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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张家口市崇礼区生态
廊道，道路两侧一棵棵近 10 米高的白
桦树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你看，这些是今年新栽植的白桦
树，非常漂亮。白桦树之外，这边还有蒙
古栎、樟子松，那边还有云杉、白榆等，
都是我们近期种的。”崇礼区林草局总
工程师杨建中介绍，崇礼区依照北京专
业团队的设计，按由里向外、由高到低
的顺序，根据有关规划进行绿化种植工
作。目前，崇礼5000余亩冬奥核心区的
绿化工程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最后补植
整修。

赏心悦目的林子背后，是京冀的携
手合作。

近几年，崇礼区完成冬奥绿化 45
万亩。截至今年初，冬奥核心区森林覆
盖率超过80%。今年，该区统筹各项造
林绿化工程，进一步提升冬奥核心区生
态环境品质和生态绿化改造效率。

去年，崇礼区聘请北京林业大学规
划团队编制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生态景观统筹规划方案》，对
太子城冬奥核心区、生态廊道及头道营
停车场等地生态景观进行了统筹规划，
最终实现全域不留白、绿色全覆盖，形
成冬奥核心区完整的生态绿地体系。

今年3月以来，崇礼区按照该方案
全面启动奥运核心区环境质量提升工
程，重点对云顶梧桐大道、云顶支线、凤
凰路两侧、高铁枢纽、京礼（北京至崇
礼）高速出口及奥运北路五个区域进行
绿化提升。在树种选择上，崇礼区按照

“精心选种、见缝植绿，全覆盖、无裸土”
的工作要求，栽植了云杉、樟子松、桦
树、银中杨、榆树、蒙古栎、花楸等20多
种具有鲜明景观特色、节水耐寒的优良
乡土树种，配以花草点缀，全力打造绿
色优美、生机勃勃的景观效果。截至目
前，崇礼区累计栽植乔木12.5万株、灌

木325.6万株，绿化效果明显。
造林绿化，京津冀的合作交流越来

越多。
蓝天白云下，水面光影闪烁，游船

不时驶过，两岸绿树环绕，处处风景如
画……行走在香河大运河文化公园，两
岸美景尽收眼底。

北运河香河段是贯穿京津冀大
运河的重要节点，上连北京通州，下
接天津武清。上半年，为确保按期通
航，当地把北运河旅游通航工作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推进河道整治、
植树造林等工作，为北运河旅游通航
打牢基础。

春季造林时节里，在与京津积极沟
通的基础上，香河县对标对表京津，将
全部景观绿化工程划分为 13 个标段，
统一规划、一体推进，15名县级领导干
部分标段负责，同时每个标段还安排了
一个牵头部门和3至5个包联单位，全

县1000多名党员干部与施工单位共同
奋战，全力以赴加快工程进度，仅一个
月就完成5.3万株乔灌木的种植任务。

如今，随着北运河沿岸生态绿化的
不断推进，北运河香河段呈现出一幅锦
绣画卷，河道蜿蜒曲折，绿水依依，岸边
林带参差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
老北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

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廊坊市地处京津之间，多个
县（市、区）与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接
壤，该市每年的造林绿化工作也都将
环京津雄区域作为重点。今年，廊坊
市继续攻坚环京津雄区域造林绿化，
通过公园化森林景观、绿色隔离带、绿
色景观廊道建设，打造环京津雄生态
屏障。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
来，围绕重大项目，京津冀在造林技术、
树种选择等方面增加了交流合作，取得
了良好效果，也为三地在更多的生态建
设项目上开展合作提供了经验、打牢了
基础。

构筑坚固的京津绿色屏障构筑坚固的京津绿色屏障
——我省环京津营造林项目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王铁军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
赵海旭）8 月 16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发布《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提出，以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重大示范工程为依托，2023
年前，培育 5-8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
能产业链龙头企业，京津冀区域累计实
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 500 亿元，减少
碳排放 100 万吨。2025 年前，具备氢能
产业规模化推广基础，产业体系、配套

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培育 10-15 家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形成氢
能产业关键部件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建成 3-4 家国际一流的产业研发创新
平台，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氢能产业链
产业规模 1000 亿元以上，减少碳排放
200 万吨。

京津冀区域是国内最早开展氢能与
燃料电池产业研发和示范应用的地区之
一，具备研发实力突出、产业基础完备、氢
能供给多元、产业链完整、应用场景丰富
等优势，三地产业与经济结构互补性强，
为区域协同发展氢能产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在产业布局上，实施方案提出统筹规
划京津冀区域氢能产业布局高位谋划、超
前布局，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协同互

补、跨区域产业链条贯通与联合示范应
用。以联合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
技术产业化攻关和示范应用城市群建设
为引领，集聚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
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产
业发展格局。

实施方案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布局
氢能供应及燃料电池应用全产业链，实
现氢能技术与产业的全球输出。在津
冀适合园区，鼓励在京重点企业布局绿
氢、低碳氢制备及氢能整车和配套产业
链。建设可再生能源绿电制氢、工业尾
气制氢、大规模氢气提纯、储供氢关键
设备等一批氢源供应及配套装备制造
项目；建设燃料电池整车生产、燃料电
池系统及关键部件产业化、氢能轨道交
通 装 备 技 术 研 发 等 燃 料 电 池 产 业 化

项目。
在京津冀区域，往返于各港口至北

京的运输线路、重点企业物流专线和以
农副产品为重点的生活必需品运输线
路上，构建京津冀燃料电池重卡货运走
廊，实现氢燃料电池牵引车和载货车的
分阶段替换。

在京津冀区域，依托电商、物流、机
场、港口等大宗物料搬运场景，以生鲜和
医药市场等冷链物流、流通配送和工厂作
业仓库为重点，推动实现内燃机叉车和铅
酸电池叉车的分阶段替换。

实施方案提出建设京津冀智慧氢能
大数据平台，推动氢能产业与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互融互通，实现氢安全
及氢能制备、储运、加注、应用全链条的数
字化协同管理。

北京市出台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推动京津冀地区氢能产业链协同互补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邮政管理局获
悉，自国家邮政局与河北省人民政府签订《推进河北
快递产业集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以来，我省积极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大力推进协议重点项
目落地，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11个项目竣工，10个
项目运营投产，7个项目在建，3个项目待建，累计投
资近80亿元，占地超3500亩，从业人员1.27万人。

为推动我省快递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2019年2月25日，国家邮政局与河北省人民政
府在石家庄签署《推进河北快递产业集聚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在做好规划衔接实施、推进快递物
流园区和快递产业项目建设、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实
施科技创新战略等7个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随着协议重点项目逐步运营投产，河北邮政业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的作用凸显。目前，河北已吸
引原北京圆通、韵达、申通、百世等分拨中心入驻河
北廊坊、保定等市，总计占地85万平方米，承担进出
京快件集散功能。2020年，经以上分拨中心中转，发
至北京的快件达到 2.1 亿件，占北京投递量的
6.71%，由北京发往全国的快件0.65亿件，占北京业
务量的2.71%。

在带动下，我省积极引进主要品牌快递企业总
部投资建设区域总部和大型分拨中心。自2019年
至今，全省新建、改建、扩建快递园区和大型分拨中
心已达42个，投资超260亿元，其中已竣工项目32
个，在建项目10个。

随着协议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河北快递枢纽功
能不断优化，网络结构逐步完善、集聚效应明显提
高，行业发展的迅猛态势进一步持续。2020年，全
省快递业务量由全国第7位跃升至第5位，快递业务
量、业务收入增幅均居全国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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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前，京津冀区域

累计实现氢能产业链产业

规模 1000亿元以上，减

少碳排放200万吨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知识产
权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要紧密围绕首都城
市功能定位，深化京津冀知识产权
协同发展。

规划提出，聚焦重大部署需求，
加快推动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
展。支持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聚焦京津冀重
大科技合作项目，支持项目承担单
位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培育高质量
知识产权。支持京津冀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工作。加
快国家版权创新基地建设，打造服
务首都、辐射津冀的版权展示和服
务平台。在京津冀三地更大范围内
打造文化产业链，提升文化领域京
津冀协同发展层级和质量。

完善协同发展机制。持续完善

京津冀知识产权会商、资源共享共
建、执法联动和人才培养机制。有序
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精准对接津
冀地区相关产业聚集区，支持适宜
的知识产权要素向津冀流动。加强
京津冀知识产权发展联盟建设，办
好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高层论
坛。鼓励北京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
联盟吸纳津冀成员单位，建立跨区
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探索京津冀
知识产权服务业聚集发展新模式。

着力强化协同保护。完善京津冀
案件移送、协助调查、送达执行等知
识产权行政执法联动机制，探索推动
行政执法结果互认和信息共享。组织
开展京津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专项
行动，加大侵权违法行为联合惩治力
度。探索建立京津冀知识产权风险协
同监管体系。建立区域知识产权纠纷
远程诉讼服务平台。

深化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

北京支持适宜的知识产权
要 素 向 津 冀 流 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
员贾瑞婷）8月16日，中国地质学会
公布了首批天然富硒土地名单，30
个地块入选。其中，由河北省地质
学会推荐、顺平县政府申报、中国地
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提供技
术支撑的河北顺平金线河现代农业
园区天然富硒地块，成为我省唯一
入选地块。

顺平金线河现代农业园区天然
富硒地块涉及顺平县高于铺镇王各
庄、西阎庄、东阎庄村及蒲阳镇董家
庄、东下叔村五个村庄，其中含绿色
富硒土地8388亩、无公害富硒土地
82 亩 ，硒 平 均 含 量 为 0.35 毫 克/

千克。
为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

兴战略，规范富硒土地开发利用，加
强天然富硒土地认定管理，中国地
质学会自 2020 年起开展天然富硒
土地申报和认定工作。河北省地质
学会积极响应，及早谋划，努力推进
首批天然富硒土地申报工作，指导
会员单位为地方政府申报提供技术
服务，组织参加项目成果评审论证
等，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地质学会将适时进行首批
天然富硒土地认定授牌，并根据有
关规定对已认定的天然富硒土地实
行动态抽查、评估。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提供技术支撑

我省一地块入选中国地质学会
首 批 天 然 富 硒 土 地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8月
16日，2021年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
揭晓，河钢共有 9 个项目获奖，其
中，以北京科技大学、河钢石钢、河
钢宣钢等为主要合作单位完成的

“二氧化碳绿色洁净炼钢技术及应
用”项目喜获中国冶金科学技术特
等奖。

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是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和中国金属学会联合设
立的中国冶金行业最高科学技术
奖，授予在中国冶金工业领域研究、
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的中
国公民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

2018年，河钢开始与北京科技
大学合作实施“二氧化碳绿色洁净
炼钢技术及应用”项目，将工业二氧
化碳作为转炉的底吹搅拌气进行底
吹，跟传统底吹方式比，可减少氩气
消耗，增强搅拌能力，降低钢铁料消
耗，节约生产成本。该技术在河钢
宣钢二钢轧厂 150 吨转炉应用后，
转炉脱磷率提高 1.44%，每吨合金

消耗平均降低0.05千克，每吨钢铁
料消耗降低1.4千克，吨钢挖潜增效
达4.8元。累计实现工业二氧化碳
利用 4500 吨，减排 1.26 万吨，为我
国钢铁工业提供了二氧化碳资源
化、规模化利用的新途径。

其他获奖项目中，河钢与中科
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绿色低碳提
钒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
得一等奖，开发出钒高效提取-清
洁分离-耦合纯化等核心技术，形
成了以高级氧化技术为核心的湿法
冶金新理论，为我国高铬型钒钛磁
铁矿的绿色高效利用提供技术支
撑。河钢与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共
同完成的“钢铁烟气多功能高效低
耗超低排放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项目获得一等奖，研发并建成污染
物协同治理、能源高效利用和副产
物资源化的多功能高效低耗超低排
放技术体系，为我国钢铁企业重点
工序烟气污染物的高效低耗净化治
理提供了良好的工程示范。

河钢与北科大合作项目获
中国冶金科学技术特等奖

▶近日拍摄的绿意盎然的张家
口市崇礼区太子城冰雪小镇。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佳琦摄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上半年，我省完成营造林450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75%，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

理，三北防护林、规模化林场

和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建设，张

家口冬奥绿化……一项项营

造林工程扎实推进，不断加固

京津绿色屏障。近日，笔者对

环京津营造林项目进行了实

地探访。

围绕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
我省生态修复的脚步从未停止。

遵化市石门镇金星山，春季栽植的
松树苗长势正好。今年该市3 月底就
开始进行荒山造林，今年将完成荒山造
林5万多亩。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唐山
将以更高的站位、更严的标准、更优的
质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巩固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成果。我们要向荒山要绿色、
向森林要效益，在补齐短板的同时，形
成布局合理、绿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绿
化格局，建好京津的生态屏障。”唐山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林
业局局长韦远东表示。

因煤而建、因钢而兴的唐山市，曾
凭借自身丰富的矿产资源获得大发展，
但也在一定程度破坏了生态环境，形成

“城市伤疤”。
为此，自2013年起，唐山市对所有

露天矿山停产整治，环保不达标的依法
关闭取缔，并逐渐对废弃矿山迹地进行

生态修复。2019 年至 2020 年，该市共
完成修复 762 处责任主体灭失的矿山
迹地，治理面积达33681亩。按照可绿
化荒山全部绿化的要求，唐山市今年将
完成荒山造林面积19.56万亩。

在沧州市，生态修复也在有序
推进。

在沧州市百狮园生态修复区，渡口
前街、南关渡口、滨水栈道、沧曲书院、
缙园、古莲池等 10 余处人文生态景观
造型优美，颇有意境。园内树木以花乔
海棠为主，相对高差达到8米的缓坡地
面上，32 种极具代表性的本地树种姿
态各异。

“这些树木能够给修复区带来不同
时节的花叶景观，保证一年三季花开不
断。”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沧州因千年
铁狮而被称为“狮城”，大运河百狮园生
态修复区体现了大运河建设的沧州
特色。

今年，沧州市把“增绿量”作为开展
“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的有力抓手，持

之以恒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将完成营造林7万亩。

染绿山川的同时，一片片林木也促
进水质不断改善。

在涿州市松林店镇夏辛店村村头，
北拒马河南支流缓缓流过，水面波光粼
粼，两岸绿意盎然。当地村民介绍，曾
经的黑臭水沟，如今成了周边村民游
玩、垂钓的好去处。

保定域内9条河流汇入白洋淀，河
湖状况直接影响到白洋淀水质。为坚
决打好碧水保卫战，保定市将抓好白洋
淀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在白洋淀上游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工程。经过综合治理，白洋淀
上游水环境质量达到近20年来的最好
水平。

数据显示，近年来，保定市大力推
进太行山生态屏障、环雄安新区生态林
带、水系林网等建设工程，截至今年 6
月底，该市造林绿化面积超 500 万亩，
湿地保护修复面积达2万亩。

保护京津水源，坝上的努力从未
停歇。

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二道河
村，千松坝林场职工新栽植的苗木整齐
茁壮。

从该村村头向南望去，东猴顶山山
花烂漫、绿草如甸。

海拔 2292 米的东猴顶山是滦河、
潮河、黑河主源头，以沿坝山峰为分水
岭，西北流入滦河水系，供往天津地区，
东南并入潮白河系，汇入北京密云水
库。这里地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核心区，可谓京津“三江源”。

20 年前，因风沙肆虐，滦河源头、
潮 河 部 分 支 流 经 常 出 现 季 节 性 断
流。附近百姓为喝口水，要跑十几
里远。

在山上，多栽树相当于修建水库。
近年来，千松坝林场累计营造林面积达
120 余万亩，滦河源头、潮河部分支流
季节性断流现象已成历史。目前，林场
工程区天然径流量增加131万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增加 138 万立方米。按照
计划，10月底前，丰宁坝上将再增加新
绿8万亩。

11 京津冀携手合作，提升营造林项目质量

22 下大力修复生态，染绿山川涵养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