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至2021年底，邯郸市累
计增加森林和绿地面积1000平
方公里。2021年，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 34.1%，较 2013 年增长
10.9%，林业总产值达74.9亿
元，经济林面积达120.96万亩，
林果产量63.56万吨。2020年
底，邯郸市和曲周县、肥乡区、邱
县、魏县、临漳县被授予“河北省
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馆陶
县、广平县、鸡泽县、磁县也进入
省级森林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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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持续推进国土绿化、争创国家森林城市

实施全域增绿 推动生态惠民
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 通讯员 张晓婕

峰峰矿区建设“智慧河湖”监控系统
实现域内主要河流水库全天候监管

深化“转提比作”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全市大气污染治理研发项目持续实施
实施省市级项目18项，取得科技成果5项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大规模修缮工程启动

广平大众创业孵化基地

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

“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在这里骑行真是一
种享受！”3月19日一大早，距邯郸市主城区10
多公里的武安市九龙山生态修复公园内，邯郸
市民李建平愉快地开始了周末骑行锻炼。

九龙山生态修复公园总面积约12平方公
里，曾是一座山体裸露、矿渣遍地的荒山、渣山、
垃圾山。近年来，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修复，这
里变得绿意葱茏、生机勃勃，成为邯郸西部生
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变身周边群众休闲旅
游、康养度假的好去处。

邯郸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晓梅介绍，
自2013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以来，该市
持续推进国土空间绿化，着力描绘林城相彰、
林水相依、林路相衬的“邯郸画卷”，让森林走
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让广大市民“推窗见
绿，开门进园”，尽享生态福利。2013年至2021
年底，邯郸市累计增加森林和绿地面积1000
平方公里。2021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4.1%，
较2013年增长10.9%。

坚持多元投入，推进市场化造林

近日，笔者行走在曲周县河南疃镇的田间
路上，看见路旁宽1.5米的路肩、边沟笔直规整，
行道树发出新芽，透着生机。

“路肩和边沟的造林空间承包给专业公司，
林木收益由公司与农户按一定比例分配，最终
实现‘社会得绿、企业获利、农民受益’多赢。”
曲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白涛介绍，该县
开展林网、路网、水网、田网“四网”建设，整合
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涉林资金打捆使用，对
市场化造林主体进行奖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植树造林，有效破解了政府投入不足难题。今
年春，全县发放奖补资金350万元，带动社会
投资800余万元。

坚持城乡统筹、多元投入，邯郸市把森林
城市创建的各项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在积
极争取国家和省林业项目资金支持基础上，采
取“政府主导、规模造林”“一企绿化一荒山”“政
府流转、公司造林”“连片开发、政府奖励”以及
股份化造林等多种模式，引入市场投资，培育
多种造林主体。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邯郸市累计投入
50多亿元，其中市县两级财政投入近10亿元，
撬动社会资金40多亿元。目前，全市民营林业
业主达1.07万个，其中规模100亩至500亩的
有608个，500亩至1000亩的有243个，1000亩
以上的271个，武安市宇绿源、智寿园和涉县
以岭药谷等建设规模均达1万亩以上。去冬今
春，民营企业、造林大户、林业合作组织完成的
造林面积，占全市造林总面积的80%以上。

围绕西部山区、城区周边、东部平原三大
空间布局，邯郸打造“一带一环和千村百网多
基地”，构建太行山区生态防护体系、环主城区
生态景观体系和平原区农田林网防护体系三
大生态体系，全市形成全域增绿、城市拥抱森

林的态势。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抓手，邯郸着力构

建大绿化格局。2020年底，邯郸市和曲周县、
肥乡区、邱县、魏县、临漳县5个县（区）被授予

“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馆陶县、广
平县、鸡泽县、磁县也进入省级森林城市行列。
今年，该市力争实现省级森林城市全覆盖。

拓展造林空间，实现应绿尽绿

魏县泊口镇申庄村的“渔舟湖”碧波荡漾，
环湖四周遍植绿柳，铺有健身步道，湖畔小广
场上还有健身器材，供村民们休憩健身……“原
来这里是一处废窑坑，环境脏乱差，特别是夏
天臭气熏天。经过清理垃圾、绿化美化，发生了
很大变化。”村党支部书记申红亮说。

“利用废窑坑土地建设蓄水坑塘，仅泊口
镇就打造坑塘13个，水面总面积达1200余亩。”
魏县林果开发服务中心主任刘卫国介绍，该县
将坑塘治理与乡村产业振兴相结合，首先通过

绿化改善
坑塘环境，进而
发展中药材、莲藕种植、
淡水鱼养殖等“坑塘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发展“坑塘经济”，是邯郸市利用“三荒四
旁”拓展造林空间的一个缩影。针对不同区域
地理环境、植树条件，该市推进“西部山区荒山、
荒坡、荒地森林化，东部平原路旁、水旁、村旁、
宅旁园林化”的“三荒四旁”绿化，着力打造“林
水相依、林山相依、林城相依、林路相依、林村
相依、林居相依”的生态景观。

实施山区生态修复。坚持飞播造林、人工
造林、封山育林相结合，先后启动太行红河谷、
响堂山、天保寨等荒山绿化重点工程。将矿山
治理与生态建设、产业转型相结合，累计修复

矿山3万余亩，打造了武安国家级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示范区。围绕紫山、佛山、九龙山、康
湖、西湖、沁河“三山两湖一河”，全力推进邯西
生态示范区建设，高标准打造康湖生态文明示
范区、邯郸园博园等景观节点，建成复兴区沁
河郊野公园、武安市东山森林公园等精品游园。

实施乡村绿化。启动村庄绿化三年攻坚，
开展“千村绿化”工程，主要进出村道路、空隙
地、庭院、街道、村庄周边、房前屋后、闲散荒地
全部绿化。累计完成绿化16万亩以上，东部10
县全部建成省级园林城市，建成国家级森林乡
村58个、省级森林乡村108个，打造了“春有花、
秋有果、记得住乡愁”的生态景观。

编织环城生态林网。对京广高铁、京港澳
高速、大广高速、邯大高速、青兰高速和国省干
道两侧林带进行更新补植，全力推进滏阳河、
跃峰渠引漳济沁两岸绿化工程，道路绿化率达
到93.9%，水岸林木绿化率为85.61%，初步形
成城乡一体、田林交错、点面结合、多层次、立
体化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提升城区景观颜值。在主城区实施“拆墙
透绿”、公园植树增绿、邯郸园博园周边绿化提
升、“鲜花扮城”等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各道路、
公园、广场及500余个单位小区增植大叶女贞、
木槿等乔灌木22万株，增植大叶黄杨、月季等
模纹植物162.6万株，改造、新建绿地花卉27万
平方米，营造了“三季有花、四时有景”的园林景
观效果，实现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发展林果产业，让百姓共享
生态福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以
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邯郸将林果种植、旅游
休闲、健康养生、娱乐运动等与森林资源融合，
激活林业第三产业，使城乡居民共享生态建设
成果。

林果产业蓬勃发展。按照“区域化布局、规
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原则，采取新品种、推
广新技术，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林果基地，
逐步形成西部山区核桃、花椒、双季槐，东部平
原苹果、梨、桃、文冠果以及花卉苗木等各具区
域特色、优势互补的高效林果产业发展格局。

去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74.9亿元，经济
林面积达120.96万亩，林果产量63.56

万吨，花卉生产总面积5.8万亩，花卉
年产值2.2亿元。充分利用林下土
地资源、林荫空间和林间环境，开
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林下经
济发展模式，全市林下经济经营
主体180多家，林下经济面积17.8
万亩，产值近3亿元。

新型业态快速兴起。进一步完
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

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以森林为依
托的旅游、休闲、康养等新兴业态，全力

推动森林旅游特色乡镇、特色村庄建设，
建成峰峰药王谷、涉县王金庄万亩梯田等一批
优秀森林旅游景点。邱县“文冠庄园”田园综合
体成功入选国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全市森林旅游人数逐年递增。

森林功能充分发挥。加快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郊野公园等大中型生态休闲场所建设，
设立参与式、体验式生态科普场所73处，充分
发挥森林的功能和效益。在公园景区、主要道
路和水系两侧，建设新型绿色出行城市绿道和
休闲山水绿道，全市居民每万人拥有的绿道长
度达0.8千米。主城区及各县（市、区）建成多处
综合性公园以及众多休闲绿地、口袋公园，免
费向公众开放，让群众切实享受森林城市建设
成果。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白增
安 通讯员张璐）近日，邯郸市举行
2022 年第一季度农业产业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包括邯山区花海粮仓、魏
县魏福绿色食品产业园项目等项目
19个，总投资63亿元。

今年是邯郸市确定的“农业产业
项目突破年”。该市将以农业结构调整
为抓手，以滏阳河农业融合发展产业
带和亿元以上项目为重点，加快农业
产业项目建设，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布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抓
大集群，市级重点抓优质专用小麦、
优质谷子等10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每个集群引入 2 至 3 个战略合作伙
伴，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集中打造滏
阳河农业融合发展、太行山道地中药
材和优质杂粮、309 国道沿线优质蛋
鸡等三大产业带，创建以大名县为主
的高油酸花生种植、以馆陶县为主的
有机黄瓜种植、以武安市和馆陶县等
为重点的优质生猪养殖等7个示范园
区。抓大项目，建立农业产业项目库
和在建项目清单，今年全市列入项目
库的农业产业重点项目 130 个，计划
总 投 资 429 亿 元 ，重 点 推 进 100 个
5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抓大
园区，市级集中打造10个重点农业园
区，每个县（市、区）集中打造提升1至
2 个重点农业园区，重点抓好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和 5 至 10 家后备省级龙
头企业，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机制。

多措并举开展招商引资。建立招
商项目清单，市、县（市、区）农业农村
局制定招商工作方案，明确招商任
务、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工作机制等
内容。每个县（市、区）在计划清单中至少列出 3个招商项目，
年内至少完成3个计划招商项目签约。做好跟踪服务，深入企
业、项目实地走访，建立跟踪服务台账。强化对接帮扶，开展

“保姆式”贴心服务，帮助项目主体协调解决立项、用地、资金
等问题。今年，全市谋划农业招商项目66个，总投资190亿元。
截至2月底，已签约项目11个，总投资119.47亿元。

创新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建立工作专班，市、县（市、
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了由局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农业产业项
目建设领导专班，配强人员，集中办公。魏县在全省率先成立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助力农业产业项目招商。实行包
联制度，实行市农业农村局县级领导包联县（市、区），指导项
目谋划，协调解决问题。同时，在全市开展“千名农技专家下基
层、解难题、送服务”活动，进企联村包项目，开展针对性帮扶。
推行“五账”机制，即“建账”，建立农业产业重点项目数据库；

“对账”，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对照年度计划目标，将项目
投资计划细化到月，落实到责任单位、责任人；“交账”，各县

（市、区）每月向市农业农村局交账，确保均衡稳定增长；“要
账”，定期开展项目观摩评比等活动；“算账”，实行“月调度、季
评比、年排队”，年底兑现奖惩，对投资和项目建设任务完成较
好的表彰奖励。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去年以来，邯
郸市加大依靠科技创新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力
度，通过完善科技创新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攻
关等措施，为全市大气污染治理提供科技
支撑。

完善科技治理规划。将依靠科技创新治
理大气污染列入“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重点
工程，根据全市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市科技部
门完善科研计划申报指南，设立低碳节能与

清洁生产、清洁燃烧、机动车尾气净化、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等 15 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
发优先支持主题，在相关企业和高校广泛征
集技术研发课题。

加强技术研发攻关。去年以来，先后实
施扬尘污染时空分布特征及污染热点和大气
净化塔定向除霾技术实验与仿真研究、利用
差分吸收光谱技术实时监测大气污染研究、
大气环境综合监测和污染诊断系统等省市级

大气污染治理研发项目18项，取得大气污染
治理科技成果5项。相关技术成果及先进装
备累计服务全市钢铁、煤炭、电力、焦化等高
耗能高排放企业 50 多家，实施技术合作、工
艺更新与装备改造项目60多项，促进了相关
行业和企业绿色改造升级。

开展治理技术合作。与中科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签署战略框架协议，该中心在邯郸市
建立院士工作站，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多次讲

授指导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实施的雾霾治理催
化剂优化配方工艺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整合资源构建创新平台。建立邯郸市焦
炉煤气综合利用、矿山生态环境监测与整治、
工业烟气催化净化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研发
平台，集聚研发人员138名、研发资源共享设
备50多台（套）、研发投入263万元，开展联合
大气污染治理攻关 12项，取得专利 21项，培
养创新团队6个，引进高端人才19名。

培育生态环保创新型企业。市科技部门
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中，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一票否决。按照梯
度培育、差异培育、扩量提质思路，根据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政策扶持和精准
服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武小凯、史欢欢）“孵化基
地免租金，水电气暖有补贴，还帮办了 20万元创业担保贴息
贷款，让我坚定了创业信心。”从一名电梯安装维修工，到河北
嘉志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平县大众创业孵化基地帮
助袁章军圆了创业梦。“公司去年开办，业务覆盖电梯销售、安
装、保养、质检等领域，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近年来，广平县将创业就业保障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依托县大众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创业项目推介、创业典型
带动等措施，激发大众创业活力。创业孵化基地孵化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分为创业孵化、项目展示、项目路演中心、综合
服务、众创空间五大功能区，采用“政府扶持、社会参与、高校
助推、自愿加入、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管理”运作模式，为创业
初始人员提供政策扶持、项目推介、创业培训、项目融资、风险
评估、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针对高校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退役军人
等不同群体，该基地设置了教育科技、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电
商等不同行业创业培训项目。近两年累计孵化创业项目 67
个，带动就业215人，项目库储备创业项目128个，开展创业培
训、业务培训43期（次），累计培训8600余人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王泽敬）近日，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启动建园以来最大规模纪念设施保护修缮工程，将
投资 800万元完成修缮面积 2413.15平方米，工程预计 4月初
基本完工。

工程重点对北园区烈士纪念堂、陈列馆、四八烈士阁、人
民英雄纪念墓、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烈士公墓、南园区烈士墓
群和园区南门、北门及附属用房进行保护性修缮，既有利于园
区革命文物保护，展现文物原有风貌，又有利于弘扬红色文
化，引导教育参观群众学好党史革命史。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园区纪念设施几
十年没有进行过大的维修。其中，烈士纪念堂、陈列馆、四八烈
士阁等仿古式纪念建筑存在彩绘脱离、屋面瓦松动脱落、脊兽
缺失、窗棂缺失开裂等问题；人民英雄纪念墓、晋冀鲁豫人民
解放军烈士公墓、烈士墓群存在广场路面破损、地面沉降、题
词碑表面风化等状况。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张坤）
“滏阳河街道办黑龙洞段，有人倾倒垃圾，请
立即处理。”近日，在邯郸市峰峰矿区“智慧峰
峰城市综合指挥中心”监控室内，河长办值班
人员通过大屏幕监控视频发现问题后，向相

关部门下发指令。不到 10 分钟，负责该流域
的河长和保洁员赶到现场，固定证据，清理
垃圾。

针对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以及汛
期河道水库水文水情、供水管网安全等方面

问题，去年 4 月，峰峰矿区依托智慧城市建
设，构建了“智慧河湖”监控系统，为全面落实
河长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三水”
协同共治，深入推进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扫
除了巡护“盲区”。

滏阳河在峰峰矿区域内全长28.25公里，
流域面积 230 平方公里。“巡河仅靠脚底板，
根本走不过来。”峰峰矿区水利局河长制办公
室工作人员何九晨介绍。

“智慧河湖”监控系统在和村段、邢都公
路桥、彭城大桥、老道泉水库、大社水库等河
湖区域设置了24处高清监控点，覆盖了全区
主要河流和水库，构建起 24 小时全天候、无
缝隙河湖监管体系，同时建立了“发现、交办、
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

截至目前，峰峰矿区依托“智慧河湖”监
控系统，累计处理河湖“四乱”问题107处。

全
市
首
季
度
农
业
产
业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19

个
项
目
总
投
资6

3

亿
元

今年，列入项目库的农业产
业重点项目130个，计划总
投资 429 亿元，重点推进
100个5000万元以上的农
业产业项目；谋划农业招商
项目66个，总投资190亿元

▲邯郸紫山景象。近年来，邯郸市持续推进
国土空间绿化，争创国家森林城市。2021年，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34.1%，较2013年增长10.9%。

邯郸市林业局供图
▶邯郸市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产业，去年全

市 林 业 总 产 值 达 74.9 亿 元 ，经 济 林 面 积 达
120.96万亩。这是邯山区代召乡万亩桃园。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 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