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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是公园 入眼皆小景
——衡水市区“口袋公园”建设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今春完成营造林15.5万亩
占省下达年度任务的119.2%

近日，位于衡水市区中华北大街站
北西路的华育园建成开园，上百米花卉
长廊的万株鲜花争相吐艳，各种景观树
错落有致，令人流连忘返。

去年以来，衡水市把建设市区“口
袋公园”作为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森
林城市的重要抓手，均衡分布，合理规
划，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建
设，现已建成永兴游园、水滴园、华育园
等绿量充盈、主题鲜明的“口袋公园”
30处。

据了解，该市计划利用3年时间，建
设一批主题鲜明、绿量充足、功能完善、
亲民便民、群众参与度和认可度高的

“口袋公园”。到 2022 年，完成全部 100
个“口袋公园”建设，真正实现市民“推
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美好愿望，让群众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还绿于民，打造群众就近
休闲健身场所

在衡水市区前进大街和永兴路交
叉口东南角，有一处“口袋公园”，面积
达8000多平方米，公园里有白蜡、国槐、
樱花和各种景观树，以及广场和小径。

“在两条主干路的金角银边建设
‘口袋公园’，就是要还绿于民，让百姓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满足人民群众就
近休闲健身需求。”衡水市园林中心主
任赵春斌说，根据城市绿量不足的实
际，该市按照“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的要求，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和小微绿
地建设，增加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设
一批小、多、匀、精的“口袋公园”，让群
众享受更多绿色福利，有效提高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和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
盖率。

“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园，是范围

相对较小的绿地开放空间。在城市边角
建设小而精、小而美的“口袋公园”，不
仅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更为居民
提供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该市对市区
主干街道各路口现状进行现场摸底、统
计和规划，按照城市道路十字路口“四
分之一”法则，力争至少一个拐角建设
街头绿地，并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街角、
拆迁腾退地和废弃地、闲置地等，建设

“口袋公园”；对受场地面积等因素影响
无法实施建设的街角，采用立体绿化、
拆墙透绿等方式，千方百计进行规划建
设，做到应建尽建、应绿尽绿。

造型新颖的水滴坐凳、颜色各异的
透水铺装、错落有致的绿树红花……近
日，衡水市区前进街与大庆路交叉口东
北角水滴口袋公园修建完成。“这里不
仅花团锦簇，还有健身器材，从家溜达
着就过来了，很方便。”附近居民宋林岩
赞不绝口。

“水滴口袋公园做到了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乔、灌、草、地被相结合，地形
起伏有变化。下层以开花地被为主，有
紫花地丁、玉簪、月季、莺尾等，中层为
胶东卫矛、女贞、黄杨、绿篱、连翘、棣棠
等，高层有银杏、法桐、国槐等。”衡水市
园林中心副主任刘俊锋介绍，公园里设
置了坐凳，并集中打造了一个集运动、
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区域。
活动区运用流水的线条打造特色铺装，
结合散置的卵石坐凳及景观树，将水滴
的形态景观化，同时，通过增加不锈钢
水滴雕塑，形成点睛之笔。

赵春斌说，“口袋公园”有花有草有
座椅，紧邻居民住宅小区，无论设计理
念和配套设施都具备高标准，成为周围
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有的“口袋公园”
兼顾了历史人文特点进行了创新，对原

有树木进行有效保护；有的注
重配套设施建设，在道路两侧
选址，注重打造“小而精”“配
套全”的“口袋公园”，配置健
身器材、桌椅照明、公共厕所
等设施，给周边居民带来更加
完善的游玩场所。

突出特色，把握景
观配置标准“秀不同”

日前，中华大街一侧的河务游园绿
树成荫，附近小区的老人们聚坐在亭廊
下，尽享休闲的乐趣。“公园虽小，但很
有韵味。以前，周围没什么休闲聊天的
地方，现在有了小公园，大家没事就来
这儿，感觉很好。”红日景园小区居民吕
志强说。

河务游园是在原有林地基础上，增
设了爬藤类的廊道和鹅卵石的甬路，在
树下建设了围树椅，增加了石桌石凳和
健身器材。

“口袋公园”小巧精致，用“小而美”
“小而巧”传递“微幸福”，让市民的家门
口就有“小森林”。赵春斌说，相比传统
公园，“口袋公园”作为城市公园的良好
补充，具有触手可及、随处可见、选址灵
活、离散分布的优势，能够见缝插针地
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口袋公园”建设上，该市注重一
园一品、一园一景，要求有文化特色，有
特色树种，以月季、樱花、海棠、牡丹等
观赏花木为主，根据不同“口袋公园”的
位置和定位突出特色。坚持以植物造景
为主，乔木、灌木、花草配置得当，突出
乡土植物，突出季节特点，实现绿化、美
化、香化、彩化。

“口袋公园”虽小，也要主题鲜明，
有文化内涵，能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拓展绿色活动空间、完善城市功能。
该市按照“口袋公园”景观配置标准，一
类具备“八有+公厕”，有绿植、有广场、
有路系、有亭廊（花架）、有坐凳、有垃圾
箱、有照明设施、有健身器材；二类具备

“六有”，有绿植、有广场、有亭廊（花
架）、有坐凳、有垃圾箱、有健身器材；三
类做到“四有”，有绿植、有路系、有坐
凳、有垃圾箱。

为建好“口袋公园”，该市园林中心
积极探索与相关单位部门共同管理、合
作建绿的新路子。主动与街道办事处对
接，实地摸查其所辖单位、小区绿化现
状，梳理统计500平方米以上的空闲地、
裸露地等，协调建设一批“口袋公园”；
主动与临街单位对接，通过拆违增绿、
拆墙透绿、拆栏建绿，因地制宜建设一
批“口袋公园”；主动与住建、城管部门
对接，对市区内新建居住小区、拆违空
地进行走访摸查，建设改造一批“口袋
公园”。

出门是公园，入眼皆美景，如今风
格多样、功能完备的“口袋公园”正悄然
出现在湖城的街角巷尾，不仅提升了城
市景观效果，也满足了市民对休闲绿地
的需求，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通讯员吴军
梅）赏花、踏青、观鸟、游湖……初夏时节，
美丽的衡水湖芦苇摇曳，飞鸟啼鸣，碧波
荡漾，游客乘坐游船尽情领略湿地风光。

尽管游客众多，景区环境依旧整洁、
有序。在马拉松广场、码头、湿地公园等
公共场所，由于志愿服务队引领和劝导，
乱扔垃圾、损坏花木等不文明行为少有发
生，“环境保护”理念已深入人心。

近年来，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提高群众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认知衡水
湖湿地生态价值”为目标，引进国际先进
理念，通过完善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加强
环境教育培训、开展多样环境教育活动等
多种举措，将衡水湖打造成为环境教育的

“自然课堂”。
保护区以自然体验教育为主题，建设

特色鲜明的自然体验场所，努力打造体验
式研学游基地，建成了衡水湖自然体验教
育中心、衡水湖自然小屋、衡水湖科普文

化长廊等环境教育场所。同时，在游船
上打造衡水湖“水上教室”，让孩子们通
过 亲 身 实 践 深 入 体 会 和 了 解 衡 水 湖
湿地。

目前，湖中体验岛——梅花岛正在建
设中。建成后，岛上将进行近自然的生物
多样性重建，建设教育中心和鸭巢、水上
道路、树道等 10 个多感官体验站点，打造
开展环境可持续教育的体验场所。

该保护区管委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衡水学
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对衡水湖
水环境、鸟类、鱼类等进行了一系列科学
研究调查，并开发了浮游生物和食物网
链、底栖动物多样性、鱼和栖息地等 9 个
教育模块，丰富了衡水湖环境教育活动
内容。

同时，在衡水湖周边选定 8 所学校开
展环境教育试点，鼓励学校结合衡水湖生
态资源建设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该保护区还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进社
区、进校园主题活动，开展系列亲子游、研
学游，并借助抖音、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
平台，以及央视“云游中国”等栏目用短视
频、直播等新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5月 26日，在
故城县武官寨镇叩庄村村民于邦怀家里，
90岁的于树江老人靠在椅背上，悠闲地喝
着茶水，脸上露出微笑。

于树江是于邦怀的叔叔，自幼聋哑，
没有结过婚。40多年来，于邦怀和儿子于
兴跃接续悉心照料老人，让老人衣食无
忧、生活幸福。于邦怀父子俩接续“孝亲”
的故事，成为一方佳话。

午饭后，于兴跃开始给三爷爷于树江
按摩放松。“我现在做的，都是父亲曾经一
直在做的。”于兴跃边给老人揉腿边说，父
亲结婚后便主动照顾起三爷爷的日常
起居。

“敬老孝亲，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于
邦怀接过话茬。敬老孝亲，虽说是再浅显
不过的道理，于邦怀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却不那么简单。“每天都要给老人擦洗身

体，铺的褥子、盖的被子得勤洗、勤换……”
不久前，于树江因为脑血栓导致偏

瘫，起初只能平躺着，吃喝拉撒不能自理。
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的于邦怀便天天

给老人按摩身体。3 个月后，老人竟奇迹
般地能坐稳了。

老人胃口不好，于邦怀就变着法做老
人爱吃的饭菜。听说老人吃土鸡蛋好，于
邦怀收拾出个袖珍养鸡场。窝里的土鸡

蛋，别人都舍不得吃，全给老人留着。
年轻时候的于树江，是一名巧手，很

会编筐、整理过年过节的物品等。“只要乡
亲们有事，三爷爷肯定热心帮助。有时
候，乡亲们给他点儿好吃的，他自己舍不
得吃，统统带回家给我们姐弟。”于兴跃
说，咱作为小辈就得知恩、感恩、报恩。

如今，于邦怀夫妇也已年过七旬，于
兴跃更多地承担起照顾老人的事儿。

于兴跃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生活
在县城的于兴跃不时抽空儿驱车回叩庄，
家里该添置用品，该给老人捎药，他都记
挂在心上。给老人洗澡、理发、剪指甲，他
更是样样不落。

“敬老孝亲，无须耳提面命，理应根植
于骨血践行于每日。”于兴跃说，这不仅是
他们家的家训，更成为他的人生准则。

故城县叩庄村于邦怀、于兴跃——

父子接续“孝亲”40余载

衡水湖成环境教育“自然课堂”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5月25日，记者从衡水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
衡水市紧紧围绕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目标，大力
度开展国土绿化，高质量实施环衡水湖绿化，全面推进
森林城市创建。今春，该市共完成营造林15.5万亩，占
省下达年度任务的119.2%。

衡水市将开展国土绿化、创建森林城市作为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先后印发了

《衡水市 2021年国土绿化实施方案》《环衡水湖绿化工
作方案》《衡水市2021年度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实施
方案》。重点实施了环衡水湖绿化、环城市城镇绿化、
道路河渠绿化、乡镇村庄绿化、农田林网建设五大工
程。环衡水湖绿化按照“集中连片、景随时变、特色
鲜明”要求，重点实施特色观光岛、荷塘月色、海棠
花溪、桃园春色、丛林观鸟等 12个景观节点建设和环
湖外围绿化工程。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在 2020 年基
本完成创建指标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升森林网络、
森林健康、生态福利、生态文化、组织管理等各项指
标，2021 年申请国家验收，2022 年确保进入国家森林
城市序列。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5月27日，记者在衡水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近年来，该市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运
行高效、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数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到 2020 年底，该市累计建成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70
个，其中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47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
院1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4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试点
单位4家。建成市级技术创新中心40家、市级新型研发
机构试点单位4家。

科技创新平台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47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共有授权专利451项，制
定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 123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 451 项，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 31 项。15
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共承担重大科研133项，获得知
识产权成果173项，新产品销售收入达6.6亿元。

为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近年来，衡水市科技局
聚焦“3+2”市域主导产业和“9+5”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出台有关科技创新发展、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
改革等政策文件，明确设立专项资金，对科技创新平台
予以支持。深化产学研合作，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
作关系，吸纳创新人才，共建科技创新平台。持续加强
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全面提升
科技创新平台研发和服务能力。

今年，衡水市将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
服务和创新能力。提升现有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科技创新能力水平。通过市场机制整合各方面创
新资源，加快建设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
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
以科技驱动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退役军人军
属专场招聘会在市区上海公馆 71街区广场举办，上千
名退役士兵及军属参加，达成就业意向460余个。

据了解，本场招聘会由衡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举办。
100家参会单位共提供就业岗位3200个，涉及建筑、医
药、商贸、机械、IT、教育培训、广告传媒等诸多
行业。

“退役军人凭证件免费学”“零基础带薪培训”……
招聘单位以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为己任，带来了一项
项优惠措施。顾家家居河北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退役
军人在纪律性、责任感和执行力上都比较好，该公司愿
意提供更多便利，欢迎更多有能力的退役军人到公司就
业发展，实现双赢。

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除了现
场的面对面招聘外，网络直播带岗也受到退役军人及军
属和企业的关注。据悉，直播期间有 3000 人次进入直
播间，与招聘企业在线上进行互动，了解岗位工作内
容、工作地点和薪酬待遇等问题。

建成省级科技创新平台70个

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举办
达成就业意向460余个

▲位于衡水市区永兴路与红旗大街交叉口附近的“口袋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
乐的好场所。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近日，衡水市民在市区胜利路与红旗大街交叉口东北角的“口袋公园”游
玩。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近 日 ，桃
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举行大型公益
招聘会，258家
民营企业参会，
提供就业岗位
2600余个；求
职者有 2000
余人，其中600
余人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这
是求职者和招
聘企业工作人
员在交流。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衡水发布

去年以来，

大力推进“口袋

公园”和小微绿

地建设。计划

到 2022 年，完

成全部 100 个

“口袋公园”建

设，真正实现市

民“推窗见绿、

出门进园”的美

好愿望。现已

建 成“口 袋 公

园”30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