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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被麦田包围的村落——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 杨占峰摄

实现了集约高效用地的宁晋县童泰婴幼儿服饰有限公司立体厂房。
章洪涛摄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关乎中国人的饭碗能否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为确保国家 18亿亩耕
地红线，实现我省耕地保有量不低
于 908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 7725万亩的目标，近年来，全
省自然资源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
制度，强化管制措施，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相
继开展土地整治专项行动、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违法用地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大棚房”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违法违规用地建设采矿采砂和
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违建
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清查等工作，实现了
我省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
量有提高。

强化顶层设计，加强
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印
发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
平衡的实施意见》《河北省补充耕地
省级调剂管理办法》《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有效
提高土地利用质量效率的意见》《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十条措施》

《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工作方案》 等文件，省自然资源厅
等部门印发 《关于对有关部门和群
众自行开垦的耕地开展核查评定工
作的通知》《关于调整贫困县耕地占
补平衡项目管理的通知》《河北省土
地整治项目复核办法》《关于强化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这些制度措施涵盖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
方面，对我省耕地保护作出顶层设
计，并对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总体

布局和全面部署。
目前，全省耕地保护政策调整

成效开始显现，耕地保护在指导思
想、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产生了良
好效果。

完善土地政策，严格
落实土地用途管制

今年以来，我省着眼全省大局，
完善相关土地政策，在全省范围内
安排部署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切实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管
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用地管理方面，省自然资源厅
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没有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一

律不予批准新增建设用地。坚持控
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严格执行土
地用途管制，认真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制度和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制
度，坚决做到耕地“先补后占、占
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
田”；严禁一般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确需占用
的，必须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布局稳定”的要求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并依法报国务院批准。

用管结合，强化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一方面，我省认真做好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在划定工作开展前，

省自然资源厅对全省基本农田现状
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
从数量、质量、布局上做了“兵棋
推演”，为全省划定工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采取“省级主导，省市联
动”的工作模式，统一划定标准和
尺度，确保了时间、进度和划定质
量。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区范围作为城市周边边界，为盲目
扩张、摊大饼式发展设定了“紧箍
咒”。明确划定要求，落实对基本农
田实行“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特殊保护的理念。

另一方面，我省还严格永久基
本农田管理。研究制定了 《关于强
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
知》，从严控建设占用、加强永久基
本农田建设、健全保护监管机制等
方面作了新的要求，并明确了奖惩

措施，增强了各地严格保护永久基
本农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调高补低，加强补充
耕地指标调剂

面对全省耕地后备资源分布不
均衡、补充耕地指标地区差异明显
的实际，我省建立了县域自求平
衡、市域统筹调节、省级适当调
剂、国家适度统筹的补充耕地指标
调剂机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应
当在县域范围内补充耕地；因资源
环境约束确实难以补充耕地的县

（市），由设区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
统筹调节。设区市完成补充耕地任
务，补充耕地指标仍然不足的，可
申请在省域范围内适当调剂。符合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条件的重大建设
项目可申请国家统筹。

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印发了
《河北省补充耕地指标省级调剂暂
行办法》，明确补充耕地指标调剂
的 原 则 、 条 件 、 程 序 、 价 格 等 ，
对降低建设成本、改善营商环境
起到了积极作用。补充耕地指标

调剂过程中，注重与脱贫攻坚工
作相结合，通过优先调剂流转贫
困地区补充耕地指标，为脱贫攻
坚 积 累 了 资 金 ， 为 扶 贫 产 业 发
展、基础设施完善、民生工程建
设等提供了支持。

提高效益，落实最严
格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近年来，我省节约集约用地制
度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原则，着眼土地粗放
利用、土地资源投入产出效益低等
问题，按照“严控总量、做优增
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思
路，完善土地利用和管理制度，推
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和引导
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
投入和产出水平，全面提升土地资
源综合效益。全省建设用地节约集
约用地水平逐年提高，2016-2019
年，地均 GDP 由 14516.78 万元/平
方公里提高到15607.88万元/平方公
里，单位 GDP 地耗从 17.55平方米/
万元下降到9.87平方米/万元；城乡
建设用地人口密度从 3992 人/平方
公里下降到 3967 人/平方公里，单
位人口地耗由524.59平方米/人减少
到407.32平方米/人；城市存量土地
供应比率由 15.88%提高到 21.67%，
城市批次土地供应比率由 43.63%提
高到58.14%，累计增长33.26%。

（王丽清、王爽、王彦涛、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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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
忽开拆，郡邑千万家……”清河因运河
而兴。历史上，流经清河境内的大运
河 包 括 29 公 里 长 的 隋 唐 大 运 河 和
18.89 公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两河对清
河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兴起了一座
油坊码头。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清河县城东
南15公里处京杭大运河卫运河左岸的
油坊码头。总长 933.8米、高 10.2米的
古老码头青砖砌筑，将一侧的油坊古
镇与卫运河连接，虽历经岁月洗礼留
下斑驳痕迹，却依旧屹立于原地，与大
运河不离不弃，长久守望。

“油坊码头建于明朝弘治年间，至
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清河县文旅局
副局长孔祥武介绍，从明朝至民国时
期，油坊码头凭借南通北达的卫运河
优势，成为清河、威县、南宫等地的物
资集散中心。而油坊村，即如今的油
坊古镇，也因油坊码头引得商贾云集、
商家林立。

记者站在卫运河西岸新修葺的木
质栈道上，临风而望，古河道依旧水面
平阔，只是一旁的芊芊芦苇和田田荷
叶，表明这里已不再是交通要道，而多
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弯曲着身躯，齐声
喊着船工号子在表演拉纤，又仿佛让
人回到那个帆樯如林、纤夫盈堤、繁华
与艰辛相交织的年代。

“其实，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
多年里，清河的物资交流依然主要依赖
运河水运。”孔祥武表示，只是近年来，
卫运河水源日渐枯竭，干旱季节经常断
流。虽然水量逐渐减少，但每年都可扬
水灌溉，年均提蓄4000万立方米。

2014 年，清河县对油坊码头进行
了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目前，油坊
码头共存6处遗址，由北向南依次是煤
炭码头、百货果品码头、粮食码头、运
盐码头、渡口码头、客运码头。油坊码
头也成为中国大运河北段仅存的砖砌
码头群。

2019年，清河县投入2000万元，正
式启动打造大运河综合文化长廊项

目，完成了 7.5 公里堤顶道路硬化绿
化、百亩荷塘和芦苇荡建设等工程；
2020 年，清河县又争取债券资金 4400
万元，启动建设七彩运河主题文化景
区，对大运河综合文化长廊进行扩建
和提升。

“该项目主要对油坊码头进行保护
性展示，对以大运河商贾文化展示为主
的非遗文化主题街区进行建设，并打造
以盐运文化体验、解密盐文化历史和中
国近现代盐业制度的建立等为主要内
容的益庆和盐店博物馆等。”孔祥武表
示，目前，益庆和盐店博物馆、非遗文化
街区正在顺利施工建设中，到今年9月
份，将逐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沿 着 大 运 河 而 行 ，是 寻 古 也 是
访今。

在运河文化和码头文化的长期浸
润下，清河人被赋予崇商重商的传统和
敢闯敢试的胆识。改革开放以来，清河
人民春风早沐，搏击市场，弄潮商海，在
昔日物资集散地崛起一座羊绒小镇，走
出一条以羊绒特色产业为依托的富民
强县之路，商贾基因延续至今。

羊 绒 帽 子 、羊 绒 大 衣 、羊 绒 围
巾……记者来到位于清河县城北部的

羊绒小镇，整齐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
羊绒产品随处可见。

“2017年，清河羊绒小镇被我省确
定为首批30个省级创建类特色小镇之
一，我们把建设羊绒小镇作为促进羊
绒产业升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重要抓手，强化政策激励，鼓励
创新发展。如今，羊绒小镇已是清河
新经济业态的发源地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为羊绒产业发
展和县域经济繁荣增加了新动能。”清
河羊绒小镇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郑春
雨表示，截至目前，小镇已有 600 余家
企业商户入驻，年零售额在 60 亿元以
上。羊绒小镇先后被评定为中国服装
品牌孵化基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

（平台）、中国商品交易百强市场。
“宝宝们，我们清河的羊绒袜子

正在参加秒杀活动，从 29.9 元一双直
降到 2.7 元一双，喜欢的一定不要错
过……”记者在羊绒小镇跨境电商创
业孵化园的一间50平方米的直播室看
到，43 岁的主播宋平正对着手机直播
平台热情地向全国客户推销羊绒袜子
等产品。短短2个小时，网上直播观看

量达到 2300 余人次，发出订单 88 单，
销售额达1.13万元。

“受疫情影响，羊绒小镇积极转变
传统交易方式，大力发展电商直播，电
子商务已成为清河羊绒产业发展的一
大亮点。”郑春雨表示。

如今，走在羊绒小镇，商户在自家
门店直播销售的场景比比皆是，街头
的散客少了，但销售额不减反增。据
统计，仅去年，清河电子商务零售额已
达到113亿元，位居全国电子商务百佳
县前列。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直播业态
的发展，清河县积极谋划了几项工作。”
郑春雨介绍，一方面在羊绒小镇的羊绒
大厦建设6000平方米的新电商孵化中
心和网红主播孵化基地，目前已作为羊
绒小镇改造提升项目开工建设；另一方
面对小镇的市场交易区（华源大厦）一
层和二层共计 32000 平方米的场所进
行全面改造提升，把传统的商铺逐批改
造成电商直播供货基地，更好地满足直
播企业需求。“我们的目标是把羊绒小
镇打造成北方有着鲜明特色的‘网红之
城’，全力推动清河羊绒产业实现高质
量赶超发展。”郑春雨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
讯员侯晓静）从石家庄火车站获
悉，6月25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后，石家庄站将新增上海虹桥、苏
州、秦皇岛等地旅客列车8.5对。

新增旅客列车车次分别为：石
家庄-上海虹桥G839/G840次；太原
南-南通D1666/3、D1664/5次；太原
南-苏州D1670/67、D1668/9次；石
家庄-秦皇岛G6294/5、G6296/7次；
济南西-重庆西G1830/1、G1832/29
次；北京西-西安北G55/G60次；西
安北-北京西G56次；北京西-西安

北G57次；西安北-北京西G58次；
北京西-西安北G59次；秦皇岛-石
家庄G6278/7次。

新图对部分旅客列车运行区
段进行了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进一
步优化。南充北-北京西G310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重庆北—北京西；
石家庄-南宁东 G423/G424 次运
行区段调整为石家庄-北海；北京
西-郑州东G563次运行区段调整
为北京西-洛阳龙门；邯郸东-天津
西 G6292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邯郸
东-秦皇岛，车次改为G6292/3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6
月 20 日，省奶业协会发布由君乐
宝乳业集团等 7 家单位共同编制
的《河北省示范型奶牛家庭牧场》
团体标准。据悉，这是全国首个
示范型奶牛家庭牧场标准。

发展奶牛家庭牧场对提高奶
源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奶牛
养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奶
业振兴的有效途径。《河北省奶业
振兴规划纲要（2019-2025年）》提
出，积极发展奶牛家庭牧场，培育
适度规模奶牛养殖主体，加快确立
奶农规模化养殖的基础性地位。

该标准从基本要求、选址与
布局、生产设施与设备、管理与防
疫、废弃物处理、生产水平和质量
安全等方面，对奶牛家庭牧场的
建设和运营进行规范，将对家庭
牧场建设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作为此项标准制定的牵头单
位，君乐宝乳业大力发展标准化
家庭牧场，推行“1+1+N”组团模
式，即在一个地区围绕 1个工厂+
1个自建牧场+N个家庭牧场进行
产业布局，先后启动了柏乡、平
山、正定、威县等十余个种养结合
标准化家庭牧场项目。

6月25日起

石家庄站新增旅客列车8.5对

我省发布全国首个示范型
奶牛家庭牧场标准清河：码头兴小镇 商海弄新潮

——大运河今朝看变迁③
河北日报记者 解楚楚

图为清河
县大运河综合
文化长廊项
目。
河北日报记者

解楚楚摄

6月17日，邢台市南和区交通运输局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演练
中，该局出动应急车辆、组织应急队伍迅速到达指定位置，投入到紧张
的抢险救援中。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