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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河北将建成17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承德：项目提质提效 促进绿色发展
——河北重大项目升级加力进行时⑦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通讯员 马瑞新

做好餐饮保障 交出优异答卷
——河北商务系统扎实做好冬奥会餐饮保障助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精心装点张家口崇礼古杨树场馆用餐区精心装点张家口崇礼古杨树场馆用餐区，，
让世界来宾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让世界来宾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氛围。。

为冬奥会颁奖广场大家庭休息室提供为冬奥会颁奖广场大家庭休息室提供
的种类丰富的种类丰富、、精美可口的餐品精美可口的餐品。。

2月20日，北京冬奥会完美落幕，一幕幕
经典瞬间镌刻为历史永恒。

殊为不易的“冬奥之约”、举世瞩目的
“新春之会”。作为张家口赛区餐饮保障主力
军，河北商务系统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工作，同
样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冬奥会筹办以来，省商务厅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冬奥筹办工作系列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北京冬奥组委、省委省政府、省冬奥会
运行保障指挥部决策部署，坚持“四个办奥”
理念，按照“两地三赛区一个标准”的原则，
高标准推进餐饮保障各项工作。同时，抢抓冬
奥会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动餐饮产业、冰雪
产业发展，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努力交出冬奥
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执行之力
—— 精 心 做 好 赛 时 餐 饮 服 务

保障工作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和美味佳肴！”
2月1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到访
张家口赛区，在品尝完餐厅的美食后，留下了
这样一张纸条。

言语不多，情谊却深。
截至2月20日晚，张家口赛区餐饮运行团

队已收到来自 53 个国家和奥委会运动员感谢
信134封。

感谢和肯定的背后，是承担此项工作的河
北商务人的日夜奔忙、辛勤付出。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我省商务系统竭尽
全力做好张家口赛区餐饮保障工作，将优异答
卷精彩呈现在世人面前。

答卷，写在一连串绵密的数字里。
523040、603190、610886，这是 1 月 21 日

至2月20日期间，张家口赛区餐饮运行团队所
提供的早、中、晚餐的人次。赛时，立足于提
供良好用餐体验，注重个性化需求，张家口市
商务局千方百计组织做好 59 个供餐点位的餐
饮 服 务 ， 保 障 除 运 动 员 以 外 的 28209 人 用
餐。

答卷，写在一个个暖心的细节里。
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带有“福”字的

元宵盛进碗……张家口赛区餐饮运行团队倾力
服务，让赛区内的宾客度过了一个温馨的“中
国年”。豆包、韭菜盒子、宫保鸡丁、涮羊肉
等家常菜让紧张忙碌的工作人员在场馆里吃到
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此同

时，红糖芝麻饼、莜面、焖面等本地特色食品
也成为餐桌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助力冀菜文化
走向世界。

致广大而尽精微。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河北商务人以优质

丰富的餐饮精品、热情礼貌的供餐服务，得到
了张家口赛区各参赛代表团成员、各利益相关
方频频“点赞”，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
友谊，展现出河北商务系统开放、自信、友好
的精神风貌，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贡献出商务力量。

组织之能
—— 全 方 位 为 餐 饮 保 障 任 务

保驾护航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
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筹
办举办各项工作，是中央交给河北的光荣政治
任务。河北商务系统作为张家口赛区的餐饮保
障主体，全心全意、竭诚尽力，为完成餐饮服
务保障工作保驾护航。

健全机制，筑牢根基。
在省住宿餐饮保障分指挥部领导下，省商

务厅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冬奥会工作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公安厅、省卫

健委建立了餐饮保障工作体系；从全省范围内
选聘了蔬菜、食安、烹饪、酒店管理等领域20
名专家组成团队，对餐饮原材料备选供应基地

（企业）、服务商遴选等工作把关定向；从全国
餐饮行业的中餐、西餐、厨政、服务、管理等
领域，选聘 13 名餐饮领域高级专家，组建餐
饮保障工作专家库，助力张家口赛区餐饮保障
和河北省餐饮产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以上率下，靠前指挥。
几年来，省住宿餐饮保障分指挥部副指挥

长、省商务厅厅长张锋始终把冬奥会餐饮保障
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对重点事项、重要方案、
重大问题精心部署、严格把关。今年大年初
二，在冬奥会开幕前夕，张锋便到达张家口崇
礼，利用4天时间，集中调度食材仓储、餐饮
服务、疫情防控等重点环节运行情况，现场慰
问餐饮业务领域值班人员。

作为省住宿餐饮保障分指挥部执行副指挥
长，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彦报经常深入一线把握
实情，现场督导检查解决问题，靠前督办各项
筹办工作进度情况。他多次带病坚持工作，带
领一线办公人员，全力以赴推动冬奥餐饮保障
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细化措施，真抓实干。
扎实开展食材基地遴选。省商务厅会同省

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配合北京
冬奥组委，开展河北省餐饮原材料备选供应基

地 （企业） 推荐工作。历时三年，河北省 113
家基地 （企业）、北京83家基地 （企业） 和10
家赞助企业，经北京冬奥组委研究确定，共同
构成北京2022年冬奥会食材定点采购体系。

有序推进餐饮人才储备。组织开展餐饮业
人员培训，组织河北省餐饮业冀字号菜品研发
基地和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领衔大师、研发大
师评选工作，全面开展张家口赛区签约酒店、
城市运行重点酒店的厨政和服务人员大规模轮
训。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储备通过国家职业
资格认定的餐饮人才 1042 名，圆满完成餐饮
人才储备计划。

高标准做好食材物流仓储。省商务厅指导
周转仓中央厨房取得了净菜加工资质，完善了
周转仓流线设计和功能分区，建设了张家口赛
区餐饮食材物流仓储信息管理平台。截至2月
20 日，各餐饮服务商共采购食材 8605.21 吨，
配送 1626 辆次，确保食材供应安全充足、高
效有序。

多位一体加强餐饮食材应急保障。一方
面，指导张家口市以冬奥餐饮服务商和本地应
急物资承储企业为基础，构建三级应急保障体
系；另一方面，组织石家庄、承德、廊坊、保
定、邯郸等市以辖区内有实力、有影响力的重
点商贸流通企业和承担 2022 年省级、市级肉
类及蔬菜储备任务的企业为基础，确定 51 家
冬奥餐饮原材料应急保障企业，确保遇有紧急
情况能拉得出、顶得上。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在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全省商
务系统下好“一盘棋”，形成了餐饮
保障工作的“大合唱”。以精益求精
的服务、坚实有力的举措，共同筑起
确保张家口赛区餐饮保障万无一失的

“铜墙铁壁”。

统筹之智
——借力冬奥推动河北

商务事业大发展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冬奥会带来的
发展机遇，积极扩大后冬奥效应，统
筹推进有关产业发展，以筹办冬奥会
为契机带动我省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迈出新步伐。

奋楫扬帆，推动餐饮产业质量提
升——

打造餐饮业冀字号品牌，完成了“崇礼菜
单”研发任务，进一步提升了河北餐饮和“冀菜”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认定示范店 103 家，把崇
礼菜单菜品摆上百姓餐桌，让人民群众共享冬
奥红利。推动河北餐饮绿色发展，开展绿色饭
店（绿色餐饮企业）、钻石级酒家酒店“双创”活
动，全省“双创”住宿餐饮企业达到295家。

搭乘“冬”风，蓄积未来发展强大势能——
依托“5·18”廊坊经洽会平台，组织了河北

冬奥合作高端论坛；借助泛黄海会、“9·8”投洽
会等境外省外高端活动，设置冬奥会专题板块，
突出宣传冬奥会筹办及冰雪产业发展优势和机
遇。先后与德国、奥地利、芬兰、瑞士、挪威等国
家开展了阿尔卑斯国际滑雪用品展、中澳冬季
运动合作专题研讨会及项目对接会、芬兰拉赫
蒂市冰雪人才培养交流对接会、“崇礼菜单”宣
传推介会等项目对接活动，签订了一批经贸合
作协议。

借力北京冬奥会，我省商务系统带出了一
支具有国际视野的干部队伍，助力了冰雪产业
蓬勃发展，完善了张家口当地的商业基础设施，
积累了保障大型赛事餐饮服务的宝贵经验。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激励河北商务人以豪迈的激情和扎实的行动，
向着新的更高目标进发。

（李彪、赵苗）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省住建
厅获悉，今年我省将继续推进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建成17座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设施，同步关停剩余的 22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实现城乡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全覆盖。完成全省 126 座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实现所有
生活垃圾填埋场关停并科学完成治
理，严防污染地下水，全面构建“工艺
先进、布局合理、全面覆盖”的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体系，推动全省生活垃圾
处理从“填埋”到“绿色焚烧”的变革。

科学高效组织施工。通过省住建
厅指挥调度中心高频次视频调度、第
三方专家不间断现场指导、工作专班
现场反复调研督促等措施，督促垃圾
焚烧设施企业高效组织施工、加快建

设。同时，将 17 座设施及其配套商砼
企业列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在
落实施工现场“六个百分百”“两个全
覆盖”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的前提下，在
重污染天气预警时，环保、安全措施到
位，项目合理施工。

同步建设配套设施。各地帮助垃
圾焚烧设施企业加快电力输出线路、
中水工程等配套设施建设，尽早对接
电力等有关部门，加快手续办理和建
设进度，确保设施建成后，及时投入生
产运营。根据飞灰产生量，同步加快飞
灰处理设施建设进度，满足当前和长
远处理需求，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加快关停生活垃圾填埋场。各地
按照“能关即关”的原则，按照明确的
时间节点，加快关停生活垃圾填埋场。

凡周边垃圾焚烧设施有余量的，生活
垃圾一律焚烧处理，填埋场全部关停；
无余量的抓紧推进在建项目投产，并
在投产后关停相应填埋场。各地定期
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关停情况进行“回
头看”，除应急处理和填埋飞灰外，不
再使用生活垃圾填埋场。

科学治理生活垃圾填埋场。各地
加快组织生活垃圾填埋场“一场一策”
科学制定治理方案，完成对填埋场地
下水、地表水、渗滤液和沼气处理等现
状的实地勘探和专家论证，加快启动
封场，完成场区覆盖、雨污分流、渗滤
液处理等治理任务。持续加强生活垃
圾填埋场监督管理，按照要求对地下
水、地表水和土壤进行监测，发现问题
及时整治到位，严防污染地下水。

世界上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投入
使用；承德市最大的在建钢结构厂房
加快建设；世界首条无缝钢管智能制造
示范生产线试运行……

2021 年，承德市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以项目观摩、定期晾晒、排队打
分为抓手，多举措强化协调联动，全力促
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效，促进绿色发
展。计划开工的118个市重点项目全部开
工建设，完成投资 236.4 亿元，占年计划
的123.5%。其中，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81.8亿元，占年计划的128.4%，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承德市全年安排市重点项目
200个（含省重点在建项目26个），总投资
2828.4亿元，年预计投资180亿元以上。

推进项目建设，加速绿色转型

地处内蒙古高原向河北平原过渡地
带的丰宁满族自治县，风力、水资源储量
丰富，光照充沛，非常适宜开发以风能、
水能、光能为主的新能源发电。世界最大
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
便位于该县四岔口乡的连绵群山中。

历经多年建设，2021年12月底，项目
正式投产。该电站是服务北京冬奥会的
绿色能源重点工程，肩负着冬奥会和京
津 及 冀 北 地 区 电 网 安 全 运 行 的 保 障
责任。

相比火电、核电机组，丰宁抽水蓄能
电站发电机组有个独门“绝活”——黑启
动。“在电网发生异常情况时，蓄能机组
可在3到5分钟内迅速响应，为断电区域
提 供 电 能 ，将 成 为‘ 电 网 最 后 一 根 火
柴’。”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吴培枝说。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顺利投产，为丰
宁、承德市项目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
用。丰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强化领导
包联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流程和服务，大
力提升重点项目建设效率。2021年，该县
63 个 千 万 元 以 上 重 点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74.34亿元。

而在滦平县群山间，连续五年列入
河北省重点项目的金山岭国际滑雪旅游
度假区项目，也于2021年12月底正式开
园迎客。

“项目中的冰雪世界板块规划建设
高山森林雪道31条，总长度30公里。”河
北旅投集团滦平公司投资开发部经理张
洪铭指着项目沙盘告诉笔者，雪场最高
海拔 1750米，最大落差 600米，雪场规模
处于全国前列，可承揽国际国内重大滑
雪赛事。

金山岭国际滑雪旅游度假区项目是
滦平县深挖文旅资源，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加速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滦平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张云龙介绍，滦平强化
协调调度，定期会诊会商，集中攻克突出
问题，营造提质、增比、进位的氛围，推动
一批重点项目先后开工落地或竣工达产
达效。2021 年，全县争列省级重点项目 8
个，累计完成投资14.55亿元，投资完成率
167.2%。

靶向精准服务，力促项目提质增效

在位于滦平县的大地远通绿色高端
组装式建筑新材料项目现场，笔者见到
了承德市最大的在建钢结构厂房。

滦平远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厚钱介绍，该项目主要建设 5 条
绿色高端组装式建筑构件生产线、技术
研发中心、产品展示中心，计划总投资 5
亿元。

“我们依托中科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的
技术优势，利用‘铁磷钛综合回收’和‘稀土
及微量元素提取回收’两个实验室技术，将
尾矿再提取、再利用、再增值，实现矿产资
源吃干榨净的全产业链目标。”刘厚钱说，
项目将于今年3月份具备试运营条件，建
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7.5亿元。

滦平县坚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细化
重点项目服务，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021
年，一大批智能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等产
业项目落地见效、加快发展。

促进项目提质提效，鹰手营子矿区
正在用好钒钛资源上发力。

“这是世界首条无缝钢管智能制造
示范生产线。”在年产 100 万吨的钒钛高
科无缝管装备项目现场，承德建龙特殊
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巩飞表示，该
项目是我省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产品结构、实施转型升级的省级
重点项目，配置了世界最先进的六连轧
管机组，首次全面实现钢管逐支追踪、质
量系统自动判定和预测、智能设备管理
和智能安防等功能。

该项目已开始进行热试投产，产品将
成为化工、石油勘测运输、海洋工程、高铁
工程等领域的核心部件，特别是填补了
3000米以下深海油气集输送厚壁无缝管国
内空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承德市建设

“中国钒谷”的又一有力支撑。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的钒钛新

材料升级改造项目也在有序推进。该项
目结合钒钛冶炼特点及最新科研成果，
采用自主研发及引进国际国内多项新技
术、新设备，运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熔钒炼
取技术，使钒、铁在冶炼过程中不再流
失，将钒还原率提高至 92%，铁水含钒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年提取精钒 7000 吨
以上。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依托我市
钒钛资源基地优势，正在着力打造特钢精
品基地和钒钛制品基地。”鹰手营子矿区
区委副书记、区长马增辉表示，他们始终
把项目作为“中心之中心、要务之要务”，
深化项目服务，做好专班全程服务，实行
重大项目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工作模
式，为项目建设创造一流营商环境。2021
年，区级重点包联实施项目共计22项，完
成投资34.1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投资完
成率108%。

精准服务，有利于凝聚项目建设合
力。承德市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进一
步强化要素支撑，促进科学管理，加强活
动引领，集中破解项目建设中土地、融资
以及审批等难题，全力营造项目建设良
好氛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日前，
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2年河北省粮
食生产科技专员推进方案》，充分调动
农业科技人员服务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切实发挥科技对保障粮食安全的
支撑作用。

方案提出，围绕保障粮食安全，
启动实施粮食生产“科技壮苗”行
动，以省市县乡农技人员为主体，积
极吸纳科研院所、涉农高校专家，组
建粮食生产科技专员队伍，在 137 个

产粮大县成立科技服务团，在 1766
个乡镇设立科技服务站，在 4.5 万个
行政村每村选派一名粮食生产科技
专员，采取“1+N”包村联户制度，实
行挂牌承诺服务，实现粮食生产大
县科技专员村级全覆盖，为农户提
供 粮 食 生 产 全 程 全 链 条 技 术 指 导
服务。

方案要求，在关键农时季节，组
织粮食生产县级科技服务团、乡镇科
技服务站和村级科技专员全部下沉

到粮食生产第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科技大服务，查苗情、查墒情、查病
虫情，精准指导当地编制技术指导方
案；分区域、分时段、分环节、分类型
开展技术指导，加强田间管理；针对
自然灾害、病虫害等，指导各地制定
相关应急预案，适时发布预警信息，
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一线进行技术指
导，落实减灾增产关键技术，指导进
行科学防灾减灾，提升粮食生产风险
防御能力。

在4.5万个行政村每村选派一名粮食生产科技专员

河北粮食生产大县将实现科技专员村级全覆盖

2 月 20 日，石家庄市
温德格信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在石家庄市栾
城区温家庄村麦田里铺设
滴灌带。自去年冬季以
来，石家庄市栾城区大力
实施浅埋滴灌高效农业节
水技术，打造高效节水农
业，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明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