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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郭晓通 通讯员
梁志刚）1月2日，“激情冰雪、相约冬奥”
沽源县第四届冰雪文化节活动在库伦淖
尔湖畔开幕。游客齐聚库伦淖尔，共享
独特的渔猎文化和冰雪魅力，掀起了沽
源冬季旅游的序章。

活动现场，铿锵有力的锣鼓表演、庄
重的冬捕仪式、壮观的冬捕场面、激情的
冰雪汽车漂移、流畅的滑冰表演等系列
活动和雪地摩托车、冰上垂钓、冰上自行
车等冰雪娱乐体验项目，让广大游客在
畅享新鲜、刺激、欢乐冰雪激情的同时，
感受沽源独特的文化魅力，体会到浓浓
的年味儿。活动当日，沽源县首家大众
度假型滑雪场 —— 库伦淖尔滑雪场正
式运营，雪场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

据了解，沽源境内库伦淖尔湖、青年
湖、闪电湖等湖面冬季结冰期长达4个
月，冰层厚、冰质好、无杂质，周边地势平
坦舒缓，适宜举办冬季体育活动。近年
来，借助冬奥契机，沽源县在冬季旅游上
不断发力突破，依托旅游龙头企业带动，

增加冬季旅游产品供给，成功打造了冰
雪文化节、库伦淖尔冬捕节等品牌活动，
拓展了库伦淖尔滑雪节、汽车冰雪赛道
节、冰雪欢乐嘉年华等零度以下旅游产
品体系，不断把“冷资源”变为“热产业”。

沽源县积极鼓励青少年参与户外冰

雪运动，已连续六年成功举办了冬季阳
光体育系列赛事，比赛项目包括冰上龙
舟、男女速滑500米、男子速滑1500米、
女子速滑1000米等。截至目前，沽源县已
向上级体育专业队和体育院校输送各类
冰雪运动人才400多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
董姗姗）红色道旗、雪山景观摆台、可爱
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吉祥物……近日，张
家口机场以“相约冬奥，携梦启航”为主
题，营造完成系列冬奥人文景观，打造张
家口机场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张家口机场此次冬奥人文景观营造

以张家口地域文化特色为背景，在场区
内安装冬奥元素的红色道旗、航站楼外
玻璃上，粘贴冰雪元素的单透贴和摆放
冬奥会、冬残奥会会徽，充分展示冰雪运
动元素。他们还在航站楼进出港区域摆
放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在
二楼隔离区设置以雪花形状与服务功能

相结合的景观休息区。在行李提取处设
计安装以雪山为主题的冬奥景观摆台，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冬奥氛围。

下一步，张家口机场将与省体育局
合作，在航站楼西平台打造冰雪运动体
验区，为喜爱冰雪运动的旅客提供休闲
场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 通讯员赵
世坤）“2018 年入住后，室内供热平均温
度只有16度。供热公司工作人员采取冲
网、加装窗户密封条、调节管网等措施，温
度依然不达标。”家住承德市未来城小区
的卢先生说，自从楼上楼下住了人、供了
暖，他家终于迎来“暖冬”，室内供热温度
上升到20度以上。

在承德，像卢先生家的情况并非个
例。由于新购房屋不能及时装修入住或
出租，造成大批新房首年交付使用后，次
年办理暂停供热的数量急剧上升。“以高

新区为例，在2021-2022年取暖期，居民
用户停热率已经达到29.19%。有的小区
停热率甚至高达82%，有不少新建小区的
停热率在 4 到 5 年内始终维持在 50%至
70%区间。”承德热力集团龙新热力公司
生产技术科科长许华山称，上下左右四邻
房屋空置停暖，被称为“供热孤岛”。户间
传热量过大是造成“孤岛用户”室温不达
标的主要原因。

为更好地做好供热服务工作，承德热
力集团采取了多种实验方法，分析问题的
成因和影响。“实验数据表明，通过提高供
热指标、增加供热量的方法，对于解决‘供
热孤岛’问题效果不明显。同一小区热指
标提高33%，周边均停热的用户室温仅提

升1.5度，仍不达标。而周边均供热的用
户室温却提高了5.31度，室温高达26.71
度。”承德热力集团总工程师王向伟说。
据统计，承德市区室温不达标用户约占总
用户的 0.2%，其中“供热孤岛”占不达标
用户总量的近 70%，约 1000 余户。实践
中，解决“供热孤岛”有两种方法：一是楼
上楼下用户恢复供暖；二是在室内加装散
热器增加供热量。由于第二种方法可能
破坏室内装修，大部分用户都选择拒绝。

为解决“孤岛用户”急难愁盼问题，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承德热力集团决定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针对承
德市双桥区、高新区供热计量小区因周
边停热原因导致的室温不达标用户开展

“双节送温暖活动”。
“活动期间，我们将安排工作人员依

据《河北省供热用热办法》《关于规范暂
停供热管理的通知》（承市建发〔2018〕
130 号）等相关规定，向活动范围内室温
不达标用户相邻业主发送《限期恢复供
热通知书》，督促其尽早恢复供热。另
外，室温不达标用户也可主动联络协调
相邻用户，经同意后，恢复供热。”承德热
力集团总经理赵长江说，活动期间因恢
复供热产生的取暖费，由该集团承担，以
实现改善室温、温暖过节的目的。“我们
还将安排专人跟踪分析用户室温和用热
量变化，为今后更好破解‘供热孤岛’问
题提供参考。”

协调帮助相邻用户恢复供热

承德：让“供热孤岛”热起来！

张家口机场营造冬奥人文景观

尽享独特的渔猎文化和冰雪魅力

沽源县第四届冰雪文化节开幕

开幕式上的滑冰表演。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佳琦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河北省地震局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河北省地震预警管理
办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加强地震预警管理，
规范地震预警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省政府发布了《河北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标志着我省地震预警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办法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我省是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
7度以上高烈度区共11.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62%，其中8个市、43个县（市、区）、312
个乡镇位于8度以上高烈度区，地震灾害风险严
重。我省环绕京津，地理位置特殊，人口密度大，
工业企业多，地震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远高于其他
地区。实践证明，开展地震预警是减轻地震灾害
风险的有效途径。

2018年9月以来，按照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
预警工程统一部署，我省积极推动国家地震烈度
速报与预警工程（河北子项目）建设，基本形成覆
盖全省（除坝上地区）的地震预警服务能力，实现
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

聚焦地震预警工作中亟需立法解决的突出问
题，办法就地震预警系统规划建设、地震预警信息
发布与响应、区域协同、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规定。

明确了地震预警管理机制。为加强组织领
导，形成工作合力，办法确立了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的地震预警工作原则。要求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加强对地震预警工作的领导，将地震
预警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防震减灾规划。明确了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地震预警工作职
责。对加强地震预警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作了具
体规定。

规范了地震预警系统建设要求。地震预警系
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各方面相互
配合、共同发力。为确保地震预警系统规范建设
和有效运转，办法对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地震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地震预警信息播发系统、地震预警
信息接收系统、地震预警信息应急处置系统的建
设，以及有关机制的建立作出具体规定。

细化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和响应机制。为确
保地震预警信息的权威性、准确性、及时性，办法
明确地震预警信息由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通过地
震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自动统一发布，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不
得编造和传播虚假地震预警信息；要求指定的播
发媒体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自动、高效、无偿
地向社会公众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对做好地震应急响应工作作了规定。

建立了京津冀地震预警区域协同工作机制。京津冀地缘相接、地域一
体，在地震预警领域加强区域协同非常必要。在立法过程中，我省同京津保
持密切沟通，推进协同立法。办法专设“区域协同”一章，明确了京津冀地震
预警协同工作机制，并对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标准、数据信息共享、科技协同
创新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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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日前，
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 2020-2021
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
范例奖称号的通知》，授予正定县、
乐亭县“2020-2021 年度河北省人
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任丘市、邱县、
平泉市、深州市、魏县、石家庄市井
陉矿区、肃宁县、卢龙县“2020-2021
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

同时，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
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石家庄
龙泉湖垃圾整治生态修复项目、河
北省第五届（唐山）园林博览会项

目、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绿色社区建设项目、秦皇岛市北戴
河区城市精细化管理项目、石家庄
市轨道交通项目、鸡泽县毛遂文化
园黑臭水体整治项目、饶阳县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武邑县地下综合管
廊项目9个项目，被授予“2020-2021
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

2020年以来，我省各地把加快
人居环境建设作为发展经济和改善
民生的重要抓手，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有了明显增强，城市容貌和人居
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正定县乐亭县荣获
2020-2021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
华）2021 年 12 月 31 日，衡
水 市“ 庆 元 旦 上 冰 雪
迎冬奥”2021-2022 冰雪
季系列活动开幕式暨武邑
县冰雪嘉年华启动仪式在
武邑县薛庄滑雪场举行。

活动现场，花式滑雪
表演、单板滑雪、雪圈速
滑、雪地足球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吸引了 500 余名
冰雪运动爱好者参与。

冰雪嘉年华是衡水市
吸引群众了解和参与冰雪
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近
年来，该市扎实推进群众
性冰雪运动普及发展，连
续三年高标准、高质量举
办市县两级冰雪运动会，
冰雪运动进校园实现全覆
盖，全市 810 所中小学校
81 万余名在校生全部参
与冰雪运动。通过“冰雪大
篷车”，开设冰雪运动体验
区等方式，把冰雪运动真
正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
让冰雪运动在基层真正火
了起来、热了起来。

“截至目前，衡水市参
与冰雪运动群众累计达到
232 万人。随着北京冬奥
会越来越近，我们将进一
步推动冰雪运动普及，点
燃更多群众的冰雪激情，
助力冬奥。”衡水市体育局
群体科科长张素芳说，该
市冰雪季系列活动将持续
到 1 月中旬，陆续开展干
部职工冰雪体验、幼儿冰
雪大联欢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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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省76个冬奥项目大部分在张家口实施或

与张家口直接相关，特别是京张高铁、延崇高速
的开通运行和张家口宁远机场改扩建工程完工，
极大改善了张家口的基础设施条件，让张家口与
外界的交流更加便捷。

乘冬奥东风，张家口市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
放，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

围绕冰雪运动、数字经济、绿色生态、新能源
等重点领域，该市积极“走出去”，参加“5·18廊坊
经洽会”“9·8厦洽会”“深圳高交会”等大型招商
活动。同时，搭建张家口市商务合作云平台，选聘
19位企业家为招商大使，通过举办“全球企业家
（张家口）创新发展论坛”“长城·国际可再生能源
论坛”“崇礼论坛”“零度以下经济发展论坛”等，
多方“请进来”，为创新发展“引流”。

该市出台《关于落实国务院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意见》，先后与意大利博
尔扎诺自治省、瑞典舍夫德市、芬兰拉赫蒂市、法
国尚贝里市、斯洛文尼亚克拉尼市结为友好城
市，在冬季旅游、冰雪产业、新能源等领域开展
合作。

伴随着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张家口市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冬奥效应”逐步显现——

“十三五”期间，该市累计接洽客商团组508
批次 3279 人次，签约项目达 570 项，投资总额
11197亿元。

京津冀产业协作共赢成效逐步显现。截至目
前，张家口市累计落地京津项目232 个，总投资
2492亿元。

对外贸易发展的外向度不断提升，外贸企业
产业集聚性逐渐增强，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明
显。2020年，张家口市外贸出口增速位居全省首
位。2021年1至11月，全市外贸进出口完成45.6
亿元，同比增长29.6%。

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冰雪、大数据、可再
生能源、现代制造、绿色农牧六大产业，张家口的
产业更“绿”，形象更“新”——“冬奥之城”“国家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氢能张家口”“中国数坝”已
成为该市发展新名片。

张家口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进一步扩大
对内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汇聚资源、拓展空间，打
造对接外埠、沟通“丝路”、面向世界的开放合作新
格局。

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这个雪季的崇礼太舞滑
雪小镇不似以往那般人头攒动，但仍有很多滑雪
爱好者慕名而至。在小镇精酿工厂酿造啤酒的美
国人亨利一丝不苟地工作，“我要让每个游客感
受到在这里滑雪休闲的美好。”

亨利的老家在美国佛蒙特州，毗邻加拿大魁
北克省，他在太舞滑雪小镇已工作了4年。“崇礼
和我的家乡很像，植被茂密，冬季寒冷，空气新
鲜。”他说。

因为冬奥，曾经偏僻闭塞、籍籍无名的崇礼
声名鹊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 年，美国

《纽约时报》评选出全球52个值得前往的旅游目
的地，“中国崇礼”榜上有名。“冬奥小城”的“自带
光环”加上国内外媒体的大力宣传，让不少中外
人士对崇礼心向往之。

冬奥筹办给崇礼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坚
持“国际视野、世界一流、中华文化、生态文明”的
规划设计理念，崇礼采取“总规划师+国内外一流
专业规划机构”的方式，先后聘请9家国内外一
流专业规划机构、10位院士、14位大师、42个设
计团队，按期完成了赛区规划。随后，一座座世界
级的场馆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生态环境及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吸引了洲际、四季、喜
来登、悦榕庄等10多家国际高端酒店品牌落户，
建成各类酒店及酒店式公寓160家，塞北小城越
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崇礼滑雪旅游游客以京津冀等周边地区为
主，但近年来来自南方地区乃至港澳和境外的游
客也明显增多。随着大型滑雪场经营管理的国际
化，在崇礼工作的外国友人屡见不鲜。

“2019年春节期间，每天有近500人次的外籍
游客选择在我们这儿感受中国春节文化。最多时，
有二十多名外国友人在小镇从事厨师、滑雪教练
等工作。”太舞滑雪小镇副总裁聂宁宁认为，虽然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来崇礼旅游或工作的外籍人士

大为减少，但应该是暂时的，崇礼借力冬奥实现的
华丽蝶变惊艳了世界，其吸引力只能越来越强。

“未来，这里一定可以成为中国的‘达沃斯’。”
崇礼只是张家口美丽蝶变的一个缩影。

PM2.5平均浓度降至2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
名列国内城市前茅；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0%，
通过“国家森林城市”动态监测；城乡面貌不断改
善，“空心村”治理基本完成……张家口大好河山
愈发美丽宜人、生态宜居!

同时，该市不断提升涉外公共服务能力，塑
造开放文明的文化氛围，向区域性国际化开放城
市迈进。高标准建设国际会展城、大型旅游综合
体、国际商务酒店和涉外餐饮娱乐医疗设施，全
面提升涉外接待能力。着力营造国际化的制度环
境，为境外人士通关签证、商务投资、跨境旅游等
提供便捷服务。强化奥运城市品牌运营，高站位、
高标准与北京市共同推进奥运城市品牌综合策
划开发，树立张家口人文、生态、低碳、时尚、智
慧、激情独特品牌形象，打造国际冰雪运动胜地、
国际滑雪旅游目的地。

“这些年，张家口的变化真的很大。城市当然
更美了，但我感觉更大的变化其实是人——这里
的人更自信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张家口“洋
女婿”、德国人墨轲如此表示。

2016年1月，张家口国际合作交流中心有限
公司成立，墨轲作为志愿者主任，积极向国外宣
传推介张家口。他拍摄了很多关于张家口的短视
频，发布到国内外的网络上；出版了书籍《外国人
眼中的张家口》，邀请20多名外国友人讲述各自
与张家口的动人故事……

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言：“奥林
匹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文化交
流与融合。”通过组织参与文博会、冬奥长城冰雪
游、京张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与友好城市间的文
化交流等，张家口努力展示优秀特色文化魅力，
不断扩大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城市软
实力。

伴随着冬奥筹办，从张家口走向世界的，不仅
有坝上蔬菜、“张杂谷”，有长城文化、蔚县剪纸，还
有“雪如意”“冰玉环”，更有“冬奥之城”的蓬勃
活力。

（上接第一版）他们对民宅进行了提升改造，墙
面做了保温层，冬暖夏凉；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
设施，具备安装条件的已实现并网发电，预计户
均年增收2100元。

坑洼的道路曾困扰北庄村人的出行。为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北庄村党支部积极对接交通
部门，组织实施了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利用扶贫
资金提升村内街道和田间路，改造通村路2.4公
里。同时，按照绿色、生态、宜居原则，在村内道
路两旁、空闲地块种植绿植花草，打造“三季有
花、四季有绿”的景观。

“你瞧，就是在冬天也有绿色点缀，每天早
上在村里溜达散步，特别开心。”正在晨练的北
庄村村民史新芳说，“以前可没这么漂亮，路窄
坡陡，环境脏乱差，如今是路畅、景美、颜值高，
就跟生活在花园里一样。”谈起北庄的美丽蜕
变，史新芳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凝心聚力，振兴路上好光景

强村富民，关键靠产业。为了尽早让村集
体富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北庄村立足自身实
际，确定了以红色产业为主导，发挥绿色资源优
势，形成具有北庄特色的产业发展格局的思路。

扦鞋垫、上鞋、定型……“团结北庄”手工坊
里，几位老年妇女正在缝制手工布鞋，穿针走
线，手艺娴熟。

“我们村非常团结，发展潜力巨大。被这
种团结精神所感染，我决定回乡创业，并得到
了党支部的大力支持。”手工坊负责人王亚梅
说，除了手工布鞋，她们还制作鞋垫、帽子，通
过线下线上进行销售。“一边纳鞋底，一边跟
老姐妹唠唠嗑，每天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收
入，这可比在家闲着强多了。”71 岁的村民陈
凤林每天都会来手工坊上班，看得出，她非常
喜欢这样的日子。

与手工坊相邻的拼多多北庄村电商直播助
农惠农展销基地内，带货主播正在镜头前展示
北庄手工布鞋、元坊苹果、水渣沟腌肉等平山土
特产。“我们定期组织线上直播，为乡亲们带货，

为乡村振兴助力。”基地负责人杨静云说，通过
直播带货、线上运营等模式，把平山特产展示给
网友，不但拓展了销路，而且打出了名声。

团结大食堂里，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
届时将推出“团结宴”“忆苦思甜饭”等红色主题
饮食，让游客在饮食中品味历史和红色革命精
神；智慧田园大棚内，彩椒、西红柿等有机特色
蔬菜挂满枝头……

当下，北庄人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红
绿产业全面推进。好乡亲365超市、旅游公厕、
停车场、古月豆腐坊等陆续建成投用，特色民
宿、村史馆、团结大食堂、“打麦场”正在建设中，
预计春节前开放。

“‘团结’是北庄人克服困难的法宝，也是发
展的金字招牌。我们将大力发展以团结为主题
的红色旅游，讲好团结故事，展示团结力量，让

‘团结就是力量’激励鼓舞更多的人。”在村史馆
和“打麦场”建设现场，封红卷介绍，村史馆利用
一处老院落改建，计划分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回信、北庄人民英勇抗战、《团结就是力量》歌曲
诞生等6个方面进行陈展。“打麦场”还原《团结
就是力量》歌剧首演地，突出功能性，既能供村
民和游客活动，又可常态化驻场演出。

北庄村正在加速构建以红色旅游为主，以
休闲农业、家庭手工业、光伏等为补充的产业体
系。为了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利益联结机
制也在不断完善。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模式，以
北庄经济联合合作社为依托，引进社会资本和
专业团队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引导村集体和村
民以土地、房屋等资产入股或租赁参与项目开
发，获得租金、股金、薪金，增加村民收益、壮大
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

“遵循‘红色北庄、绿色振兴’的发展思路，
我们的产业正在不断上新，不断壮大。预计全
年村集体年收入可突破120万元，村民人均收
入突破2万元。”封红卷信心满满。

牢记嘱托，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幅
环境美、产业美、生态美、精神美的乡村振兴画
卷正在北庄村徐徐展开。

干群团结一心 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