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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 （记者孙也达） 近
日，记者从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了解
到，该市将通过加强污染物、污染源
和污染区域的协同控制等措施，精准
防治大气污染；通过开展深化河湖长
制和湾长制等工作，系统防治水体污
染；通过全面推行农用地分类管理等
途径，积极防控土壤污染风险，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
建设美丽港城。

6方面确保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标

“从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强化散煤
替代和煤质管控、加强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推进VOCs的深度治理、强化移
动源管控、扎实落实精准管控6方面入
手，确保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和 PM2.5
平均浓度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秦皇岛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远说。

该市将积极推进钢铁行业转型升
级、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和公转铁项
目建设，推进城市周边地区玻璃、水
泥企业和商砼搅拌站退城搬迁，严格
控制钢铁、火电、水泥等重点行业企
业煤耗量，加快推进燃煤锅炉、工业
炉窑的技术改造和清洁能源替代。

推进重点区域的清洁取暖工作，
在上风向区域内实行电代或气代全覆
盖，打击使用劣质燃料散煤做到销售
网点的抽检覆盖率、洁净型煤和生物
质成型燃料抽检覆盖率、重点用煤单
位煤质抽检覆盖率3个100%。

严格落实工地在拆迁和建筑施工
等各个时期监管部门的责任和管控要

求，所有建筑工地提升扬尘管控水
平，所有渣土运输的车辆全部安装定
位系统，并与市大气污染防治调度中
心监控平台联网。

降低臭氧前体物生成，全面推进
VOCs深度治理，全市141家涉VOCs企
业“一厂一策”编制治理方案，谋划实施
北京首嘉钢结构、秦冶重工、川港专用
汽车制造、泰运专用汽车制造、兴民伟
业建筑总计 5 个源头替代项目。另外，
制定下发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排放达标
整治专项方案、柴油货车联合执法路
检路查及监督抽测计划，规范重型柴
油货车定期排放检验、路检路查工
作。结合不利气象条件下大气环境质
量差异化管控方案，分3个不同领域分
类施策，对全市 124 家企业实施精准
管控。

3项工作系统防治水体污染

“今年，我们力争纳入国家、省考
核的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质目标的断面比例达
到 80%以上，3 个地级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以上标
准要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不出现
反弹。”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
境科负责人魏永鹏说，今年将通过开
展深化河湖长制和湾长制、实施雨污
分流改造、持续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
保护 3 项工作，系统防治水体污染。

充分发挥河长制工作机制，利用
河长巡河时机，督导问题整改，压实
各级河长责任和属地责任，推动提升

水环境质量列入河湖长制工作重点；
持续深化湾长制，推动重点河口海湾
综合整治修复，构建综合监管体系，
有针对性地提出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修复、环境监管等整治措施。

全面加强污水管网建设提升污水
收集能力，全面加快城市建成区雨污
分流改造。到 2021 年底，城市和县城
污水处理率均达到95%以上，城市污泥
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90%以上，推进
城区老旧排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对跑
冒漏现象严重的管网进行改扩建。

持续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巩固提升县级水源地水源安全保障
水平，加强昌黎县后孟营水源地治理；
开展“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做好饮用水源监测
和风险防范，完善水源地监测监控体
系，定期开展水质监测、水源评估。

分类管理治理土壤污染

在净土保卫战中，秦皇岛市将全
面推行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定时间
表、压实责任，有序治理农用地土壤
污染，推动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

分用途开展建设用地风险管控，落
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制度，动态更新疑似污染地块名
录、污染地块名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实现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稳定提升。

加 强 重 点 行 业 企 业 土 壤 环 境 监
管，定期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

废物处理设施周边土壤进行监测。进
一步调整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结构，逐步推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
力与实际需要基本匹配，严厉打击危
险废物非法倾倒处置违法行为，有效
防范危险废物污染。

近日，秦皇岛市抚宁区台营镇干涧
岭村格外热闹，漫山遍野的香椿树吐出
嫩芽，精选、码齐、捆绑……村民们利落
地将红香椿整理打包。

“这香椿是刚从树上打下来的，看
看多新鲜。”村民杜红伟说，今
年，她家里的香椿树丰收
了，预计能有 600 斤，头
茬香椿卖到了每斤 25
元，现在的二茬也能
卖到每斤 4 元，预计
至少收入 6000 元。
放在以前，谁能想
到这小小的香椿树
还 能 给 咱 带 来 好
收益。

和杜红伟一样，以
前干涧岭村村民只当香
椿是平时饭桌上一道普
普通通的家常菜，根本
没有意识到这些长在房
前屋后、田地边、山野间
的香椿树，还能成为大
家的“摇钱树”。

干涧岭村地处丘陵弧形地带，光照
充足，加上气温、土壤适宜，得天独厚的
小气候下自然生长的红香椿，相较于其
他普通香椿色泽更红润、口感更好。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原生态食品需
求的不断加大，干涧岭村干部们发现村
里特有的红香椿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于是，他们带头利用村里的闲置土
地种植香椿树，并有规划

地进行人工分植，增
加苗木数量，带领

村 民 们 增 收 致
富。目前，全村
红香椿树的种
植 面 积 已 达
500 余 亩 ，年
产近 16 万斤，
每年 4 月中旬
上市，采摘时间

约 1 个月，每斤
市价在 2 元至 25
元不等，村民人均
可增收4000元。

5 月 5 日 4 时
许 ，56 岁 的 村 民
杜 国 财 早 早 起
床 ，带 上 工 具 到

地里采摘香椿，这已经是他连续半个月
早起了，但看着自家近 7 亩地的红香椿
一下树就被抢购一空，老杜一点也不觉
得累。

“香椿不摘就长老了，我得趁着采摘
期多摘些精品，卖个好价钱。现在，种植
香椿已经成为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之
一。”杜国财说，近两年，家里的红香椿成
了紧俏货，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客户都
来收购，最远还卖到了云南、内蒙古
等地。

为规范香椿产业发展，干涧岭村为
村民建了香椿买卖集散点，便于客商集
中采购。同时，在村里的组织下，村民还
通过网络平台和短视频等方式进行直播
销售，拓宽销售渠道。此外，该村还打造

“农业+旅游”产业模式，推动以休闲采
摘、餐饮娱乐等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和
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

“目前，我们已注册了‘干涧岭’红香
椿品牌，利用品牌优势，村里的香椿产业
已发展成为全镇特色产业。”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杜伟说，随后，他们将成
立香椿种植合作社，统一采收、统一销
售，帮助村民规避市场风险，促进香椿产
业提质增效。

抚宁区台营镇干涧岭村：

小香椿长成“摇钱树”
河北日报记者 师源 通讯员 马嘉骏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讯员高扬、徐丹）今年
初，秦皇岛港新港湾公司的集装箱码头完成了“油改电”
技术改造，改造后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00吨。
据能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秦皇岛港集装箱码头
能耗费用较去年同期节约资金44万元，预计全年将节约
资金180万元。

今年以来，秦皇岛港新港湾公司以清洁能源利用、生
产方式优化和智能升级改造为重点，积极探索低碳减排
新路径，全力实施绿色转型。针对船期变更、船型较小导
致岸桥利用率较低、待时电耗过高的现实问题，秦皇岛港
新港湾公司通过科学调度每日船舶靠泊情况，控制岸桥
收放次数，减少能源消耗。今年3月份，秦皇岛港集装箱
码头共靠泊船舶58艘次，岸桥电耗环比降低15.5%，节省
电耗约2.4万千瓦时。

此外，秦皇岛港新港湾公司还对码头作业环节中设
备作业区域、船舶作业、流动机械维修等 12项内容进行
优化改进，不仅使集装箱码头作业各环节衔接更加紧密，
还降低了设备待时消耗，杜绝了无功消耗。据统计，今年
一季度，秦皇岛港新港湾公司的各类机械同比减少燃油
和用电费用16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 通讯员史娜）近日，秦皇岛
市旅游文广局精心设计并推出 7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引领市民和游客走进红色景区，体验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精神。

7条线路分别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昌黎县五峰
山景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鸟类博物馆和奥体公园，
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城博物馆，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玻璃博物馆，抗战村史馆界岭口村，冀东抗战纪念
馆、烈士陵园、指挥部旧址、被服厂旧址柳河北山，花场峪
村抗战纪念馆等红色场所为主线，以秦皇岛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乡村旅游村（景点）为依托，
与秦皇岛独特的自然文化、风光资源相结合，将周边景点
以线条脉络串联，游客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亦可领略
秦皇岛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美丽乡村风光，为游客提供优
质的旅游体验。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 通
讯员王静）近日，笔者从秦皇岛市
统计局获悉，一季度，该市经济运
行持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达到预期，开局总体良好。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 428.08 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7.8%，
增速居全省第二；第一产业增加
值为 26.96 亿元，同比增长 2.5%；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41.44 亿元，
同比增长22.8%；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259.68亿元，同比增长17.0%。

工业生产持续快速恢复。一
季度，该市工业经济实现增加值
134.33 亿元，同比增长 22.2%。规
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23.2%，比
全省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位
居全省第三。分主要行业看，在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 34 个行
业大类中，有 30 个行业实现增
长，22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服务业生产全面恢复。全市
港口货物吞吐量 0.53 亿吨，同比
增长18.6%，其中秦皇岛港0.52亿
吨，增长20.9%。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9.3%；
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56.1%，限额以上餐饮业
营业额同比增长65.2%；共接待国内游客190.4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9.06亿元，分别增长1.14倍和55.4%。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2.94亿
元，同比增长 3.5%。其中农业产值 9.87 亿元，增长 2.2%；
牧业产值 37.05 亿元，增长 3.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4.71亿元，增长8.7%。

消费市场恢复态势明显。一季度，消费市场呈现较快
的恢复态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50亿元，同比
增长27.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五。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2.8%，较上年同期提高12.9个百分点。完成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7.0%，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占比
92.8%，增长24.2%，工业投资增长5.7%。

财政收入持续回升。全市全部财政收入 81.86亿元，
同比增长 18.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71 亿元，增长
13.4%。其中税收收入26.29亿元，增长3.0%。

消费价格保持平稳。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其
中，衣着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居住类分
别下降1.6%、1.9%、0.5%、1.7%。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 通讯员郭青柳、
景慧梅）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秦皇岛市在全市建立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共排查
婚恋家庭矛盾纠纷373件，调处率达99.2%。

推动法治端口向前延伸。提前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形成对婚恋矛盾纠纷的
正确认识。提前开展针对性咨询，为妇女、老
人等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为群众开通
理性平和解决婚恋家庭纠纷的法律渠道。提
前落实相关政策，为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

精准掌握矛盾纠纷风险底数。网格管理
汇民情，全面调动基层人民调解员、片警、妇
联组织、网格员等力量，拓宽信息渠道，及时
发现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隐患。定期开展矛盾
排查到位，精细分级掌握到位，健全完善各县
区、各部门管理台账，调查研判，确保依法依
理分类化解。

公正高效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开展基层
调解，组织各类专业调解组织积极主动介入，
促使矛盾就地解决。同步开展心理疏导，为婚
恋矛盾纠纷双方及家属提供心理健康评估、
心理疏导和救助等服务。同步进行部门联合
研判，多部门联合研判，确定包联化解制度。

家庭婚恋小事能够及时解决的，由基层
调解组织就地解决，不能及时化解的上报上
级婚调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分析研判，
分工配合，彻底化解。对婚恋家庭矛盾纠纷
已引发“民转刑”案件实行跟踪管理，协调公
安、司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处置，防止次生矛
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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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28.08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7.8%，增速居全省第
二；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6.96亿元，同比增长
2.5%；第二产业增加
值为141.44亿元，同比
增长22.8%；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为 259.68 亿
元，同比增长17.0%

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协调联动机制建立

秦皇岛港新港湾公司

“油改电”首季
节约资金44万元

5月9日，游客在海港区金梦海湾游玩。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海港区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增加人性化服务设施，为游客营造更
加优美舒适的旅游环境。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全 市 141 家 涉
VOCs企业“一厂一
策”编制治理方案；年
底，城市和县城污水
处理率均达到 95%
以上，城市污泥无害
化处理处置率达到
90%以上；落实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名录制度，
动态更新疑似污染地
块名录、污染地块名
录、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

近年来，秦皇岛市大力进行城市
绿化、美化工作，减少城市扬尘，美化
城市环境。近日，秦皇岛新世纪公园
的郁金香花展进入盛花期，市民们纷
纷到此拍照留念。

河北日报通讯员 曹建雄摄

7条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推出

乡村振兴一线行

近日，村民杜红伟在自家
地里采摘香椿。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嘉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