称号。

秦皇岛北戴河村

“艺术村落”：文化兴 村民富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9月28日，省军区石家庄第四干休
所。电视上正在播报第七批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新闻，90 岁的冯志
臣老人看着看着，双眼泛起泪花，“不
知在这些烈士中，是否有曾经一同浴
血奋战的战友？”

冯志臣出生于景县袁小旺村，幼
年家道清贫。为了讨生计，年仅12岁的
他 被 迫 离 家 投 奔 山 东 青 岛 的 远 房
亲戚。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给人打
工，还常常被打骂。后来，听说八路军
打鬼子、打坏人，我找准机会跑到街
上，找到一名八路军战士，要求参军报
国。”就这样，冯志臣走上了从军之路。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冯志臣所
在的部队转入战备训练。

在一次训练中，冯志臣右侧面部
被手榴弹炸伤。“当时眼前一黑，就晕
倒了。醒来后，满脸是血，但心里就一
个想法，只要能动，就要为国家出力，
就要去战斗。”

头部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右眼眶
里还有一块未能取出的弹片，经过短
短十几天的治疗，冯志臣就出现在医
院院长面前。“院长，让我去朝鲜，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国家有需要，我不能退缩。”

“伤这么重，怎么上战场？”
“虽然右眼看不见，但左眼和双

手、双腿都是好的，能打仗。”冯志臣多
次向医院领导申请，坚决要求归队。最
终，头裹绷带的冯志臣成为首批入朝
参战的志愿军一员。

天寒地冻、缺衣少食、装备落后，
入朝后，摆在冯志臣和战友们面前的，
是异常艰苦的作战条件。

“白天躲避空袭，原地隐蔽。晚上

突击行军，不能点火把，只能摸黑前
进，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山沟里。最难
受的还是没有吃的，一天的口粮就是
一把又干又硬的玉米粒。”

冯志臣的伤口尚未痊愈，加上神
经受损，头部常常像被针扎似的疼痛。

“当时连队没有止疼药，每次换药都疼
出一身冷汗，伤口直到第三次战役时
才痊愈。”

但就是这样，冯志臣与战友们并
肩作战，抵抗敌军一次次凶猛的攻击。

“第二次战役前，我们的任务是在
大同江北岸打阻击，防止敌军汇合。”
冯志臣记得，“抵达大同江的第二天早
晨，敌军就派来一架侦察机，没过多
久，我们就发现敌军向我方阵地逼
近。”

找准最佳进攻时机，一声令下，战
士们纷纷冲上阵地，机枪、步枪一起向
敌军发起猛烈射击。被火力压制的敌
军只好退回对岸，但并不善罢甘休，步
兵配合炮兵一次次向志愿军的阵地发
起冲击。

炮弹一枚接着一枚在身边爆炸，
子弹雨点般从头顶落下。“坚守阵地，
绝不后退一步。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
我们与敌军周旋了八天八夜，直至我
军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部署完毕，顺
利完成阻击任务。”冯志臣说。

战争中总有流血牺牲。
1951年1月底，接上级命令，在原

州市茂村附近的小山岗，冯志臣和战
友们对法国加强营发起攻击。

仗着机械化装备，敌军不断狂轰
滥炸。战士倒下了，班长倒下了……看
着牺牲的战友，冯志臣红着眼睛，一边
大喊一边向前冲：“共产党员站出来！
跟我往上冲！把敌人打下去！”

“把敌人打下去！把敌人打下去！”
战士们随即一跃而起，奋力冲锋反击。

“凭着这股子不怕死的冲劲，我们镇住
了敌人，几番争夺后，夺回小山岗，完
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回忆起这段出
生入死的经历，冯志臣的声音开始颤
抖起来：“那年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
挖不动地，只能用雪掩埋战友的遗体，

堆起一座座‘雪坟’。”
既带领战士与狡猾的敌军战斗，

还要在战斗间隙负责战士们的思想教
育和战前动员工作。一次次战斗打响，
一次次完成任务，冯志臣证明自己既
是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也是一名称职
的指导员。“能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我感到无比自豪。这场战争，志愿军打
出了士气，中国打出了国际地位。”

战火硝烟虽已远去，红色精神仍
熠熠生辉。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感
谢党和人民！”离休后，冯志臣退休不
褪色，把自己的革命经历整理成册，向
后辈讲述当年的经历，勉励后辈要继
续发扬革命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

平日里，冯志臣依然时时关注国
家大事，关心国家发展。疫情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找到党组织，捐款1万元用
于支持疫情防控。当时，他这样说：“我
们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
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

“只要能动，就要为国家出力”
——访抗美援朝老兵、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队副政委冯志臣

冯志臣，河北景县人，

1930年10月出生，1945年8月参

军，1950年10月入朝，1952年12月

回国。抗美援朝期间，先后任42军

125师33团3营7连指导员、3营副

教导员、125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

多次立功。离休前任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队副政委。

人物名片

◀冯志臣现在依然时时关注
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发展。图为
冯志臣在家中学习党的理论。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10月18日召
开的全省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
获悉，今年以来，省双代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全省上下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冬季清洁
取暖工作。截至目前，全省今年农村冬季清
洁取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正式任务和第一备
选计划已验收通气通电256.05万户，完成率
达98.78%，其中保定市完成率为93%，其他市
和雄安新区均已全部完成；第二备选计划已
完成户外工程建设 98.98 万户，完成率为
97.89%，总体进展较为顺利。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安排农村清洁取暖
改造360.32万户，其中正式任务218.25万户
（气代煤149.99万户、电代煤50.39万户、其他
方式改造17.87万户），第一备选计划40.95万
户（气代煤40.00万户、电代煤0.95万户），第
二备选计划101.12万户（气代煤98.79万户、
电代煤2.33万户）。按照要求，正式任务及第
一备选计划将在10月底前完成工程建设投
入使用；第二备选计划中，气代煤在10月底
前完成户外工程建设，电代煤加快户表以上
电网改造，明年投入使用。

我省扎实做好“双代”工程气源电源保
障。据省发改委统计，今年采暖季全省用气
量约119亿立方米，目前共落实气源129.9亿
立方米，各市和雄安新区均已全部足量签订
合同。在煤源落实方面，省农业农村厅已确
定洁净煤需求户数273.51万户，需配置洁净
煤 395.22 万吨，新增型煤炉具需求 14.4 万
台。省发改委在前期落实洁净煤资源量700
万吨基础上，督促各市组织保供企业与煤炭
生产企业深入对接，签订有量有价的购销合
同，目前合同资源量已全部落实，能够满足全
省洁净煤 395.22 万吨的需求。各市对洁净
煤、炉具保供企业已全部完成招标工作，已开
始组织配送。张承坝上地区洁净煤和型煤炉
具已全部配送到户。其他各市正在加快配送
进度，确保10月底前实现全覆盖。

即日起，各地将组织开展不间断、全方位的清洁取暖运行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组织驻村安全员、协管员深入农户家中，指
导农户规范用气用电，及时排查各类事故隐患。严格落实洁净煤
取暖五级包联制度，组织包联干部逐村逐户查问题、排隐患。尤其
对五保户、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明确专人经常入户查
看。对排查出的隐患立整立改，确保居民取暖安全。

从体验饥饿到憧憬幸福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贾 伟

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刚刚
过去。河北日报的报网端微
各个平台，这几天连续发出
一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河
北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和群
众的新生活。

我记得，2014 年第一个
国家扶贫日期间，河北组织
了一次“饥饿24小时”全民公
益活动，很多人切身体验饥
饿，表达对饥饿人群和贫困
弱势人群的关注。今年，第
七个扶贫日，我们从新闻中
看到的，则是脱贫群众的笑
脸和对更幸福、更美好生活
的憧憬和企盼。

从 2014 到 2020，七个国
家扶贫日，一次又一次激发战
胜贫困的信心和决心，一次又
一次见证脱贫攻坚奇迹——
在 2011 年底，河北仅农村贫
困人口就有795万，到了今年
6 月底，全省剩余的 3.4 万贫
困人口已经全部达到稳定脱
贫条件。

奇迹，是由一个个具体
的故事汇聚而成。在我们的
报道里——

阜平县职教中心高质量
开展职业教育，拓宽就业渠

道，为贫困群众挖掉穷根、种
下希望；

丰宁满族自治县实施
“五区同建”易地搬迁扶贫，
保证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

武邑县联合顶级销售平
台，创新养殖模式，提高产品
附加值，“京东跑步鸡”跑出
脱贫加速度；

魏县建立精准防贫机
制，从源头上构筑贫困发生
的“截流闸”和“拦水坝”，为
脱贫群众挡风遮雨……

举全省之力，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下“绣花功夫”，一
针一线织成精准脱贫壮美画
卷。在这里，我要向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所有干部群
众表达敬意、道一声辛苦！

从体验饥饿到憧憬幸
福，一方面反映了7年来扶贫
工作的巨大成效，一方面提
醒我们：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它 更 是 新 生 活、新 奋 斗 的
起点。

全力冲刺，向着脱贫攻
坚战的最终胜利！

接续奋斗，向着更幸福
美好的新生活！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生态分论坛优秀应用案例公布

我省生态环境执法
指挥调度系统入选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10
月12日至14日，第三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市举行。在本
届峰会上，生态环境部与福建省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以“大数据
助推治理现代化，云智慧赋能美
丽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数字生态
分论坛，公布了20个第三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生态分论
坛优秀应用案例，河北省生态环
境执法指挥调度系统入选。

为加快生态环境执法信息
化建设，优化执法资源、提升执
法效能，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省生态环境厅着
力深化大数据与生态环境监管

高度融合，研究建设了河北省
生态环境执法指挥调度系统。
该系统分为人员管理、企业管
理、任务管理、重污染天气管理

“四个模块”，实现了对执法人
员、执法行为和执法任务的实
时监督，避免和减少了执法人
员的执法随意性，促进了对执
法资源的高度优化。同时，系统
还依托分表计电、在线监测报
警、远程执法、无人机飞检、秸
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非现场
手段，精准锁定问题线索，实现
了对企业的精准执法，切实推
动生态环境执法更加规范化、
文明化、精准化。

（上接第一版）已完成64个，取得阶段性
成效、需持续推进5个，基本完成2个，未
完成的2个正在推进。根据省委巡视移
交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

任丘市委把做好巡视整改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契机，着力抓组
织、建机构，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 4 个专项整改组、7 个整治组，构建

“1+4+7”组织体系，聚焦服务对接雄安
新区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油地融合等
重点事项，有力推动整改落实。针对省
委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出的76个具体问
题，已整改完成50个，取得阶段性成效、
需持续推进 24 个，基本完成 2 个。根据
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0人，组织处理6人。

邢台市襄都区委将省委巡视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和3个专项整改工作同步
展开，形成“1+3”巡视整改工作体系。坚
持定期调度，统筹推进，以共性问题是
否认领到位，对照整改是否全面推开为

重点，对全区各级各部门巡视整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两轮督导检查，发现问
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针对省委巡视
反馈意见梳理出的42个具体问题，已完
成31个，取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
11 个。根据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人，组织处理1人。

邢台市信都区委把巡视反馈意见
逐项细化分解，对整改任务实行菜单式
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每项整改任务
的牵头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形
成上下联动、合力整改的工作格局。加
强督导检查，以督导倒逼整改，确保问
题解决一个，销号一个。针对省委巡视
反馈意见梳理出的33个具体问题，已完
成24个，取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9
个。根据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3人，移
送司法机关2人。

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将巡视整改作
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

曹妃甸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强
大动力，形成区委统揽、常委牵头、分管
副区长负责，逐级分解、层层落实的整
改工作格局。紧扣问题短板，建立“一个
问题一套管理台账”模式，坚持举一反
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85项。针对省委
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出的41个具体问题，
已完成28个，基本完成13个。根据省委
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8人，组织处理3人。

乐亭县委制定了整改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结果清单“四个清
单”，制定整改措施95项，同时加强对巡
视整改全过程的督导调度、检查评估、
跟踪问效。成立了县整改成效督查评估
问责小组，建立督导评估问责机制，以
督导评估加速整改进程，以问责倒逼整
改事项落实落地。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
见梳理出的 22 个具体问题，已完成 15
个，取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7个。
根据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15人，组织处理20人。
邯郸市永年区委把巡视整改作为

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巡视整改和各项重
点工作，建立层层压责、上下联动、协同
配合的整改责任链条。实行日动态、周
调度工作机制，编发《整改动态》28期，
建立健全制度79项，把巡视整改情况纳
入重点工作大督查和各级领导班子年
度考核内容。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梳
理出的41个具体问题，已完成18个，取
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23个。根据
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0人，组织处理8人。

邱县县委把推进巡视整改落实作
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把整改成效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重
要内容。实行严格的日常监督机制、清
单管理动态销号机制，纳入重点工作大
督查重点督促内容。健全完善31个管长
远的制度性文件。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
见梳理出的25个问题，已完成17个，取
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7个，基本完
成1个。根据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人，组织处理3人。

九届省委第七轮巡视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进展情况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