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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日前，经
省政府批复同意，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
北省滏阳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
以改善滏阳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和实
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政策
协同、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突出打造海河平原防洪、灌溉、排涝、生
态、文旅等综合保护利用示范河道的试
点工作特色，探索形成一批高效可行的
流域治理与发展模式，为全国探索生态
文明实现方式和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

“滏阳河经验”。

显著改善水环境质量，实施
109个重点项目

滏阳河属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流经
邯郸、邢台、衡水、石家庄、沧州5市，是我省
中南部地区防洪、灌溉、排涝、供水、生态、文
旅等综合利用的骨干河道。滏阳河水环境
综合治理已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二批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

实施方案明确了试点目标：到 2024
年，滏阳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区
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初见
成效，打造一批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好、
能持续、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形成一批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创新一批体制
机制。

——水环境质量明显提高。滏阳河入
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滏阳河
及其主要支流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和省下
达标准以上，水环境质量较差河段或支流
考核断面水质提高一个等级或主要污染物
浓度改善20%以上，全面完成化学需氧量、
氨氮等减排任务和国省断面水质目标。

——水生态系统得到改善。滏阳河
干流生态护岸、生态护坡、生态隔离带、人
工湿地等生态防护体系基本健全，水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升。流
域内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资源集
约节约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绿色生活
模式得到推广，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全面建立。

试点范围是滏阳河流经的石家庄、衡
水、邢台、邯郸、沧州 5 市的 25 个县（区）。
实施期限为2022—2024年。

实施方案提出，根据滏阳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求，重
点实施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污水
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建设、垃圾收集处理
工程等三类工程共 109个重点项目，计划
总投资110.0285亿元。

实施五大主要任务，实现
流域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实施五大主要任务，
以点带面推动全省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构建空间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
匹配的格局。强化生态环境管控，严格水
土资源管理，实施差异化国土空间政策。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行
绿色清洁生产，推进滏阳河流域产业结构
和布局优化调整，加快绿色转型进程，全
面推行清洁生产，开展重点行业降碳行

动，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倡导全民绿色生
活，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社区等主题创建活动。

大力推进流域控源减污。全面整治
滏阳河入河排污，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完善入河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加强
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强城乡污水治理管
控，开展工业污水达标整治行动，开展城
镇污水治理提标行动，开展农村污水治理
管控行动。

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系统功
能。保障流域生态用水需求，严格水生态
空间管控，加快地下水超采治理，保障饮
用水水源安全。

加强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
流域综合管理和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健全
水环境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和生态补偿机制。

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我省强化
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督导落实、
严格考核奖惩，强化社会监督、推进全民
参与，推动全社会共同保护滏阳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郝
东伟）2月22日，唐山、邯郸两市举
行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唐山市609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2257.2 亿元。邯郸市 238
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876.4亿元。

唐山市此次集中开工的 609
个项目，包括省市重点项目 162
个，总投资 1210.1 亿元；其他项目
447 个，总投资 1047.1 亿元。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占比
72.6%，呈现结构加速优化、动力持
续提升的良好态势。

今年，唐山市坚持以高质量项
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计划实施
省市重点项目520个，年内完成投

资 2000 亿元以上。同时，集中力
量、资源、时间抓投资上项目，全
力开展重点项目提质提效行动，
为投资增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邯郸市集中开工的项目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9 个，总投资
328.5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 27
个，总投资 68.7 亿元；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项目46个，总投资169.7亿
元；农业产业化项目13个，总投资
34.8亿元；重大民生项目 24个，总
投资 66.2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 59
个，总投资208.5亿元。

在邯郸市集中开工项目中，
涉县津东热媒新材料项目在高温
热媒领域，一举打破国外企业一
家独有的局面，填补国内空白；广
平县北奔新能源重卡专用车项目
由北奔重型汽车集团合作兴建，
通过先进的整车总装等生产线打
造重卡精品；成安县金中科高强
度精密紧固件项目采用大型零件
成型机生产高铁、汽车、阀门等行
业配套的高端特种超大紧固件产
品，极大提高了产品精密度和轻
量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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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经济，
另一个“冬奥赛场”

在一曲悠扬的《送别》和一
段段青葱的折柳中，北京冬奥会
完美落幕。当“后奥运经济”接
棒“冰雪盛会”，如何让冷资源持
续成为热经济，再次成为人们关
注的新焦点，后奥运经济已然成
为另一个“冬奥赛场”。

为不让奥运场馆“闲下来”、
奥运热度“凉下来”，张家口市把
2022 年确定为奥运经济推进
年，通过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
引领性和影响力的活动，大力发
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论坛经
济等新业态，努力把奥运效应转
化为经济效应。

放大奥运效应、发展后奥运
经济，这不只是用好奥运场馆这
个遗产，也不只是张家口一个地
方的事。“三亿人上冰雪”开启冰
雪运动新时代，也成就了新兴的
万亿级市场；“冰墩墩”一“墩”难
求，折射出人们对奥运周边产品
的强烈需求；“河北智造”闪耀北
京冬奥，体现了科技创新的巨大
价值。

在我看来，奥运遗产，不仅
是有形的竞赛场馆，还有对相关
产业的强力拉动；不仅有精彩赛
事的难忘回忆，还有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的悄然转变；不仅有完
美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基础设施，

还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经验……发展后奥运经济，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所有奥运遗
产都“活起来”，让所有奥运遗产
都持续“热起来”。

筹办举办冬奥会带火了河
北各地的冰雪游，但奥运经济是
一种注意力经济，当冬奥会结
束，人们对河北冰雪的关注度就
会逐渐减低。如何让自己的冰
雪资源持续“吸睛”？

就冰雪装备而言，无论是高
端装备、场地装备，还是个人装
备，其设计生产都是我们的短
板。我们所有大的雪场，80%以
上高端装备都来自进口。短板
也是机遇。适应冬奥带来的冰
雪运动热，加快相关产业升级进
步，是河北相关企业必须努力的
方向。

是什么推动坝上的风点亮
冬奥的灯？是什么助力首钢大
跳台这个工业遗产握手极限
运动？为什么北京冬奥会能成
为第一个“碳中和”的体坛盛
会……我心中这许许多多“为
什么能”，有哪些可以复制粘
贴？一个个生动案例，有哪些应
该推而广之？这林林总总都需
要我们及时总结，需要深入研
究，更需要我们快速行动。

唐山邯郸一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河北省滏阳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印发

为探索生态文明实现方式提供“滏阳河经验”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员
孙丽萍、王鹏）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
幕，京张高铁冬奥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取
得阶段性胜利，将转入冬残奥会运输服
务保障阶段。

据张家口车务段太子城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2月20日下午，京张高铁冬奥
列车提前到达太子城站等候参加闭幕
式的运动员；17 时 10 分，太子城站站台
上，一趟趟运送运动员的大巴车首尾相

接、陆续抵达站台，大巴车门对着高铁
车门，让转运人员可以无缝衔接上车。
17时30分、17时50分，两列冬奥运动员
专列准时发车，50分钟后从太子城站抵
达清河站，大巴车在清河站接力运输。
闭幕式结束后，张家口赛区运动员、观
众，于 22时 50分从清河站乘坐高铁，23
时50分返回太子城站。

京张高铁自1月21日正式开启冬奥
运输服务保障，每日开行17对开往太子
城、崇礼、延庆的复兴号高铁列车，2月4

日和20日分别加开运动员运输专列，圆
满完成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运输保障
任务。截至 2月 20日，共开行冬奥列车
1026列。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京张高铁冬
奥列车相关服务保障车站、车上严格落
实闭环人员管理要求，实行出乘、值乘、
退乘全过程闭环，每日核酸检测，监测
乘务人员健康状态。列车折返、终到全
列车消杀，实现了冬奥会期间零感染和
零传播的目标。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
张璐）2 月 20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圆
满落幕。张家口机场紧抓“安全保障、
运行顺畅、细致服务”三个重点，冬奥期
间共保障涉奥通航 158 架次，保障涉奥
人员、火炬手及非注册媒体人员乘机
121人次，实现了“零事件、零失误、零投
诉、零感染”的目标。

冬奥会期间，河北机场集团相关负
责人赴张家口机场与干部职工共同值
班值守，石家庄机场 8 名业务骨干支援
张家口机场现场服务保障。张家口机

场启动双岗制值班，管理人员在岗带
班，24小时值班备勤。职能部门与保障
部门通力协作，持续全面开展常态化疫
情防控，强化机场安全管理，做好除冰
雪应急处理，全力确保强降雪天气下航
班正常起降保障航班运行。

为确保冬奥会赛事举办期间运输
航班与通用航班运行顺畅，张家口机场
提前了解涉奥通航活动时间、范围，做
好与航空管制单位的信息通报与沟通
协调。安排专人与各通航公司进行协
调，划设通航活动范围，确保通用航班

与运输航班之间配备符合规定。冬奥
会期间，共保障涉奥应急救援任务34架
次、冬奥赛区航拍 106 架次、大气探测 2
架次、冬奥保电2架次、调机14架次。

冬奥与春运相遇，张家口机场开展
了以“一起迎冬奥 一起向未来”为主题
的服务提升活动，以地域文化特色为背
景，完成冬奥春运景观氛围营造，开展了
冬奥知识普及、迎冬奥摄影展及“冰雪运
动进机场”活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出行
体验。冬奥会期间，共保障运输航班起
降252架次，旅客吞吐量23701人次。

冬奥列车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服务保障
截至2月20日，共计开行1026列

张家口机场冬奥期间保障涉奥通航158架次

唐山市609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2257.2亿

元。邯郸市238个投资

5000万元以上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 876.4

亿元

2 月 22 日，在石家庄市
深泽县故城村，深泽县坠子
剧团的演员在表演。

近年来，石家庄市深泽
县定期组织非遗戏曲院团
将优秀剧目送到农村，丰富
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新华社发（闫志国摄）

深泽

“送戏下乡”
文化惠民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
泽 通讯员闫少文）2 月 20
日，随着越野滑雪女子30公
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决赛
结束，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各项赛事圆满收官。北京
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无
线电安全保障工作实现了零
干扰、零投诉、零差错，保障
任务圆满完成。

由我省工信系统 142名
人员组成的张家口赛区无线
电安全保障团队，于1月3日
全部进驻点位常态开展工
作，完成各类比赛、官方训练、
开闭幕式、颁奖仪式、新闻发
布会和专访等共计 387场次
赛事和活动的无线电安全保
障工作，共为38个国家和地
区的 135个申请机构申请的
7100余条频率进行许可。赛
事保障期间，赛时场馆各领
域无线电业务有序进行，为
冬奥会顺利进行提供了全方
位用频保护和技术支撑。

国际奥委会无线电和频
谱顾问 John Dundas 认真考
察了张家口赛区多个冬奥场
馆的无线电工作后，通过北
京冬奥组委技术部专门致
信，对张家口赛区无线电保
障工作给予“非常令人印象
深刻！”“应该为他们感到非
常自豪！”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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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
2 月 22 日召开的河北省总工会第
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
获悉，去年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认
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推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和维
权服务，实施入会集中行动，发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 17.5 万
人，建会企业2745家，百人以下小
微、非公企业新建工会 3349 个。
开展温暖服务月活动，各级工会
投入 302.6 万元，为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六送”服
务，走访慰问2万余人。

去年，省总工会健全困难帮扶
长效机制，坚持脱困不脱政策，精
准建立深度困难、相对困难、意外
致困职工档案，为 2700 余户困难

职工家庭实施生活、医疗、助学等
救助。常态化开展送温暖活动，走
访慰问困难职工、农民工等 25 万
余人。312万余名职工参加“职工
互助一日捐”，发放救助金 1.65亿
元。金秋助学活动救助 1990 人，
发放助学资金410多万元。

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办实事方
面，省总工会下拨 1500 万元专项
资金，全省工会累计投入 3456.9
万元，慰问防疫一线人员 3.8万余
人。组织 1755 名劳模工匠、一线
医务人员和职工疗休养。“送清
凉”活动走访慰问职工 193 万人
次。为2205家小微企业安排工会
经费支持资金2000万元。职工创
业就业培训6084人。2657名农民
工通过“求学圆梦”行动提升学历
层次。

河北各级工会组织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建会入会

去年发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会员17.5万人

（上接第一版）
去年年初，雄安新区立足把握新发展

阶段和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提出了“五新”目标，即“形成新形象、建设
新功能、发展新产业、聚集新人才、构建新
机制”，加快推进重点片区和重大项目建
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截至
2021年年底，雄安新区已累计实施重点项
目 177 个，总投资超过 6000 亿元，形成了
塔吊林立、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建设
场面。

稳妥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围绕六大疏解功能逐步做好每一项工作，
做好在京高校、医院、企业总部项目落地，
进一步来承接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事业
单位。目前，中化控股、中国星网等央企
接连落户新区，一批高校和医院正在选址
落地，北京援建“三校一院”项目顺利推
进。中央企业在雄安新区设立分公司、子

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100余家。
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设同

步推进的阶段后，雄安新区加快推动环城
市外围道路、内部骨干路网体系、生态廊
道建设、雄安水系“四大体系”建设。目
前，雄安新区城市建设“四大体系”基本形
成，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对外骨干路网已全面打通。“轨
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2020年12月27
日 10 时 18 分，雄安高铁站和京雄城际铁
路建成通车。2021 年 5 月底，京雄、荣乌
新线、京德一期高速公路和容易、安大线
建成投用，4条高速3条国省道500多公里
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通车，打通了千秋之
城“四纵三横”交通大动脉。

——内部骨干路网体系基本形成。
全力推进新区骨干路网建设，全面推进各
相关片区、组团之间道路交通路网建设，
加快打造内外一体化的城市快速路系统，

逐步构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交通体
系。目前，雄安新区内外两环骨干路网交
通路网系统已初步形成。

——生态廊道建设加快推进。作为
雄安新区北部绿色生态门户，雄安郊野公
园建成运营，是“一淀、三带、九片、多廊”
生态格局中“九片”之一。中央绿谷和东
部溪谷交汇的“双谷”生态廊道是启动区
核心绿色空间，目前正在加紧建设，将承
担优化空间结构、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城
市安全、调节区域小气候、营造公共开敞
空间、丰富市民休闲游憩活动等功能，集
中展示启动区优美的生态环境。

——城市水系稳扎稳打。省委、省政
府和雄安新区坚决扛起白洋淀生态治理
的主体责任，在周边兄弟市的共同努力
下，白洋淀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
性生态治理，水质由2017年劣Ⅴ类提升至
全域Ⅲ类，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为雄

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提供了良好生态环
境支撑。高标准设计城市水系，统筹谋划
防洪、排涝、生态、景观等功能，强化水系
互联互通，打造靓丽城市水景，大力治理
水体污染，确保城市水系安全。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雄安新区将聚焦建设目标任务，凝心
聚力求突破，乘势而上开启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率建设新篇章，重点推进六方面重点
工作：突出重点片区，全力推进启动区和
起步区建设；突出高新高端产业集聚，积
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突出重点项
目，加快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突出生态优
先，持续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突出改革创新，着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突出保障改善民
生，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显雏形、出
形象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