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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下的涞源七山滑雪场。
▶近日，在涞源七山滑雪场，滑雪爱好者体

验冰雪乐趣。 涞源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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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推动旅游业从“夏季游”向“四季游”升级

一片冰雪带动旅游业“全面开花”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通讯员 刘寒凝 肖淑静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稳步推进

全市设立19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今年建成公共停车场106个
新增车位21317个

进入冬季，七山滑雪场白雪皑皑，一
个个矫健的身影在高山雪道上纵横驰骋；
白石山镇寨子村、西龙虎村、菜村岗村的
十几家农家乐忙着更换菜单、备菜、装修
店面、新招服务员，为即将到来的又一个
旅游旺季做准备……

冰雪产业的兴起，正在让素有“凉
城”之称的消暑胜地涞源，变成冬季旅游
的热门目的地。

近年来，涞源县确立“旅游立县”发
展战略，凭借承办首届省旅发大会、省第
三届冰雪运动会契机，以及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东风，大力发展冰雪产业，使全县
旅游业从白石山景区一枝独秀到山岳、冰
雪、温泉、特色小镇等全面开花，实现从

“夏季游”到“四季游”的全面升级。

项目引领，营造旅游“暖冬”

长期以来，涞源县旅游结构单一，冬
季旅游项目匮乏，“夏强冬弱”的旅游结
构特征非常明显，白石山景区及其辐射带
动占据了该县旅游业主导地位，是名副其
实的旅游“半年经济”。

涞源县平均海拔 1000 米，冬季平均
气温-10℃至-15℃，有着发展冰雪产业
的绝佳气候资源和独特优势。2016 年，
涞源县利用承接举办首届省旅发大会契
机，开启了旅游产业全面升级的征程，尤
其是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积极谋划发展
冰雪产业。

2017 年，该县首个大型高山雪场七
山滑雪场开工建设，累计投资6亿元，建
成京西南最大的滑雪场，造雪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有初、中、高级雪道 13 条，
雪道总长度17千米。

“滑雪场建成了，农家乐生意一年四
季没断过。”白石山镇寨子村肥人农家乐
老板娘王小芳脸上乐开了花。

七山滑雪场的建成投用成为撬动涞源
冬季旅游项目的杠杆，2017 年建成当年
雪季，该单体项目就接待游客 5 万人次，
收入 1290 万元，该县旅游出现第一次

“暖冬”，并从此成为常态。
据介绍，2020年至2021年雪季，全县

雪场游客达 15 万人次，营业收入 4725 万
元，效益是 2017 年至 2018 年雪季的 3 倍
多。

旅游“暖冬”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
“夏强冬弱”格局，涞源实现全时游、全
季游，旅游从业者也从半年忙变成全年
忙。“自七山滑雪场建成后，酒店的冬季
入住率大幅提高，满房率成为常有的
事。”涞源华中酒店负责人说。

延伸链条，放大“旅游+”效应

三中轮滑比赛场地、白石山花海滑轮
比赛场、陆地冰壶比赛场已陆续开展冰雪
运动会赛事；滑雪比赛场地七山滑雪场雪
道及高速缆车 11 月中旬完成验收并投入
使用；新一中滑冰馆外墙面板已完工，制
冰设备也准备安装并调试完成……作为省
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承办地，涞源县承担了
9 项赛事，涉及的 5 个场地目前正加紧进
行各项准备工作。

以举办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为契机，
涞源县积极推进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六
进”活动，启动了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推
广普及活动和校园冰雪季，加快推广各类
冰雪运动的步伐，掀起了全民参与、全民
共享冰雪运动的热潮。截至目前，全县参
与冰雪运动人数近 10 万人，为冰雪产业
发展壮大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际滑雪邀请赛、京津冀运动休闲体
验季 （冰雪季）、京津冀越野滑雪赛……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赛事活动的举

办，到
涞 源 县
直 接 参 赛
运 动 员 已 近
万人，带动随行
人员和旅游者近 3
万人次，拉动酒店、农家院、农特产品销
售、餐饮业、运输业和景区等服务业增
收。

随着冰雪项目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逐渐凸显，涞源县持续发力，完善冰雪产

业战略规划，延伸产业链条，于 2020 年
借势建设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建
成HS106和HS140两个跳台，以及世界体
量最大、训练功能最全的风洞实验室，国
家高山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国家队在此驻
地训练。到 2023 年，该县以冰雪服装、
冰雪文创、智能训练、辅助训练、冰雪休
闲装备研发生产与检测、认证为主的冰雪
特色产业园和冰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冰
雪休闲旅游综合体、智能冰雪培训业将初
具规模。

此外，该县促进冰雪与旅游、文化、
健康、会展等相关产业有机融合，盘活全
县酒店、餐饮等相关服务业，不断提升冰
雪产业的带动引领力，持续放大“旅
游+”效应，打好旅游、体育运动、文
化、休闲康养等组合拳，促进多产融合。

丰富内涵，推进全域旅游

冰雪产业破解了涞源全季旅游难题。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游客在涞
源旅游中慢下来、留下来？涞源从城市建
设、旅游交通、精品景区、公共服务设施
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
作，促进旅游配套设施的提档升级。

建设了 13 个美丽乡村。按照旅游专
业村的标准，对白石山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片区 13 个村进行高水平规划打
造，完成民居改造 400 余户，硬化街道
20.5 公里，清理庭院 3 万余个，拆除违
章建筑 358处，绿化近 4万平方米，原有
的 148 家农家乐全部改造提升，新增星
级农家院 61 家，打造出中华面食一条
街、精品民宿等特色农家乐新业态，瞄
准世界级乡村旅游的目标，建设全省乃
至全国乡村旅游的典范片区，开辟新的
旅游经济增长点。

着眼于全面完善旅游业态，丰富旅游
内涵，大力招商引资，集中打造了白石山
温泉度假区、白石山舍、七山滑雪度假区
等一批旅游新业态项目，全力构建“吃、
住、行、游、购、娱”要素完备的旅游产
业链，形成集避暑休闲、农业体验、疗

养度假、健身养老、商务会展于一
体的功能完善的区域性旅游产业

集群，为发展全县域旅游打下
坚实的基础。2020 年，涞源
县入选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

今年，涞源县着力开
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滨湖新区旅游综
合 开 发 项 目 、 洲 际 酒 店 、
龙昂骊谷旅游项目相继落
地……旅游重点项目落子速

度逐渐加快，全域旅游承载力
和带动力越来越强。
“今年第一季度，全县接待游

客就达 21 万人次，过夜游客 4.62 万人
次。”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辛志
刚介绍。

旅游硬件的提档升级、新兴旅游要素
的注入，让涞源旅游增加了厚度、延长了
时长、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内涵，“旅游
立县”战略落地开花。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
季晓明、辛喜凤） 连日来，保定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市辖区涉
农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全覆盖式执法检
查，查处涉及种子、农药、饲料、兽
药、动物诊疗等各类案件23件，是去年
全年的 5倍，涉农有偿服务秩序得到有
效规范，生产经营环境不断优化。

长期以来，保定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存在监管、执法和技术服务职能
交 叉 、 主 责 不 清 以 及 监 管 和 执 法 越
位、缺位、不到位等情况。为此，今
年以来，该市积极推进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着力构建权责明晰、上下
贯通、指挥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
力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目前，
全市已经设立 19 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执法机构挂牌率达 100%，初步
建立起权责清晰、上下贯通的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工作机制。

强化制度建设，着力规范执法行
为。按照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要求，着
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
的制度体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
提高执法工作效能。进一步细化农业综
合执法事项目录和自由裁量权基准，全
面落实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完善执法人员持证上
岗、亮证执法，将农业行政执法纳入法
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

强化培训宣传，着力提升执法水
平。对新加入执法队伍的人员等开展执
法大练兵活动，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锻炼，提升执法办案能力。目前，市
级组织执法骨干培训 2次，县级共组织
开展综合培训、专项培训等18场次，受
训执法人员1600余人次。全市执法系统
累计出动普法宣传车60多辆次，深入乡

村、企业，组织印制宣传横幅 1500 余
条，发放动物防疫法宣传挂图 300 余
张、明白纸 18 万份、宣传册 3.5 万册，
并组织翻印动物防疫法单行本 1.9 万
册，免费发放至各县 （市、区） 及乡镇
动物防疫监督分站，村级防疫员、乡村
兽医、规模养殖场、屠宰场点、兽药生
产经营企业、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使广
大群众和执法人员及时了解法律规定，
切实增强从业者知法、懂法、守法的自
觉性。

强化主责主业，着力加大执法力
度。将全市 5408 个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6266 个规模养殖场、8581 家家庭农场和
合作社、2911 家农资经营企业（户）和
400 余家饲料、兽药生产经营单位，以及
68 家屠宰加工企业等全部纳入执法监
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进行执法检
查，加大执法办案力度，办案数量明显
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机构立案查处案件 436 件，比去年全
年案件总数增加 28%，其中涉及种子
113 件、农药 75 件、动物卫生监督 115
件、农产品质量安全 22 件，重点领域执
法办案数量均较去年大幅增加。

今年以来，全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立案查处案件
436件，比去年全年案件总
数增加 28%，其中涉及种
子113件、农药75件、动物
卫生监督115件、农产品质
量安全 22件，重点领域执
法办案数量均较去年大幅
增加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红叶、
尤善杰）日前，唐县南店头乡葛堡
村肉羊产业入选 2021 年度省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一村一品”十大
典型案例。

葛堡村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从事肉羊养殖及相关产业。近
年来，南店头乡和葛堡村积极引
导村民学科学用科技，走“科技兴
牧”“科技富农”的发展道路。坚持
市场化导向，采用“龙头企业+合
作社+养殖大户”的产业化运营
模式，发展联合体实现产销一体
化。目前，全村肉羊养殖户达到
995 户，肉羊加工龙头企业 2 家，
养殖合作社 9 家，全村劳动力
90%以上在肉羊产业链上就业。
肉羊年存栏 60 万只，年出栏 120
万只。2020 年，葛堡村肉羊产业
产值达到3.8亿元，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2.5万元。

唐县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壮
大保定振宏食品有限公司和保定
瑞丽肉食品有限公司两家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葛堡村乃
至全县肉羊产业快速发展。加强质
量监管和品牌建设，鼓励和引导企
业申报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加大
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力度，实施产业
强镇项目，以葛堡村为中心，积极
引导肉羊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方
向发展。目前，全县三分之二以上
的羊肉产自葛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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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2016年以来，
保定市以“节、引、调、补、蓄、管”为抓手，推进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截至今年10月底，累
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7.28亿立方米，超额完
成省定压采任务。今年以来，全市地下水位
明显回升，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22.54米，较上
年同期上升 1.33米；深层超采区地下水平均
埋深31.87米，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2.01米。

精准施策，切实保障治理成效。强力关
停取水井，完成全市取水井摸底调查，逐井绑
定电子标识，建立取水井台账。强力推进自
备井关停，制定分年度关停计划，2016 年以
来，全市累计关停各类取水井7438眼。大力
实施农业节水，累计实施地下水高效节水灌
溉57.07万亩，季节性休耕43.07万亩，旱作雨
养11.48万亩，农业灌溉水源置换7.2万亩；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节水灌溉 63.77 万
亩，实施小麦节水品种及配套技术项目248.5
万亩，实施浅埋式滴灌 5.5万亩，大力压减农
业取用水量。加大推广工业节水力度，对石
化、纺织、造纸、制革、食品、医药等重点行业
年用水量 5 万立方米以上的企业，逐个制定
节水计划；对年用水量15万立方米以上的高
耗水企业，开展用水效率领跑活动，着力提高
企业用水效能。实施河道生态补水，2017年
以来，累计实施生态补水 45 亿立方米，保障
了市域内20余条河流的清水流动，白洋淀水
位始终保持高水位运行。

严格审批，强化地下水取用监管。结合
全市水资源和经济发展实际，科学分配水
量，完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严控地
下水开发利用，强化水资源论证，严格取水
许可管理，在地下水禁采区、集中供水管网
覆盖范围内，一律不再审查新的自备井取水
许可。今年以来，因不符合政策条件等原
因，不予审核通过的取水许可172件，维护了
取水许可的严肃性规范性。强化地下水计
量监控，健全地下水位水量信息监控体系建
设，对年用水量超过 5 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户
安装在线监控，对超采区年取水量 1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大户安
装在线监控。强化督导检查，采取部门联合检查、专项工作检查
等多种形式，掌握工作进展，发现存在问题，协调解决措施。今年
以来，先后组织联合检查 6 次，专项检查 15 次，约谈 3 次，有效促
进了工作落实。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王乐）为深入推动治理“停车
难”，提升道路交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今年以来，保定市住建局
找准切入点，因地制宜解决城市公共“停车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已完成公共停车场建设106个，年度新增车位21317个。

保定市住建局严格落实公共停车设施建设主体责任，督导各县
（市、区）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推进方案，建立任务台账，全力组织推进。

统筹各地加快整合项目审批流程，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实现一
口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抓住立项、环评等重点环节，统筹资
源力量，破除既有审批瓶颈，加快项目落地。

指导各地合理设置停车泊位，坚决杜绝泊位设置存在占压盲
道、影响行人出行等现象，各地共摸排车位 53961个，整改（清退）
停车位256个，确保每个新增车位都能够有效使用。

充分利用公共绿地、城市广场等区域，大力推进立体停车设施
项目建设（含机械式停车设施），合理利用人防工程等地下空间兼
容公共停车设施。共完成立体停车设施及地下停车设施项目9个，
新增停车位1627个。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保定将新建扩建 59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纳入今年的民生实事
项目。目前，7所学校、幼儿园已投入使用，新增学位12660个。

据介绍，7所新建扩建学校、幼儿园分别为徐水区日新学校、
徐水区大因镇葛村幼儿园、满城区第二十八中学、博野县兴华小
学、望都县第一实验小学、高阳中学、涞源小学。其余50所主体在
建，2所正在抓紧推进前期手续办理。

除纳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的学校、幼儿园项目外，主城区还要
新建2所高中学校，将新增学位6000个。其中，竞秀高级中学已开
工建设，目前，教学楼、图书馆已经封顶，辅助教学楼、学生宿舍、地
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2年9月完工；主城区北部新建高中
项目已启动征地补偿和土地组卷报批工作，预计年底开工建设。

保定市高度重视新建扩建学校、幼儿园工作，对各县（市、区）
学校、幼儿园建设项目进行台账式管理，并结合县委书记月点评制
度对所有建设项目进行量化评比，有效加快了各项工作的推进实
施，助推新建扩建学校、幼儿园尽快交付使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王爱华）日前，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正式向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氢能检测分公司下达关
于筹建河北省燃料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批复。该委员会建立
后将填补我省燃料电池标准化组织的空白，对于完善燃料电池标
准体系，整合燃料电池技术资源，促进燃料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
申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筹建指导，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氢
能检测分公司负责具体筹建。该氢能检测分公司于2018年建成，
属于大型燃料电池汽车关键组件综合型测试中心，在行业内技术
能力领先。公司以氢能测试标准为基础，建立了燃料电池膜电极、
燃料电池电堆、储氢瓶和零部件等燃料电池产品测试体系。筹建
工作将立足氢能产业发展基础，结合保定市氢能产业发展定位，发
挥保定在燃料电池的研发、制造及应用等领域优势特色，统筹推进
委员征集、标准体系框架研究及技术委员会组建方案等，不断推动
燃料电池技术及应用推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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