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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10月27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
党组书记叶冬松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心体
会蕴含其中的深邃政治考量，切
实用以武装头脑推动工作。要把
牢政治方向，按照省委要求，做深
调查研究，推进改革创新，抓实工
作任务，提升机关干部的能力素
质。要坚持选育管用结合，加大教
育培训力度、监督管理力度、实践
锻炼力度、选拔使用力度，加强机
关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下转第三版）

跑好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河北深入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

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叶冬松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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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平

阜平县骆驼湾低矮逼仄的黄泥小屋，
变成了具有保温隔热功能的新民居；一直
靠种土豆和玉米填肚子的顾家台人，如今
建起了密密麻麻的食用菌大棚，“老乡菇”
热销广东、福建等十几个省份；建光伏电
站、种植微型薯、盖起一排排新民居、建成
花园一样的村民广场，2018年底，张北县
德胜村实现全村脱贫出列，今年6月底，
村里最后1户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

几个村子的变化，似一扇扇窗口，真
切展示出河北“十三五”脱贫攻坚取得的
丰硕成果，生动诠释着“好日子是干出来
的”“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最牵
挂的一件大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任务和标志性工程，是一项对中华
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
业。“十三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
察河北，每次都对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指
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北
作为京畿要地，区位特殊，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
略和国家大事，也直接关系向世界展示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

“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
本方略……确保现行标准下310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贫
困县全部摘帽。”河北“十三五”规划中关
于扶贫脱贫的目标任务，正一项项变为
现实。到去年年底，全省62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774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
发生率降至 0.07%，历史上首次消除区
域性整体贫困。到今年 6 月底，全省剩
余 3.4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稳定脱贫条
件，河北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个个鲜亮的数字，勾勒出河北大
地上的非常之功——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明显加快、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不断
改善、贫困群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精神
文化层面的收获更加丰富和充盈。

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
状，到在全国首创市县党委、政府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擂台
赛”；从优化顶层设计、强化资金支持，切实把“两不愁三保障”落
细落小落实，到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科技扶贫、易地搬迁扶贫
打造持续稳定增收主引擎；从出台《关于坚持扶贫扶志扶智相结
合 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实施意见》，到开展“抓党
建、促脱贫、保小康”活动，再到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脱
贫防贫长效机制的意见》……五年间，我省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以钉钉子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升级加力。

一串串踏石留印的足迹，诠释着全省上下倾注的非常之
力——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将“精准脱贫的硬仗”列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打好
的“六场硬仗”之一，（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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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政
府新闻办10月27日召开的2020年前三
季度河北省国民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 ，前 三 季 度 ，全 省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25804.4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比上
半年加快2.0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2283.3 亿元，同比增长 1.9%，比
上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
加值 9861.2 亿元，同比增长 1.7%，比上
半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
值13659.9亿元，同比增长1.2%，比上半

年加快2.5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

田艳介绍，前三季度，全省各地各部门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落实新
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深入开展“三创四建”和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坚决办好
“三件大事”，（下转第四版）

■生产总值超25804亿元 ■同比增长1.5%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岳文婷 王 晓

10月的冀南平原，沃野千里，一望
无垠。

在青银高速和 230国道交会处的
刘秋口村麦田里，冬小麦麦芽已经一
片嫩绿。

在刘秋口村东口，一块立于 1988

年的石碑上刻着村庄由来：明永乐年
间，刘姓由河南归德府夏邑县迁来立
村，因近古湫河，遂名刘湫口。后“湫”
简为“秋”。

“五六百年前，我们的祖奶奶领着
俩孩子，为避乱千里跋涉来此定居。”
1946 年出生的刘守信说，“到我这里，
已经是第16代了。”

刘秋口村现有户籍人口 392 户、
936 人，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2014
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95户204人，

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 10岁，虽然

住的还是土坯房，但人民当家做主人
了，都精气神十足。”81岁的刘根平说，
1958 年开始，他学了两年河南坠子。
1970年前后，为了歌唱祖国建设、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他在村里组建了坠子
剧团，成员有20多人。

1982 年，刘秋口村 20 岁的刘运
才从部队退役，正赶上改革开放好
时机。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乡镇企业像
雨后春笋般生长。”刘运才说，他和二
哥刘进才以及一个伙计，三人一共凑
了 3500元，合伙买了一台二手的天津
铁牛55拖拉机。

一年之后，刘运才觉得拖拉机跑
得太慢，他提议买汽车，但是由于物资
紧缺，找了半年，贵贱买不到。

1984年，三个人跑到石家庄，花了
一个多月买齐了汽车配件，组装完成
后，连夜开回了村里。（下转第三版）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河北日报记者 周 洁 高原雪

新问题、新矛盾、新需求，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一系列“发展的烦恼”
待解：如何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如何
破解基层有责无权的难题？如何补齐
基层公共服务短板？

跑好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最后
一百米”，从 2019 年开始，河北省深入
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全面实现“一支
队伍管执法”，平均下放审批服务事项
106 项，下沉编制 2.2 万余名，每个乡街
增设3个副科级岗位……

改革，激活一池春水。如今，全省
2249个涉改乡镇和街道从外到里“变了
模样”。

热点难点问题受理率100%

下沉执法权至乡街，两张
“网”让基层治理强起来

为了“堵”一个散乱污企业，邱县古
城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宋建磊三

天跑了六趟。
这是一个加工自行车零配件的小

作坊。经查看，营业执照、环评手续全
都没有，执法队立即进行查封。

“放在以前，乡镇可管不了，根本没
这个权限。”邱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古城营镇党委书记高峰感慨地说，

“别小看治理一家三无企业，至少涉及
五顶‘大盖帽’——环保、市场监管、安
监、农业农村、国土资源。”

“乡镇有责无权，看得见的管不
着；县直部门鞭长莫及，管得着的看不
见。”河北省委编办副主任白志和表
示，“我们深知其中痛点，赋权是关键
所在，执法权力下放了，基层治理效能
自然提升。”

此次改革，河北省探索实施执法权
下沉，明确下放行政处罚事项指导清单
87 项，目前全省 2249 个涉改乡镇和街
道全部建立综合行政执法队，全面实现

“一支队伍管执法”。
邱县之变，就是河北省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
“赋权，首先要确权。”邱县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孙伟华介绍，通
过召集执法人员、职业律师、司法部门

逐项梳理，最终确定将住建、发改等 10
个部门共 1925 项执法事项进行划转，
集中到新成立的综合行政执法局。

确权只是第一步。在确权基础上，
将集中后的执法事项统一下放到 7 个
乡镇执法队进行综合执法。“打破部门
利益，我们是硬调人、调硬人。”邱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副科级干部李艳华介绍，
县委常委会会议头一天晚上确定人员
名单，第二天上午 8 时就得到岗报到，
纪委全程跟踪，确保落地落实。

在“物理整合”基础上，邱县全面推
进两张“网”，从根源上破解看得见管不
了、管得了看不见的执法瓶颈。

一张“网”是网格。38 岁的陈立勤
是邱县古城营镇一名网格员，她说：“谁
家有啥人，最近有啥事，我都清楚。”在
古城营镇，活跃着57名网格员、百余名
胡同长，发现问题更精准及时。

另一张“网”是网络。依托智慧网
络综合指挥中心，通过 APP 就能开展
网格事件上报、流转、处置等。9 时 35
分投诉垃圾桶问题，10 时 50 分就已处
理完毕，网友“一生何求”由衷感叹：

“真管事！”
今年以来，该平台共接报群众反映

热点难点问题 3 万余件，受理率 100%，
75%在乡镇化解。

首批平均下放审批服务
事项106项

基层事情基层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月14日，肃宁县尚村镇尚都华安
福邸住宅项目工地施工正酣。

从拿到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开工建设
仅用了22天时间，审批服务的加速度，
让项目负责人吴畏的“小确幸”可感可
触。“以前去县里，没个三五趟下不来！现
在直接在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就能办。”

与吴畏一样，尚村镇党委书记赵建
龙对改革带来的“化学反应”也感触颇
深，“改革把基层权力给了基层，保证基
层事情基层办、基层事情有人办，让基
层群众有了更直接的改革获得感。”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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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代人追逐的梦想实现了
——记冀南平原刘秋口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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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一边是规划 100%利用清洁能源、
自身却风光资源有限的未来之城，一
边是迫切渴望新能源大量消纳、国务
院批复的唯一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如今，一条起于张北草原，南下太
行，东进平原，贯穿河北南北网的银
线，把两地紧紧相连。

每年为雄安新区输送 70 亿千瓦
时的电能，为其实现100%清洁供电创
造条件；远期每年可将 360 亿千瓦时
清洁能源输送到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
京津冀和华中负荷中心……经过一年
多的建设，今年8月29日，张北—雄安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
投运，改变了多地清洁能源的生产、使
用布局。

每年超70亿千瓦时的清洁
能源，从张家口送到雄安新区

“顺着这条线，张北的清洁能源正
在以 200 万千瓦的功率送到雄安新
区，将担负起为新区提供主要清洁电
能的使命。”10月26日，在国网河北省
电力公司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大
屏幕上，该中心系统运行处处长高泽
明指着一条从张家口延伸到雄安新区
的闪光传输线，向记者介绍。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雄安新区“终端能源消费全部为清
洁能源”。

260公里之外，张北新能源基地曾
为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发愁。

数据显示，分布在张家口坝上地区
的风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7000万

千瓦。根据《河北省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发展规划》，到2020年、2030年，
张家口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分别达
到2000万千瓦、5000万千瓦，富余的清
洁能源急需新增电力外送通道。

一端规划着 100%清洁能源消费
的蓝图，一端迫切渴望着风光能源大
量消纳的美好前景，国家规划让两者
对接起来。

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
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作为国家
特高压骨干网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跨
越河北南北网的张北—雄安 1000 千
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首次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中。

2018年11月29日，该工程得到省
发改委核准批复。该工程由国网冀北

电力和国网河北电力共同建设。2019
年 3 月 15 日，首个试点开建。2019 年
4月，工程正式开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今年 8 月 29
日，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张北—雄安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
投运，成为连接张北新能源基地和雄
安新区，保证雄安新区清洁用电的主
要供电通道。

该工程起自张北特高压变电站，
止于雄安特高压变电站，全线采用双
回路架设，长度 315 公里。工程将张
北500千伏开关站升压扩建为1000千
伏变电站，（下转第四版）

张北—雄安特高压：清洁能源点亮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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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6%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辍学

人数实现动态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