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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力做好2021至2022年度采暖季供热保障准备工作

城镇总供热面积预计达14.9亿平方米

“怪石谷”里筑“金山”
——从一村之变看塞罕坝机械林场助力脱贫致富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

群山列峙，松涛翻滚。
59 年，营造林 114 万亩。这是塞罕

坝机械林场建设者的“绿色成绩单”。如
同一颗绿色种子，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建
设者的影响和带动下，仅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的森林覆盖率，就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7.62%增加到如今的60%，森林
面积达 813万亩，林草覆盖率高达 95%，
居全省首位。

靠“绿”吃“绿”。如今，塞罕坝机械
林场周边区域的群众，依靠勤劳的双手，
每年从这片茫茫林海中挣得6亿多元的
收入。其中，从荒山秃岭到满山披绿、从
村集体收入一穷二白到存款千万元的哈
里哈村，便是塞罕坝机械林场助力脱贫
致富的一个典型代表。

“怪石谷”变成“小塞罕坝”

“我们村面积全乡最小，但林地面积
最多。”站在村庄西侧一处山顶，看着落
叶松、油松、樟子松、云杉等树木一列列
从山脚排到山顶，哈里哈村党支部书记
赵艳杰自豪地说。

哈里哈系蒙语，汉译为“怪石林立的
山谷”，简称“怪石谷”。

“抬头望山秃，低头见河干。山地脱
皮下河川，冲走沟里百亩田。大风一起
难睁眼，一把柴火跑遍山。”这句顺口溜，
曾是哈里哈村的真实写照。

改变从1962年开始。
“当时塞罕坝机械林场刚刚建场，村

里响应县委号召，组织发动群众赴坝上
支援造林。”赵艳杰说，目睹过林场的失
败，也经历了林场的成功，村民们从林场
建设者身上看到了“不绿塞罕、誓死不
退”的决心，学到了科学实用的育苗和造
林技术，激发了大家绿化山川的积极性。

“宁可不吃粮，也不能再吃沙。”凭着
最朴素的想法，哈里哈村成立了“党员植
树突击队”，扛起镐头和铁锹，背着水壶
带着咸菜窝头，拉开“怪石谷”造林行动。

1977年，十多年造林初见成效。眼

看荒山披绿装，但一场严重雨凇突袭坝
上地区，不仅塞罕坝机械林场损失惨重，
哈里哈村也未能幸免。“胳膊粗的冰坨子
压折了一片片林子，看着满山倒伏的树
木，许多百姓心疼得好像自个儿骨头折
了，哭着瘫软在地上。”赵艳杰说，当时的
老支部书记韩明起站在满目疮痍的林
间，大声说：“树被压垮了，可以再种，哈
里哈人的脊梁永远压不垮。”

绝望孕育着新的希望。从山上清理
下的废木，卖了1.5万元。哈里哈人突然
意识到，种树不仅仅能绿化家园，更能获
得实实在在的收入。村里用卖树的钱，
购置了一台拖拉机，搞起运输，相继成立
了烧酒厂、木材加工厂、养猪场，村集体
逐渐有了收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时任村
党支部书记康文有的带领下，村里建立
了近 200 人的植树专业队，在塞罕坝机
械林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扩大了苗圃种
植规模。自此之后的 30 多年，他们将
2.3万亩的“怪石谷”全部植绿，森林覆盖
率达 78%，被誉为塞罕坝坝下生态第
一村。

描绘“共同富裕”新蓝图

行走在哈里哈村的山林之间，除了
渐渐消淡的斑斓秋色，一群或悠闲觅食、
或灵动跳跃的梅花鹿，成为林间一抹
亮色。

“这个鹿场兼顾经济和观赏价值，鹿
茸可以年年有收入，赏鹿可以吸引游客，
为旅游产业聚集人气。”看完鹿场，赵艳
杰又带领记者来到村里新建的主题
民宿。

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20间干净整
洁的标间，无处不在的“塞罕坝”元素图
文，可尽览塞罕坝创业史，尽赏塞罕坝四
季美景。

“不光我们客房有特点，餐厅更是一
大特色。”走进一排写着“为人民服务”

“红色记忆”“青春记忆”的平房，赵艳杰

告诉记者，餐厅除服务游客外，还每天为
全村60岁到80岁的老人提供平价餐，为
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餐。有特色有情
怀的民宿，开业第一年，便收入5万元。

走出民宿，不远处有一片白墙灰瓦
的搬迁小区。“走，到我们新家坐坐。”刚
从山上查看完退耕还林地里幼苗长势，
60 岁的村民康有良热情地发出邀请。
康有良的新家三室两厅 100 平方米，干
净整洁，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5 年前，我家住在山沟里，下雨下
雪出门很难，买袋米要扛着走 2 公里山
路。退耕还林后，又搬进了新家，有时间
到林场修枝打草，能收入两万多元。”谈
到如今的生活，康有良句句离不开树。

康有良给记者算了笔账：在林场采
蘑菇，勤快点一天能采100公斤，收入五
六百元，每年各类山货能卖一两万元；村
集体收入分红，每人每年最多能分 400
多元，他家最多时分到了近3000元。

经了解，记者得知，哈里哈村所有林
地，以及鹿场、羊场、民宿等产业全归村
集体所有。经过多年积累，村集体存款
已达 1000 万元。每年村集体通过公益
林生态补偿金、羊场、民宿、土地流转、银
行利息等可收入100万元。

“如果塞罕坝不建林场，哈里哈村也
不会借力改善生态、积累家底、发展产
业。”赵艳杰说，林子是大伙儿齐心协力
种的，“绿色宝库”的红利也一起共享。

“二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找到郭井龙时，他正带着十多
个村民在一片地里收胡萝卜。“刚带领大
家在林场割完1000亩草，马上就要入冬
了，林场没啥活儿了，抓紧时间干点农活
儿，明年开春继续到林场干活儿。”郭井
龙自小参加村里植树造林，是个造林、营
林的好把式。

“苗圃栽植容器苗要‘苗正、土实、水
足’，只要做好这几步，容器苗上山，个个
能活。剪枝贴根儿手稳快锯，口平不流

树油，树型好成材率高……”正是有了过
硬技术，20 多年前，郭井龙成了这支林
海“淘金”队伍的领头人。

从每天20元，到如今每天100多元，
一年长达七八个月的务工期，塞罕坝为
这支队伍持续提供了稳定收入。

“每人每年最少能挣 2 万多元。”郭
井龙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塞罕坝
机械林场调研考察，让他和工友们都十
分激动。“总书记夸这片林子长得好，我
们也自豪，因为我们也是参与者。”

据统计，塞罕坝机械林场长期与
300 多支营造林务工队伍开展合作，年
均发放劳务资金6000多万元，人均年收
入达1.5万元。在林场的引领带动下，周
边百姓通过发展农家游、手工艺品、土特
产品加工等产业，每年实现社会总收入
6 亿多元，累计带动 1200 余贫困户 1 万
多人口脱贫致富。景区内120余家旅游
服务经营场所，每年为周边百姓提供 1
万余个就业岗位。

为更好地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哈里
哈村将打造生态功能区、旅游康养区、特
色养殖区、农业观光及农事体验区、综合
服务区、易地搬迁安置区为支撑的“美丽
满乡”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发展离不开周
边区域百姓的支持，让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百姓，也是林场‘二次创业’的一个主
要目标。”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
明说，目前，林场已正式开启“二次创业”
新征程。在“二次创业”中，塞罕坝机械
林场将通过劳务用工等形式，吸收周边
群众参加森林经营、护林防火等工作，进
一步释放林业生态富民功能。积极开展
林下种植羊肚菌、红景天、金莲花等试验
研究工作，引导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乡村
游、农家乐、养殖业等产业，助力群众增
收致富和乡村振兴。力争经过 10 年的
建设发展，林场实现生态功能显著提升、
绿色产业健康发展、生态成果区域共享，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
环的目标。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金秋十
月，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即将开幕。

新时代呼唤新发展，新发展孕育新
动能。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聚焦高质量创新创造、高水平
创业就业，努力创优环境，做强载体平
台，完善服务体系，持续激发“双创”活
力，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促
进了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数据显示，1 至 8 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5.1%。

高质量创新创造，为高质量发展添
“成色”。

近日，在唐山威豪镁粉有限公司，一
个个 3D 打印产品从科研人员的论文中

“走出来”，变成现实产品。依托与河北
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的河北省增材制造产
业技术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今年该公司
在增材制造领域年产值预计可达 2000
万元。

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我
省实施创新领军企业培育计划，石药集
团、以岭药业、中车唐车、先河环保、长城
汽车等一批创新领军企业竞争优势增
强，5 家入选中国医药工业百强，4 家入
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9400家、科技中小企业达到8.7万家，
预计今年底高新技术企业超 10900 家，
科技中小企业达到9.3万家。

高水平创业就业，让就业版图加速
拓宽。

在任丘，85后大学生韩子夜返乡创
业种灵芝。如今，他和哥哥创办的悬圃
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发展成为一家集
灵芝种植、研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农
业企业，建成灵芝种植基地 30 余亩，年
生产灵芝10万余株，年产值约200万元，
创业培训200余人，年均吸纳100余名村
民就业增收。

今年以来，我省强化创业促就业功
能，积极谋划“双创”带动就业举措和重
点活动，努力促进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复员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推进

“双创”与扩大就业、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壮大新兴服务业融合发展，开通全省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组织开展互联网
平台中小企业对接、大学生招聘、就业辅
导培训等系列活动，促进创新创业资源
高效对接，有效提升全省创业就业能力。

数据显示，全省市场主体加速发展，
截至 8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710.9 万户，居全国第七位；1-8 月新登
记市场主体达76.21万户。1-9月，全省
城填新增就业 80.7万人，创新创业服务
104.9万人次。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背后是河北为创
新创业厚植土壤。

“双创”生态日益优化。我省聚焦创
新创业难点堵点，精准出台实施一系列
政策文件，包括提升“双创”示范基地作
用、发展科技领军企业、壮大市场主体、
促进成果转化、扩大创业就业等，强化
省、市协调联动，大力推进政策措施落实
落地。实施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机制，
推进3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任务。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搭建
银企对接平台，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精准
帮扶大中小企业精益创业、融通创新。

“双创”载体加快发展。依托创新创
业优势区域、骨干企业、重点高校，我省
布局建设了 3 个国家级、37 个省级“双
创”示范基地，着力打造全省“双创”高
地。40 个省以上示范基地累计转化科
技项目 4880 项，入驻创业团队 4997 个、
科技型中小企业 12954 个。大力发展

“双创”孵化基地，促进人才创业和科技
成果转化，全省建成众创空间691家、科
技企业孵化器 282家，均列全国第 5名，
在孵企业和常驻团队3.2万个，入驻企业
和团队吸纳就业17万人。

创新平台量质齐升。我省围绕产业
链布局创新链，实施创新平台倍增计划，
促进科技创新补短板，大力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广聚创
新资源要素，高质量建设创新平台，构建
河北创新体系。去年以来，新增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154家、工程研究中心31家、
重点实验室 111 家、技术创新中心 442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82 家，各类创新平
台达到 2544 家，国家级平台突破 102
家。聚焦高速动车组、创新药物、高效光
伏组件、现代通信、新型显示等重点领
域，研究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
了一批重要发明专利和技术标准，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0%。

品牌活动精彩纷呈。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和疫情防控，我省充分调动各地、各
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合力营造

“双创”浓厚氛围。精心组织筹办 2021
年全国“双创”周河北分会场活动，主会
场设在石家庄高新区创新大厦，重点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线下举办创业
就业成果展、“双创”示范基地成效展等
13场专题展和重要活动；线上通过云展
馆全景展示河北创新创业成效亮点、“双
创”政策、创客风采等。同时，积极组织
参与国家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创客
中国等主题活动，组织举办河北创新创
业大赛、“中国创翼”大赛、“互联网+”大
学生创业大赛等品牌活动，广泛宣传展
示河北“双创”成果，培树表彰先进典型，
激发全社会“双创”活力。

高质量创新创造 高水平创业就业

“双创”助力河北新旧动能转换

聚焦“双创”活动周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省住建
厅获悉，我省各地全力做好 2021 至
2022年度采暖季供热保障各项准备工
作，通过加强供热基础设施建设、“冬
病夏治”、完善供热监管信息平台等措

施，全省城镇总供热面积预计达 14.9
亿平方米，可以满足居民用热需求。

供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为切实满足居民新增用热需求，各地
供热主管部门督促供热企业按照城市
发展规模，梳理新增用户用热需求，及
早谋划供热设施建设计划，抢抓工期，
新建了一批供热热源、换热站和管网，
为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奠定基础。

设施设备维护、检修扎实开展。
立足于“冬病夏治”，各级主管部门和

供热企业聚焦热源厂、换热站及老旧
管网的检修改造，建立问题台账，制定
整改计划。截至 10月 14日，完成热源
厂检修 248 座，维修、改造换热站 5551
座，改造一次供热管网141.7公里，改造
二次供热管网 513.4公里，整改完成供
热问题集中小区636个。其中，老旧管
网改造已超额完成今年民生工程确定
的288公里任务目标。

城市供热信息化持续推进。进一
步优化全省供热监管信息平台功能，

持续扩大平台覆盖范围，不断提高供
热系统运行数据传输稳定性，着力完
善“三级监管、四级联动”的供热监管
体系，全力提升供热服务质量。截至9
月底，全省典型热用户室温采集已覆
盖 96%的居民小区；主要供热企业中，
已有 94%实现生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
造，94%的换热站实现无人值守远程管
控。目前，全省供热监管信息平台已
开始联调联试，10 月 25 日前各级供热
监管信息平台将具备正式运行条件。

李力：首创冀南模范班的武装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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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1913-1942），原名李双福，

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区）烟家雾村人。
1930年高小毕业后到北京学徒。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李力
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回到家乡冀县发
展党的组织。同年秋在烟家雾村建立
了党支部。1934年重建河北省立第六
师范学校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
年，任中共冀（县）枣（强）工委书记，在
冀县、枣强、德州一带，为党的建设做
了大量工作。1935年夏，参加了直南
农民暴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1938年2月，动员冀县、新河和枣强县
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党员，到八路军
一二九师东纵举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受
训。1938 年 3 月，任中共冀南一分区
地委书记，创建冀南根据地的第一支
游击队。1940年秋，调任中共冀南区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同时兼管一、二
分区的工作。首创冀南区模范班，举
办基干民兵武装比赛，受到上级表
彰。1942 年 2 月，奉命赴太行山中共
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年 5 月，在
一次反“扫荡”突围中，不幸牺牲，时年
29岁。2015年8月，被列入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供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设施设备维护、检修扎实开展

●城市供热信息化持续推进

信春鹰到石家庄市调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历史
陈列展工作时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袁桐利在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

从 严 从 细 落 实 各 项 措 施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河北日报讯（记者周洁）10 月 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副书记信春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
研组一行，到石家庄市就首届人民代
表大会历史陈列展工作开展专题调
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
任宋锐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任范照兵，秘书长曹汝
涛陪同调研。

信春鹰一行到石家庄城市馆参观
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历史陈列
展，并召开座谈会。她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人大制度、加
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也
是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认真贯彻，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为新的起点，努
力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能力和水平。

信春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
大牺牲、进行艰辛探索建立起来的，要
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
贯彻。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在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探索和建立的历史进程
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深入研究宣传
这一光荣历史，挖掘蕴含其中的深刻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更好
发挥人大制度教育基地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10 月
18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桐利
主持召开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
会，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苗接
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袁桐利指出，当前，散发病例在国
内多地接连出现，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从严从细抓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落实，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袁桐利要求，要强化境外疫情输

入防控，紧盯入境来冀返冀高危人群，
前移防控关口，做好全流程闭环管
理。要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变化，强化
重点人员排查管控和重点场所防控，
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要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坚决
落实“四早”要求，继续做好重点人群
定期核酸检测，发挥好药店、基层医疗
机构“哨点”作用，做到早发现、早处
置。要全力抓好疫苗接种，确保符合
全程接种条件人员应接尽接，并积极
引导群众主动接种加强针，抓好疫苗
供应保障和精准调配，确保加强针接
种工作有序实施。

袁桐利还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作了安排部署。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张连印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2021年10月18日）

张连印，男，汉族，山西左云人，
194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
军区原副司令员。他入伍40年，在
党的培养下，从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的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把
全部青春献给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事业。退休后，他毅然回到家乡，18
年里带领团队共植树 1.8 万余亩、
200 多万株，为家乡生态环境改善
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不图名不图利，为了造林倾
尽积蓄，将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
交给了集体。他身体力行弘扬党的
优良作风，宣讲党的光辉历史，面向
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开展党史教育，
受到当地群众高度赞誉，被誉为“新
时 代 的 甘 祖 昌 ”“ 穿 军 装 的 杨 善
洲”。先后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全军先进退休干部”。

张连印同志是初心使命的真挚
坚守者、“两山论”的生动践行者、革
命传统的模范传承者。他信仰如
炬、初心如磐，卸甲不移志、退休不

褪色，为党的事业拼搏不息、奋斗不
止；他少小离家、落叶归根，与人民
群众休戚与共、与百姓心手相牵，坚
持奋斗在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新
战场”；他退休后脱下军装换农装，
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始终保持艰苦
朴素作风，模范传承党的优良传统，
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光辉榜
样。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
授予张连印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号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部队官
兵，向党的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从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
奋进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立足两个大局，心怀

“国之大者”，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在
新的奋斗征程上为党和人民争取更
大光荣。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