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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万祥在衡水调研时强调

更好发挥商协会引导服务功能
形成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载体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
近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经有关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推荐，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程序
组织综合评定，并于12月14日
完成公示，确定张家口市沽源
县滦河神韵风景区、承德市双
桥区磬锤峰森林公园景区、唐
山市迁安市白羊峪长城旅游
区、唐山市迁西县花乡果巷旅

游景区、保定市阜平县云花溪
谷景区、保定市唐县潭瀑峡景
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景区、沧
州市河间市河间府署景区、邢
台市南和区南和农业嘉年华景
区、邯郸市肥乡区丛台酒苑景
区 10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至此，我省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数量达到141家。

河 北 新 增 10 家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从近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十三五”
节约用水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
三五”期间，我省统筹粮食生产与节水
压采，以发展节水农业为导向，以种植
结构调整为抓手，强力推进节水种植技
术，农业用水占社会总用水量由治理前
的 72.2%下降到 2019 年的 62.7%，用占
全国0.6%的水资源量生产了全国5.6%
的粮食，养活了全国5.4%的人口，实现
了农业节水与粮食稳产的统一。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扩种耐旱作
物。我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发
展适水种植，在深层地下水超采区，开
展耕地季节性休耕试点；在井灌区将
小麦、玉米一年两季种植，改为只种植
一季雨热同期的谷子高粱等作物，实

行一季休耕一季种植，规模达到200万
亩，亩均减少地下水开采 150 立方米，
探索形成了自然休耕、生态休耕等四
种休耕模式。以张家口坝上和黑龙港
地区为重点，开展旱作雨养种植试点，
适当压减水浇地种植，改为依靠自然
降水发展生产，今年旱作雨养种植发
展到 75 万亩。其中，在张家口坝上地
区，将水浇地蔬菜、马铃薯等高耗水作
物改为旱作雨养胡麻、燕麦等耐旱作
物，规模达40万亩，亩均减少地下水开
采120立方米；在黑龙港深层地下水超
采区的沧州、衡水等市，将小麦、玉米
种植改为旱作油菜、谷子、花生等作
物，初步形成了春季旱作油菜、黑麦
草、油葵等，夏季谷子、高粱、玉米、花
生等旱作雨养种植模式，规模达 35 万

亩，亩均减少地下水开采220立方米。
推广节水灌溉。依托高标准农田

建设，在井灌区推广喷灌、滴灌、管灌
等高效节水技术4285万亩。我省还逐
年加大投资比例，将高效节水灌溉列
入重要建设内容，重点发展从机井到
田间防渗管道和田间喷灌、滴灌等工
程建设，在蔬菜上推广膜下滴灌、膜下
沟灌等技术，在果树上推广小管出流
等技术，减少渗漏，提高灌溉水利用
率，降低水资源使用量。各相关部门
还积极与种植大户、种植合作社、农业
托管服务组织等对接，试点大田作物
滴灌节水技术。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自
筹资金，开始在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农
田试点开展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节水
技术10万亩，采用“先建后补”方式，在

9个市和雄安新区的34个县示范推广。
突出农艺节水，推行农机农艺融

合、良种良法配套。以冬小麦为重点，
集成推广小麦节水稳产配套技术，采
取专家推介品种、免费向农户供种、落
实配套种植技术、实现节水稳产的方
式推广冬小麦节水种植，共推广 3420
万亩，全省冬小麦节水种植基本实现
全覆盖，麦田浇水次数由 3至 4水减少
到现在的 2 至 3 水，亩均减少 1 至 2 次
浇水，亩均减少灌溉40至50立方米。

多措并举，我省农业用水持续递
减。2019 年，我省农业灌溉用水量
102.9亿立方米，较 2015年减少 21.3亿
立方米，农业生产在面积减、水量减的
情况下，实现了单产增、总产增的“两
减双增”。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12 月 17 日至 19 日，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冉万祥在衡水调研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时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
现有的特色产业优势，把促进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更好发挥
商协会的引导服务功能相结
合，有重点地组建完善商协会
组织，切实增强对民营企业的
引导和服务，努力形成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的新载体。

冉万祥先后到安平、阜城、
冀州、枣强、故城等县区就当地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进行实地考
察，对衡水市依托特色产业组建
商协会、通过商协会开展以商招

商和提供部分共性技术服务的
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商
协会组织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的重要载体和依托。要加
快商协会建设，扩大对民营企业
覆盖面。要围绕补齐短板和锻
造长板，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
组建公司化、平台化的商协会，
带动更多民营企业开展创新转
型活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要发挥商协会招商优势，做
好延链补链工作。各级统战部
门和工商联，要加强同商协会的
联系，指导商协会规范运作，坚
持把思想政治引导寓于商协会
的各项活动中，使之在反映诉
求、维护权益、规范行为、提供服
务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怀来县官
厅中心校教室里，六年级的李蓉花听课
细致认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李蓉花家姐弟三人，她是老大，父
亲过怕了穷日子，担心上学花钱，不让
孩子们入学读书。

为此，官厅中心校校长赵建兵一次
次直奔小蓉花家。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把三姐弟接
回校园。

踏遍沟沟坎坎、想尽千方百计、说
尽肺腑之言……从太行深山到冀中平
原，从渤海之滨到塞外山城，每一个辍
学孩子的返校，背后都有基层干部、校
长、老师的努力。

抓好控辍保学、实现义务教育有保
障，是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
展控辍保学行动，持续提高义务教育普
及和巩固水平，努力办好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一个学生背后，至少有7双关切的
眼睛。”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县
长、局长、乡长、村长、校长、家长、师长
都承担控辍保学任务。

为了织密控辍保学网，我省多次召
开会议，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控
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实施
意见》，建立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各级
教育、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形成合
力，给义务教育有保障加上了一道“保
险阀”。

与此同时，我省指导各地对劝返复
学的学生进行分类安置，落实桌椅板
凳，满足就餐、住宿、交通需求，解决好
吃住行问题；加强心理辅导和真情关
爱，建立师生结对帮扶制度，解决好心
理适应和融入校园问题；健全学习帮扶
制度，合理安排教育教学内容或单独编
班补课，解决好学习困难问题。

离老远就听出来是老师到家里来
了，保定市徐水区大因镇大千秋村的马
子熏“吱吱呀呀”地打招呼。这个8岁的
建档立卡学生，是一名脑瘫患儿，生活
不能自理，无法坐到教室里读书。父亲

去世、母亲改嫁，生活全靠年迈的奶奶
照顾。

这两年，大因镇大千秋小学教师王
端送教上门，在马子熏身上倾注了大量
心血，孩子又多了一个亲人。

“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包括健康儿
童，还包括残疾儿童。我省对他们进行
相关评估，优先就近安排到特教学校或
普通学校就读，不便到校接受教育的，
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并纳入特殊教育学
校在籍学生管理。

“孩子上学不交学费，还有补助打
到专门的银行卡上。”李蓉花的父亲一
算账，心里踏实了，送孩子去学校不用
额外花钱。

既让孩子有学上，还得减轻贫困家
庭的经济负担。近年来，我省持续健全
完善资助帮扶机制，为控辍保学托底。
2016 至 2019 年全省累计安排各类资助
资金 252.7 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860 万人次，实现学前教育到研究生
教育全覆盖。

不断延长的资助链条，让贫困生们
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学习有了动力，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辍学人
数实现了动态清零。

“中午有免费的营养餐，老师每天
放学还给我们补课。”李蓉花姐弟很快
适应了校园生活。

劝回来，还需要稳得住。为了让学
生安心上学，我省不断提升贫困地区教
育水平，为贫困地区学生接受良好义务
教育创造条件。

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 弱 学 校 基 本 办 学 条 件 工 程 ，覆 盖
13502所中小学，很多农村学校教室、食
堂、操场、旱厕等得以改造升级，薄弱学
校焕发出生机活力；开展乡村小规模学
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仅去年新建、改扩建校舍 58 万平方米，
推进了两类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
装备配备；加强乡村教师补充、交流和
培养培训工作，全面提升乡村教师待
遇，不断提高农村教师专业化水平。

去年我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7.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8个百分
点。教育扶贫为更多孩子、更多家庭注
入信心、带去希望。

织密控辍保学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辍学人数实现动态清零

教育扶贫精准发力拔穷根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近日，位于成安县的河北伟宸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
调试设备。成安县着力培育科技创新企业，引进发展新兴产业项
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强力推进农业节水

0.6%水资源量产出全国5.6%的粮食

（上接第一版）美丽河北的生态底色日益靓丽。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绿色产业体系亮点多

12 月 20 日，迁西县。津西钢铁集团钢板
桩生产车间里，今年8月竣工的世界最大全自
动智能化钢板桩对穿线正在全负荷运转，一
条条长长的Z型钢板桩陆续下线，即将装船出
海，运往北美、欧洲等地区。

Z 型钢板桩是应用广泛的国际高端钢材
产品，轧制难度极高，被誉为钢铁高端精品

“皇冠上的明珠”。今年疫情期间，津西集团
逆势突围，研发的能够抗击零下 30 摄氏度恶
劣环境、达到欧美标准的Z型钢板桩，填补了
国内空白，成功打入欧美市场，成为代表中国
钢铁高端精品的一个新名片。

“十三五”期间，津西集团压减炼铁产能
241万吨、炼钢产能256万吨。产能压减了，竞
争力却提升了。企业变压力为动力，不断拓
展转型升级新空间。目前，津西型钢产品已
形成 134 个系列、372 种规格，H 型钢、钢板桩
销量稳居全国首位，并远销33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全球最大的型钢生产应用基地。

从普通“大路货”到专精特新，从行业跟
随到创新引领，这是津西集团自强不息的华
丽蝶变，也是这些年河北坚定不移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的生动缩影。

偏重的产业结构，曾是河北生态环境不
能承受之重。

“全国 10 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河北占了 7
个。再不下决心调整结构，就无法向历史和人
民交代。”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
指出了河北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严峻形势。

“要过结构调整的坎，爬转型升级的坡。”
“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

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
红花、当英雄！”

总书记掷地有声的一席话，精准指出了
河北的症结所在、出路所在。

深入基层密集调研、召开会议专题部
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持
之以恒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全面加快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步伐，为建设经济

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聚焦问题抓要害，找准病根开药方。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勤也多次指出，强化产业结
构调整，加快落实年度去产能任务，以严格的
环保、能耗、水耗、安全等标准，倒逼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企业转型升级。

目标定了、路径明了。全省上下发扬钉
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过了一山再
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

用非常之力坚决去产能，“去”出发展新
空间——

“2017 年，钢铁产能整体退出，彻底告别
老本行，投身文旅产业。”走进武安东山冶金
公司，近千亩厂区一片静谧。公司总经理王
勇钢说，公司计划投资 27.69 亿元，在这里打
造一座集文化展示、旅游服务、教育培训及居
住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休闲综合体。昔日钢
厂要变身文旅小镇。

为全局计，为世代谋。
向积攒多年的“家底”开刀，我省将去产

能范围由国家要求的钢铁、煤炭2个行业调增
为钢铁、煤炭、焦化、水泥、平板玻璃、火电等6
个行业。在2017年底提前超额完成“6643”目
标任务的基础上，又制定了重点行业去产能
三年行动方案。去产能，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绿色发展。

持续推进重点污染企业退城搬迁，“搬”
出发展新活力——

10 月 29 日，河钢石钢新区在石家庄市井
陉矿区正式投产。新区采用电炉短流程炼钢
生产工艺，与长流程工艺相比，等量级生产规
模可实现污染物减排70%以上。同时，推动数
字化、智能制造技术与钢铁深度融合，从原料
组织到产品交付，实现了“一站式”处理。钢
铁气质，因绿而变。

针对“煤电围城”“钢铁围城”等突出问
题，我省坚持管住新增、搬迁分散、关停落后、
发展新兴，扎实推进符合条件的重污染企业
退城搬迁。保定、廊坊市钢铁产能全部退出，
实现“无钢市”，唐山、邯郸两大基地和临港钢
铁产能比重达到81%，水泥熟料产能向资源富
集的燕山—太行山一带聚集……通过退城搬
迁，企业与城市实现了双赢。

加快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改”出发

展新优势——
以严于国家标准实施企业环保建设与治

理。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在2018年10
月提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基础上，今
年投入2.1亿元实施七大环境治理项目，实现
排放指标在超低排放基础上下降70%以上，排
放量较2019年下降50%以上。

“污染大户”变身“治污先锋”。我省在全
国率先完成所有符合改造条件的钢铁、焦化
有组织超低排放改造和火电企业深度治理，
积极推进水泥、平板玻璃、陶瓷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重点行业386家企
业 1058 个项目，基本实现重点行业有组织超
低排放改造全覆盖。

转变蕴含希望，转机预示曙光。
传统产业加速提档升级，新兴产业一路

高歌猛进——
在张家口，良好的生态吸引阿里巴巴、腾

讯、秦淮数据等数十家企业落户，一个世界级
超大规模绿色数据中心产业集群正在快速
推进。

在秦皇岛，一批康复辅助器具制造企业
相继入驻，美丽港城多了一张“北方高端康复
基地”的新名片。

在唐山，现有应急装备企业 168 家，涵盖
了应急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
等全产业链，一个现代化应急装备产业基地
正在崛起。

……
由重变轻、由黑变绿、由旧变新。河北从

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产业结构，向
着绿色、循环、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转型。

2018 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实现
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2019
年产业结构“三二一”态势进一步增强，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19.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突破50%。

多措并举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清洁能源利用领域广

屋外寒风萧瑟，高碑店市栗各庄村单增
平家里却暖意融融。今年刚一入冬，她和老
伴儿就打开了家里的燃气采暖炉，屋里温度
基本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

12月15日10时，记者走进单增平家。“原
来是烧煤取暖，一天到晚得一趟趟地取煤、添
火，受累不说，还弄得到处都是煤灰。”单增平
说，2017 年，村里“煤改气”后，取暖时只要将
燃气采暖炉设定好温度就不用管了，屋里温
度基本是恒定的，真是干净又暖和。

调整能源结构，削减燃煤污染，是改善我
省大气环境质量的关键性举措。

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油则油、宜煤则
煤，我省整县、整乡、整村推进清洁取暖。把
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和张家口市、辛集市
及定州市全部列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城市，保障群众清洁温暖安全过冬。

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765.59万户，2020年完成清洁取暖改造360.32
万户，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散煤清零；对不具备

“双代”改造条件的山区和坝上地区推行洁净
煤，洁净煤完成配送281.51万户。

大气环境，群众关心关注。回应人民群
众所想、所盼、所急，省委、省政府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把压煤减
排作为主攻方向，多措并举推进能源结构调
整，治本攻坚，重点突破。

强化顶层设计，进行全面部署——
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任主任的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省长任组长的全省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省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会议、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
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强有
力的组织推动，汇聚起治本攻坚的磅礴力量。

制定实施《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的意见》及 18 个专项实施方案，《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实施意见》《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方案》等一系列行动计划和工作方案，目
标任务清晰明确，工作方式科学高效，步骤措
施详尽完备。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我省打出
减煤、治企、降尘、控车等一系列“组合拳”。

能源消费更加清洁——
日前，走进文安县滩里镇鹏程木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记者深吸一口气，感受不到往
常刺鼻的异味。

投入3000余万元，淘汰20蒸吨/小时燃煤
锅炉，更换为天然气锅炉，每日减少燃煤 60

吨。近年来，鹏程木业加大资金投入进行环
保提标和技术改造，一举实现生态质量和经
济效益双提升。

实现锅炉清洁燃烧，截至目前，我省累计
淘汰 9 万余台燃煤锅炉，完成 526 台 38198 蒸
吨 35 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和 15165 台燃气、燃油、燃生物质锅炉提标改
造。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 35 蒸吨/小时以下
燃煤锅炉淘汰，保留的3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
锅炉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运输结构更加优化——
去年 11 月份，衡水书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商砼分公司引进 8 辆国六排放标准混凝土
运输罐车，成为衡水市首家引进国六标准柴
油车的企业。

推动运输清洁化、绿色化，我省加快道路
货运结构调整，强化柴油货车污染防治，大力
推进“公转铁”和“海铁联运”，有效减少尾气
排放。全省铁路货运量2019年完成2.7亿吨，
比 2017 年增长 58.8%，提前完成国家“2020 年
底前全省铁路货运量比 2017 年增长 40%以
上”的目标。2020 年以来累计淘汰和清理国
三及以下中重型柴油货车 15.9 万余辆，推广
应用各类新能源汽车 32.2 万余辆标准车，交
通运输结构“绿意”盎然。

清洁能源利用更广——
行走在张家口坝上草原，一片片风车矩

阵不时映入眼帘，一台台巨大风扇在蓝天白
云下呼呼转动。曾几何时，坝上恼人的风“从
春刮到冬”。如今，张家口市积极发挥风光资
源富集优势，变劣势为优势，化风能为电能，
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推动首都“两区”建设，张家口市全面推
动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全市可再生能源累
计装机规模达到 1763.7万千瓦。依托丰富的
可再生能源，全市大力推进“以电为主”的冬
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同时，构建绿色
公共交通体系，连续三年引进氢能源电池公
交车，成为全国氢能源电池公交车运营数量
最多的城市。

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
燕赵大地的“颜值”和“气质”持续提升，

经济“体格”和“体质”越来越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动能
更足。

（上接第一版）2018 年以来，我省共争取中央
车购税资金 39.2 亿元，投入省级燃油税资金
43.2亿元，全部用于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
极大地缓解了我省贫困地区交通扶贫项目建
设资金短缺问题。

农村公路不仅连千万家，还给人民群众
带来了“美”，带来了“富”。

近年来，我省平泉、迁安等 9 个县（市）先

后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省示
范县数量达到79个。一条条进村连户的美丽
农村公路带动了“交通+特色产业”“交通+旅
游休闲”“交通+电商快递”等一项项新产业新
模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重点施策，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近年来，
我省不断扎实推进贫困地区高速公路建设。

千里太行，雄浑壮美，却也阻碍了人们
的出行，成为贫困落后的象征，被国家列为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8 年

底，全长 680 公里的太行山高速公路通车运
营，740 万山区群众实现了“千里出行一日
还”。太行山高速的贯通，为河北交通扶贫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太行山区与京
津冀都市圈中高端市场直接对接，使绿色

产品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十三五”期间，重点围绕燕山—太行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黑龙港流域等区域，全省
建成太行山高速、苏张高速康保冀蒙界至沽
源段、曲港高速曲阳至肃宁段等贫困地区高
速公路 14 条段、985 公里，完成投资 1140 亿
元，充分发挥了交通运输在脱贫攻坚中的“先
行官”作用。

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 17 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