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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椽巨笔书答卷如椽巨笔书答卷
——赤城县做好赤城县做好““三个示范三个示范””打造环京生态强县打造环京生态强县

“京城一杯水，半杯源赤城。”这句赤城人口中的老话，印证着赤城与北京一衣带水的深厚情源。

赤城县位于北京西北部，与北京山同脉、水同源、气相通、地相连。作为环京生态县，近年来，赤城

县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携手筹办举办冬奥会及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重大机遇，围绕首

都“两区”建设，坚持生态优先，主动融入北京，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致力建成首都生态屏障示范带、环

京协同发展示范县、国家旅居康养度假示范区，做好转型、承接、生态三篇文章，阔步走在创新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大道上。赤城县铭悦乡居外景赤城县铭悦乡居外景。。

赤城县羊坊村造林现场赤城县羊坊村造林现场。。

海陀山谷一隅海陀山谷一隅。。

盛丰农业园区育苗基盛丰农业园区育苗基
地工作人员正在管护幼苗地工作人员正在管护幼苗。。

云州水库为北京集中输水云州水库为北京集中输水。。

万亩林海
构筑首都生态屏障示范带

时值金秋，四面环山的马营乡羊坊村，山间
层峦叠嶂。放眼望去，满山新栽的云杉和油松，
将山坡分割成一张巨大的棋盘。

今年 5 月，羊坊村开始画地拉线，挖坑植
绿。“八六四”大坑，一亩地74个，“宽三乘三”，
以便之后苗木有较高成活率；8月初土地开始施
肥，8月9日开始栽种，共计1470亩。“咱们苗木
来得不容易，运输都是拉到马路边，骡子再驮到
山上，我们就像保护小孩似的，轻拿轻放。从县
乡各级领导，到我们村民，大家目标都一致，就
是让苗木成活率达到85%往上，让绿色永驻羊
坊村。”马营乡二十七标段施工队长尤桂军

介绍。
这一标段人工造林工作只是赤城县植树造

林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推进，作为首都“两区”建设
环京县区之一，赤城县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加快造林绿化步伐，有序扩展生
态空间，2016-2020年累计投资16.9亿元，完成
营造林面积116.41万亩，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
境面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7.57%，林木绿化率
达61%。实施水土保持治理282平方公里；落实
潮白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6.14亿元，落地

“三水共治”项目45个。有序退出矿山74座，完
成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112 处；集中建设延崇高
速绿色廊道，一体推进乡村治理、“三化”造林、
山体修复，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了示范样板。

清风荡林梢，林动深似海。万亩林海，无不

彰显着赤城县改善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的能力和决心。未来，赤城县将以争创“国家
级生态文明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为目标，围绕“五大绿色体系”建设
要求，到 2025 年完成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新增造林1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全力
构筑首都生态屏障。

京赤协作
共建环京协同发展示范县

“这些茄子、西红柿苗别看外观普通，却有
十足的科技含量，是国内最优质的新品种。”在
赤城县样田乡北京市援建的京赤科技扶贫示范
基地内的蔬菜大棚里，技术员正在抓紧对各类
优质蔬菜进行育苗。赤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
广中心主任张广明介绍，2019-2020年赤城县申
请海淀区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 762 万元，在样
田乡建设了集现代农业技术和物联网应用技术
于一体的京赤科技示范园，目前已经有50项北
京科委的农业品种和技术正在赤城县 18 个农
业产业园区推广。

走进样田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物联网控制
中心”，“物联网”显示屏上清晰地显示着大棚里
种植的农作物长势情况。“不管专家在哪里，只
要有网络信号，打开手机物联网就可以实现‘专
家到地头’面对面服务，做到有求必应、接诉即
办，让农业生产无技术困扰。”张广明说。

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最先进成果——科
技扶贫物联网，它将全县18个扶贫产业园区纳
入物联网管理平台，实时将生产区图像及温湿
度等相关参数传送到物联网管理平台和手机
App上，将科技专家团队与农业园区、市场末端

紧密对接，实现了对园区的统一监控和管理。
目前，京赤科技扶贫示范园内示范种植了

番茄、茄子、黄瓜、豆角、草莓等11大类96个果
蔬优良品种。赤城县种植、养殖业实现了分散经
营向科技带动、规模经营的华丽转身，全县蔬菜
种植面积突破16万亩。

守望相助奔小康。从2016年起，北京、赤城
两地便踏上了携手奔小康的征程。五年来，赤城
县共计引入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财政资金
24071.72 万元，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 119
个，引进东部地区落地企业 14 家，落地企业共
带动贫困人口5093人。5年来，扶贫协作模式遍
地开花，一个个感人的互助故事纷纷上演，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环京协同发展
的远景正在赤城县焕发出无限生机。

依托生态
打造国家旅居康养度假示范区

“这一项目是赤城县‘空心村’治理改革创
新试点，不仅鼓了村民的钱袋子，还把这里建设
成为集养生养老、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旅游目
的地。”在赤城县赤城镇浩门岭旧村，清新雅致
的“铭悦乡居”民宿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该民
宿负责人周文超介绍，目前这里已发展成为京
北乡村旅游度假“网红打卡地”。

围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战
略部署，赤城县依托“环京、邻奥、沿坝”区位优
势，立足生态文化资源禀赋，充分发掘自然风光
等资源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租赁”模式，以打
造“国家旅居康养度假示范区”为重点，将不少
村闲置的院落利用起来，积极构建“三产联动、
多业融合”的“民宿+”经济新业态，探索“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入市场”的路径，推出了
一批高品质全域全季旅游品牌，打造民宿产业
集群。目前，以铭悦乡居小镇、云上人家艺术风
情谷、绿滟田舍乡居项目为代表的10多个民宿
项目已建成或投入运营，昔日小山村变成了集
艺术创作、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民宿等为
一体的文化田园综合体。

位于北京延庆和赤城大海陀乡交界处的海
坨山谷是赤城县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
成功范例。该项目通过引进北京奥伦达公司，投
资 30 多亿元建设了集智慧农业、山地运动、山
野观光为一体，以原生山谷地貌打造休闲旅居
度假目的地，游客接待量每年达 30 余万人次。
同时项目辐射周围 18 公里辖区内的 6 个行政
村，带动了周边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未来，赤城县将紧抓“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带”的发展契机，以“14421”思路总体布
局，致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主轴线”：即
突出京礼高速这“一条主轴”；培育建成“关外第
一泉”、四十里丹霞、黑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冰山梁第四纪冰川地质公园 4 个 AAAAA 级景
区；打造黑龙山国际森林康养、新雪国冰雪度
假、龙关冰雪运动、海陀小镇4个特色小镇；在
大海陀高速口建设占地 1500 亩的体育运动公
园，在炮梁利用废弃矿区建设山地运动、极限运
动和汽车运动公园；利用赤城独特的乡村资源，
重点打造100个民宿村，持续放大“山、水、林、
泉”优势，真正把赤城县打造成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文/刘雅静、庞树辉 图/赤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作为张家口的窗口，经开区这个“年轻”的城区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推进城市建设，擦亮“面子”，增强城市品位；做细“里子”，丰富城市内涵；夯实

“底子”，构建“绿色硅谷”。

如今，开阔舒朗的大道、层次分明的绿化、现代风格的高楼、造型独特的公建……身居经开区，点滴处，悠悠城市风情悄然溢出；方寸间，现代大气城

市品质无声传递。冬奥城市会客厅正从规划图纸逐渐变为现实。

擦亮“面子”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经开区作为发展新区，代表着张家口市
的‘朝阳形象’，所以‘面子’问题首先要解
决。”定时到核心路段对市容市貌、商户牌匾
等进行巡查，已经成为经开区城管局局长裴
爱晖的习惯。

打造冬奥城市会客厅，擦亮会客厅“面
子”是先手。今年以来，经开区以“三重四创五
优化”为出发点，以“十项清理”为切入点，本
着“以奥运为中心、为百姓谋福利”的规划思
路，对铁路以北五横六纵共11条道路进行风
貌整治和环境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外立
面改造35000余平方米，更换店招1252处，铺
设便道32298平方米，盛华西大街等重点街道
以整齐大方的崭新形象惊艳亮相，赢得百姓
的称赞。

在经开区长城西大街和钻石南路交叉口
西南角，以“雪花”为主题的“口袋公园”瑞雪
园与街口对角的冬奥会非注册VIP接待中心
成为街口形象的点睛之笔，凸显了张家口的
冰雪文化。除瑞雪园外，经开区还实施了“社
区服务型”“文化主题型”“街头覆绿型”和“临
时休憩型”四种类型的9个“口袋公园”的改建
提升绿化工程。目前，经开区绿地总面积
794.13公顷，绿地率达到37.87%，绿化覆盖率
达 到 42.96% ，人 均 公 园 面 积 达 到 15.06 平
方米。

另外，随着张家口“城市向南”的发展趋

势，2017年张家口市委、市政府把铁路以南区
域规划为全市的未来之城。2020年以来，经开
区与雄安新区规划团队合作，对未来之城进
行了高标准规划。

未来之城分高铁新城和洋河新区两个片
区。高铁新城，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重点发
展高端商务、企业总部、商业综合体等业态，
打造高铁中央商务区、冬奥城市会客厅；洋河
新区，规划面积38.9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总部
研发、医疗健康、科教文化等业态，打造医疗
健康城、教育城。目前，经开区已累计投入35.1
亿元，实施了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之城将成为
城市新地标、经济增长极，面向首都的国际新
平台、事业新基地、生活新家园。

做细“里子”
营造一流发展环境

“打造冬奥城市会客厅，我们既要擦亮
‘面子’，又需要做实做细‘里子’。”经开区创
城办负责人刘雅军说，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
机，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程度是做实做细会客
厅“里子”的重要抓手之一。

10月18日，经开区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向全区的快递员及外卖骑手们发出了
倡议，号召大家营造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道
路交通环境，共同树立冬奥会客厅窗口形象。
这是经开区全力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举
措，也是打造冬奥城市会客厅做细“里子”的
重要一环。

近年来，经开区聚焦创建文明城市，找准

薄弱点位和环节，查漏补缺、精准发力。运用
各种方式和载体，开展全方位、广覆盖的宣传
活动，上门宣传创建知识，解答百姓疑惑，不
断提高居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和支持
率。区团工委充分组织、发动辖区大中专院校
丰富的志愿者资源，开展志愿活动。同时鼓励
党员干部、热心市民积极参与小区管理服务，
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创建文明城市当中。

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样也关系着“里子”问
题。“没有良好的营商‘软’环境，外地客商怎
么来你这里投资，你怎么能把客人留下？”经
开区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王孝中一针见血地
指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近年来，
经开区坚持为企业、群众“堵痛点、解难点”的
原则，在审批改革过程中，推出“定制化服务”

“承诺制改革”等措施，合力推动项目审批驶
入快车道，将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的主要突破口，为打造冬奥会客厅打
牢基础。

夯实“底子”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2021年6月，经开区被正式批复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经开区打造冬奥
城市会客厅的金字招牌。”经开区发改局局长
李宜泽说，“作为一座城市的会客厅，‘面子’
靓了，‘里子’细了，还需要有像样的‘底子’。
经开区的‘底子’就是产业。底子厚了，金字招
牌才越来越亮。”

为进一步夯实“底子”，经开区先后引进

了金风科技、大龙网跨境电商、领克汽车等一
大批龙头企业。目前，以互联网软件园为依托
的产业先导区、以金达开元孵化器为依托的
创新孵化区、以金控大厦为依托的生态扩展
区、以泰智会科技孵化中心为依托的大数据
服务器制造基地建设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在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方面已初具规模。
2020年累计实现主营收入197.08亿元。其中，
数字产品制造业实现主营收入 2.16 亿元；数
字产品服务业实现主营收入 4.66 亿元；数字
要素驱动业实现主营收入190.26亿元。

以金风、原轼为代表的新能源高端装备
制造业产业集群快速扩张，结构提升优化明
显，产业链条逐步实现延伸，截至 2021 年 9
月，入驻企业8家，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从
业人员超过3000人，为全区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正在实施的安智科为电池储能项
目及中科院1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均拥有全国最领先的技术，打造储能产业链
成为经开区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新的增
长点。

借冬奥之风，大力发展奥运经济，深度发
掘“0度经济”、拓展冰雪产业，依托冰之梦运
动场等冰雪场馆，实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冰
雪文娱体育活动，有力促进了张家口市冬季
冰雪运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张家口冬季
体育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着力推动冰雪文
化体育发展驶入快车道，推进冰雪产业再次
跑出加速度，做大“冬奥蛋糕”。

（文/刘雅静、许彦艳 图/张家口经开区
工委宣传部提供）

冬奥赋能美丽新区冬奥赋能美丽新区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张家口经开区全力打造冬奥城市会客厅张家口经开区全力打造冬奥城市会客厅

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

东山产业园区东山产业园区。。

经开区总部基地产业集群经开区总部基地产业集群。。

经开区中央景观大道经开区中央景观大道。。

张家口市民广场张家口市民广场。。

张家口高铁站张家口高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