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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为本，筑拱卫京津“绿色长城”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 陈宝云

修复生态：污浊水洼变身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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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水库：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年底发电

2020年，承德林地面积达到3600万亩，森林覆
盖率踏上60%台阶，继续保持全省领先、华北最优；
绿色产业占 GDP 比重迈过 50%门槛，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最美承德”的生态画卷
愈发生动鲜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德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战略位置，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在建设新时代“生态强市、魅力承
德”的征程上，击楫远航立潮头。

改善生态环境，筑就“绿色长城”

5月的承德，初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
走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湖字村，造林队

员正挥锹刨坑、扶苗填土，一棵棵一米多高的樟子
松为山川添新绿。今年，按照“增量调优、存量提
质”的营造要求，承德全年计划营造林137万亩。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德强化顶层设计，出台了
50 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完善一整套涵盖全市生态
资源规划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治理、约束考核的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编制了全国地级城市首
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
台账，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建设。

大力实施了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
生态水源保护林等一批重点生态项目，以项目建
设引领造林绿化深入开展。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进
程，围绕“两河、六路、四区”实施荒山绿化工程，围
绕沿线景观提升实施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围绕绿
色矿山创建实施矿山复绿工程。2015年以来，每年
以60万—70万亩的造林速度推进国土绿化进程。

统筹推进碧水、蓝天、净土、生态安全四大攻
坚战役，聚焦减煤、治企、控车、抑尘攻坚行动，在
全省率先推行“点位长”责任制。坚守生态保护红
线，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市、县、乡、村四级网
格化监管体系。建立了跨区域生态补偿和京津冀
联建联防联治机制，被列入国家江河综合治理和
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试点。

从塞罕坝百万亩林海到青松岭山楂树下，从
绿进沙退的小坝子到清理网箱尽显“漓江山水”韵
味的潘家口水库，承德人民满怀豪情，接续奋斗，
构筑起拱卫京津生态的“绿色长城”。

涵养治理水源，守护“京津水塔”

滦平县付家店满族乡，昔日垃圾成堆、臭气熏
天的潮河河畔已旧貌换新颜——水鸟在清澈的河
水里嬉戏，游人在岸边木栈道上漫步，白墙黛瓦民
居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承德是滦河、潮河、辽河、大凌河的主要发源
地，每年向京津供水 22亿立方米，被誉为“京津水
塔”。承德市坚持生态涵水、工程治水、管理节水、
环保净水、产业兴水、借力保水六措并举，加强水
利工程建设，强化水源治理，严格水质监管。

绿色发展，既要高质量更要获得感。
201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承德市以城

市群水源涵养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成为全国6个先行

探索城市之一。
两年来，承德大力实施水源涵养能力提升、精

准扶贫脱贫、绿色产业培育和创新能力提升四大行
动。在全省率先建立河湖长责任制、断面长责任制
和河湖警长、河湖管理员制度，创新实行“一断面一
策”精细化管控。在全省第一个制定水源涵养地方
立法，在全省第一个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截至2020年底，承德19个地表水国省考断面
水质优良率达100%。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承德涵
养水源能力上升 30倍，四大水系年均自产水量达
到37.6亿立方米，年均向京津供水22亿立方米。

调优产业结构，换装“绿色引擎”

每当夜幕降临，双滦区元宝山下便人声鼎沸、
灯火璀璨，观看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
典》，已成众多游客必选项。这部国内首个以皇家
文化为主题，荣获 2020年度中国旅游影响力品牌
案例等多项荣誉的演出，亦是承德京城矿业集团
转型发展的扛鼎之作。

从开采铁矿到挖掘文化资源，承德京城矿业
集团的转型之路，是承德转变发展方式的生动缩
影。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德依托良好的生态，坚持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新旧动能转
换迈出坚实步伐，“3+3”绿色主导产业和县域

“1+2”特色产业体系初步建成。
传统优势产业迈向中高端。文化旅游产业加快

提档升级。高水平承办第三届省旅发大会，连续举
办三届市旅发大会，成功打造48个旅游新业态新项
目，旅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

钒钛新材料及制品产业加快强链延链步伐。建
成世界上第一条亚熔盐法清洁提钒生产线，钒钛产
品扩规提质，营业收入比“十二五”末增长41.3%。

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加到485家，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绿色有机认证产品分别达到31个和306
个，“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积蓄新动能。大数据产业从
无到有。德鸣大数据、博彦科技、华明服务外包等
一批项目落地实施，承德县被工信部确定为国家
新型工业化（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

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发展。远景能源、金风电控
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健康发展，清洁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754 万千瓦、年发电 132 亿千瓦时，分
别是“十二五”末的2.3倍和2.6倍。

县域特色产业加快集群化。深入开展县域
“1+2”特色产业振兴行动。全域联动创建国家旅游
示范县（市、区），兴隆营子果品加工等十大特色产
业集群加快发展，平泉食用菌获评全国示范产业
集群，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2020年底，承德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从“十二五”末的35%提高到50%。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221家和2130家，是“十二
五”末的8.8倍和3.6倍。主导参与和制订修订国际、
国家和行业标准108项，创新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承德追梦脚步格外坚实，圆梦力量更加澎湃。

“十三五”成就——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近日，河北丰宁抽
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在顺利通过蓄水验收后正式
开闸蓄水，为年底投产发电、保障京津冀电网安
全奠定坚实基础。

与传统电站筑坝蓄水发电不同，抽水蓄能电
站分为上下两座水库。“用电低谷时，利用过剩电
能将水从下水库通过输水系统抽至上水库，在用
电高峰期再放水到下水库发电。”国网新源河北
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经理马雨峰表示，一抽
一送间，低谷过剩电能就转换为高峰优质电能，
相当于清洁能源的“充电宝”。

“抽水蓄能电站发电机组还有个独
门绝技——黑启动。它可以
在 电 网 发 生 异

常情况时，在3到5分钟内迅速响应，为断电区域
提供电能，成为‘电网最后一根火柴’。”马雨峰
说，该能力将为冬奥会绿电供应、保障京津及冀
北地区电网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按照计划，丰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将于今
年底实现投产发电，剩余11台机组将以每4个月一
台的频率陆续投运。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消纳
过剩电能 88亿千瓦时，年发电量 66.12
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
48.08万吨。

承德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承德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植绿不止植绿不止，，森林覆盖率达到森林覆盖率达到6060%%。。这是塞罕坝茫茫林海这是塞罕坝茫茫林海，，如诗如画如诗如画。。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田田 明摄明摄

②数“聚”承德，“云”端发力，一幅美丽
“云图”正在塞外山城徐徐铺展。这是承德大
数据中心的技术人员在数据机房检查设备。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立群摄

①承德旅游业态不断丰富。这是游客在坝
上草原纵横驰骋。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生产总值实现生产总值实现15501550..33亿元亿元，，一般公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到共预算收入达到116116..11亿元亿元，，分别是分别是
20102010年的年的22倍和倍和22..11倍倍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第三产业增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提高加值占比提高77..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绿色产绿色产
业增加值占业增加值占GDPGDP比重从比重从““十二五十二五””末末
的的3535%%提高到提高到5050%%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
达到达到221221家和家和21302130家家，，是是““十二五十二五””
末的末的88..88倍和倍和33..66倍倍，，科技进步对经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56%%，，提高提高1010
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到达到3398333983元元、、1306913069元元，，是是20102010
年的年的22..66倍和倍和33倍倍，，圆满实现全面建圆满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翻番目标成小康社会翻番目标

7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36936个贫困村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全部出列，，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累累
计减贫计减贫4545..66万人万人

市区市区PMPM22..55平均浓度由平均浓度由““十二五十二五””末末
的的4343微克下降到微克下降到2727微克微克，，优良天数优良天数
由由275275天增加到天增加到322322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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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蓝天白云、翠绿草
甸、翩跹飞鸟，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
的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如同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发源于塞罕坝的小滦河是滦河最大支流，畜牧
业是当地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常年放牧，导致周边生
态环境不堪重负，小滦河河水一度污浊不清，水域不

断缩小成一个小水洼。”围场林草
原湿地保护中心主任

崔淑军说。

2013 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建设小滦河国家
湿地公园。自 2017 年开始，天津市和围场共同谋
划实施了小滦河水源地保护项目，累计投入对口帮
扶资金 1083 万元。经过几年努力，小滦河国家湿
地公园总面积达3700多亩，湿地率70%，区域蓄水
保水净水功能显著增强。在有效弥补地下水资源，
保障周边及下游上万亩耕地用水的同时，每年可向
天津输送优质饮用水 2 亿多吨，通过湿地公园净
化，小滦河下游的水质已达到二类标准。

从污浊的小水洼到千亩湿地公园，如
今，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有高等植物 390

种，引来黑鹳、大鸨、白枕鹤、鸳鸯
等 大 量 珍 稀 动 物 在 此

栖息。

②②

①①

蓝天、草场、花海、湿地，昔日“小水洼”蝶变成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