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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累计落地京津项目234个
总投资2570亿元

张家口确定2022年为“奥运经济推进年”

做好后奥运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韩文涛

组织党员干部及时征集、回应、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

蔚县实施“蔚萝益家人”志愿服务工程

冬奥会后，怎样不让奥运场馆“闲下
来”，奥运热度怎样转化为发展新动能？进
入后奥运时代，这已然成为另一个“冬奥赛
场”。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张家口提前谋
划后奥运经济发展，把 2022 年确定为“奥
运经济推进年”，高质量编制实施发展计
划，把冬奥效应与发展战略有效结合，形成
可操作、可落地的发展措施和重大项目，以
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更具体的举措起笔破
题，书写后奥运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

奥运场馆“花样”利用

暮春的崇礼，生机盎然。静卧山间的
“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等冬奥场馆，气势依旧壮观。专业、一流
的奥运场馆，如何做到赛后充分利用？

“赛后，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可以开展
户外项目来增强娱乐性，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观光游览。”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和
基础设施经理陈国徽对场馆的赛后发展
充满期待。他告诉笔者，面向初学者、青少
年群体，这成为该场馆赛后利用的一大特
色。冬季这里在满足国家体育专项训练和
赛事举办需要的同时，还将开展适合滑雪
初学者的培训和体验项目；夏季这里将打
造成户外活动中心，增设山地自行车越野、
拓展训练基地等项目，实现四季运营。

坐拥丰富商业运营经验，云顶滑雪公
园从冬奥赛道设计之初就瞄准了长期运
营。从专业赛事到大众冰雪运动，赛道难度
面临降级需求，云顶滑雪公园设施副经理
陈荣钦说，“这些专业赛道可以继续举办世
界级赛事，还可以通过雪道的二次塑形降
低难度，向公众开放，增加雪道的丰富程度
和吸引力。”

跳台滑雪是极具挑战的运动，普通大
众直接使用奥运场馆体验这项运动的可能
性不大。“服务专业赛事及运动员依旧是

‘雪如意’赛后利用的首要方向。”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总规划师、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院长张利表示。冬奥会后，“雪如意”可继
续举办世界高水平跳台滑雪比赛，国家队
及其他省市队伍也可以在此训练。同时，在
雪季，针对跳台滑雪爱好者，举办跳台滑雪
展示、培训与体验、雪上足球、户外冰球等
冰雪娱乐项目；非雪季，开发攀岩、滑索、滑
草等娱乐项目，满足群众多样健身需求。

“冬奥元素和遗产非常宝贵，我们希望
这些设施、知识、文化持续给公众带来价
值。”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张家口市
将把部分冬奥运动赛事场地改造为奥运主
题博物馆，使之成为展示奥运文化、中国文
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利用“雪如意”等
冬奥标志性建筑，建设集观光休闲、时尚餐
饮、购物娱乐、会展演出等功能于一体的冬
奥文化集中展示区域，开发奥运主题文化
创意产品，提升奥运场馆影视创作能力。另
外，大力发展会展经济，积极举办国际国内
高端论坛、会展，打造兼具本地特色和全球
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

此外，张家口市还将以冬奥村为中心，
整合周边云顶滑雪公园、太舞四季文化旅游
度假区、崇礼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等资
源，打造低碳高端旅居社区和高品质旅游度
假区，推动场馆由单一体育功能向体育文

化、旅居康养、休闲娱乐综合功能拓展延伸。

冰雪产业项目加速集聚

筹办举办冬奥会带火了张家口的冰雪
游。当冬奥会结束，如何让冰雪资源持续

“吸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所有奥运
遗产都“活起来”，让奥运热度持续“热下
去”。

今年，张家口市把加快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建设作为发展后奥运经济的重要抓
手，按照规划，将重点依托冬奥场馆、冰雪
运动等，大力发展冰雪冬奥文化旅游新业
态。

近日，张家口市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第一批 46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约 148
亿元。依托大海陀国家自然保护区、阳原泥
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景区，建设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风景道。此外，不断丰富坝上
草原游业态，积极培育赏雪、滑冰、冬钓等
冬季特色产品，形成坝上草原四季游格局。

冬奥会筹办举办点燃了人们的冰雪激
情。经过多年持续推动，截至目前，该市参
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600万。围绕冰雪全产
业链布局，冰雪产业项目加速集聚，依托高
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
园两个平台，滑雪服、滑雪板、滑雪鞋、滑冰
鞋、滑冰服等个人轻装备，以及造雪机、压
雪车、浇冰车、索道等重型装备正加速实现

“本地造”。如今，全市累计引进冰雪产业项
目 109项，总投资 556亿元，已投产运营 51
项，一批冰雪设备和穿戴产品入市交易。

近几年，滑雪游客保持每年 20%以上
速度增长。富龙滑雪场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有多个自主IP产业项目开业，正在体育休
闲项目上加大投入。

此外，围绕冬奥会场馆等标志性建筑，
张家口市兴起了一批奥林匹克公园、奥运
主题博物馆，成为展示奥运文化、中国文化
的重要窗口，吸引大量游客参观游览。

绿色发展促产业转型

冬奥会期间，张家口的“冬奥蓝”受到
广泛关注和点赞。蓝天白云背后，清洁能源
的贡献不可小觑。

在位于桥东区的创坝加氢站，大概10
分钟左右，一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就加满
氢气。相较传统化石能源车辆，一辆氢燃料
电池公交车每行驶 100 公里，二氧化碳减
排70公斤。“减排”二字充分展示了张家口
这座曾经的传统老工业城市，对绿色转型
发展之路的坚定探索。

立足首都“两区”建设的高标准定位，
借助冬奥会举办的有利契机，张家口着力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体育文化旅游、冰雪、大数据、可再
生能源、现代制造、绿色农牧等六大绿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先行城市，可
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取得 13 项“第一”，

“四方协作机制”和“加快推动氢能产业
全链条发展”经验做法得到国务院通报
表扬。

依靠由可再生能源转换而来的绿
色电能，点亮了一众冬奥场馆，为高耗
能大数据企业提供充足电力保障，转
换成的热能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续优
化，“氢能张家口”“中国数坝”成为发展新
名片。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可再生能源装机
规模2347万千瓦，并网数2332万千瓦，成为
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12个数据中
心投入运营，服务器达100万台，怀来大数
据产业基地发展强劲，有效疏解北京大数据
企业落户。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加快推
进，2021年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34.8%。以领克汽车为代表
的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达到107家。

今后一个时期，张家口市将以高质量
建成首都“两区”为基础，以系统推进冬奥
遗产可持续发展计划为牵动，以区域协同
发展为重点，以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为底色，
系统、整体、协调推动项目投资建设、赛会
活动承办、绿色产业发展、市场主体培育、
宣传推广营销等工作，奋力书写本地发展
优异答卷。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圆满落幕，进入后奥运时代的张家口确定2022年为“奥运经济推进年”，全面落实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计划，充分
利用冬奥场馆设施和人力资源，不让冬奥场馆“闲下来”，不让奥运热度“凉下来”，加快推动后奥运经济发展。从今日起，本报将开设《发展后奥运经济 助
力高质量发展——聚焦张家口“奥运经济推进年”》专栏，深入报道张家口市持续巩固拓展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举办成果，大力发展后奥运经济，交出冬奥
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的有力举措和进展成效，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王大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实施以来，张家口市抢抓冬奥机遇，把产业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
要发力点，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落地京津项目
234个，总投资2570亿元。2021年开工项目19个。

着力培育高新产业集群，依托京津科技资源优势，加强与北京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壮大现代服务业，依托良好的生态、区位优势，放大冬奥效应，加强
与京津体育、文化、旅游行业的对接合作，推动文化旅游、运动休闲
等产业提速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立足服务京津和其他周边
城市，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为重点，着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
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节水农业。

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据介绍，从项目承接到产业联
动，张家口充分利用区位、资源等优势，加强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
链重构，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区域产
业协作不断走向深入。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海坨森林康养小
镇等重点文旅项目有序推进；MND索道、天冰造雪机等18个冰雪
装备器材生产类项目投产运行；12个数据中心的91万台服务器投
入运营，张家口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全面建成；宣钢转型稳步
推进，已投运线材制品深加工、智慧物流园等项目；天津中环、金风
科技、亿华通等新能源产业项目建成投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许爱英）走进沽源，一排排
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迎风飞旋……新能源“风光无限”的画卷在
沽源大地上徐徐展开，目前，全县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290 万千
瓦，年纳税额突破2亿元。

近年来，该县相继引进河北建投、西安特变电工等新能源企业
18家，实施风电制氢、牧光互补、源网荷储等风电光伏项目41个，
华电沽源西胡同风电场200兆瓦风电、焰中沽源200兆瓦牧光互补
光伏发电示范、“奥运风光城”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等项目已并
网发电，全县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290万千瓦，已成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不断优化新能源结构和产业链条，有序发展风电
和光伏电站建设，力争在 2025年前，全县可开发新能源全部实现
规模化开发，总装机规模达到600万千瓦以上，年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1200万吨。

今后，该县还将以创建九连城新能源示范区为引领，加快推动
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统筹推进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项目，
推动装备制造、设备维护等新能源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发挥风电
制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优势，加快推进加氢站建设，打造氢能制造、
储能、利用示范基地；抢抓国家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契机，完善电
力和网络设施，谋划争取微电网示范项目，创新大数据发展路径，
打造集数据存储开发、集成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基地。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阴英）今年以来，张家口市
积极推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取得了
良好成效，一季度全市财政收入顺利实现“开门红”。

截 至 3 月 底 ，全 部 财 政 收 入 完 成 111.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7%，增幅排全省各市第二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7.84亿元，同比增长14.8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8.34亿元，
同比增长2.87%，其中民生类支出111.49亿元，同比增长12.16%。

为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张家口科学研判分析收入形势，
深入挖掘潜在财源税源，高质量推进财政收入组织工作，力促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今年，该市财政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加
注重精准、可持续，围绕“八个聚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有效防范
化解财政风险，为促进全市经济恢复发展作出贡献。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王大庆）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6部门公布2021年度国家绿色数
据中心名单，张家口市数据港——阿里巴巴张北中都草原数据中
心和腾讯怀来东园云数据中心BD1栋2个数据中心位列其中。

近年来，张家口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以张
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等多个产业园区为核心，
功能错位、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大数据发展格局。2021年，全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 120.7 亿元，同比增长 72.7%，占全
市GDP比重达到7%。目前，阿里、腾讯、秦淮等12个数据中心在
张家口投入运营，投运服务器 103 万台，今年将新增服务器 3 万
台。到2025年，全市将基本形成产业链完整、数据汇聚能力强、融
合应用广泛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大数据及关联产业投资规模总
量将突破2000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李智
勇）去年，蔚县开展“百姓说事，干部解题”活
动，全面实施“蔚萝益家人”党员干部志愿服
务工程，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及时征集、
回应、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急事、揪心事，
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能
力，不断提升群众对党和政府满意度。

强化三级联动，畅通说事平台。建立
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在县级层面成

立民生微事领导工作小组，下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统筹开展民生微事征集汇总、任
务交办、协调处理、督导督办等各项工
作；吸纳财政、信访、民政等13个县直部
门为成员单位，健全部门协同推进工作机
制。在 22 个乡镇、561 个村和社区相应成
立领导机构和办公室，明确专人负责，公
布微事征集员信息，让基层党组织在解决
民生微事中发挥主导作用。构建“线上+
线下”微事收集渠道，通过设置征集窗
口、公布征集电话等途径，拓宽群众线上
诉求表达渠道；调动党员志愿者、网格
员、驻村队员等各方力量，面对面了解群
众实际诉求。目前，“民生微事”快手直播
日观看人数1000余人，县乡村设置民生微
事征集窗口、服务站点 584 个，累计收集

民生事项874件，办结率98%。
及时交办对接。针对群众反映的民生

事项，及时建立台账，根据单位责任划分、问
题轻重缓急及解决难易程度进行分类处
置。对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有能力解决
的，限期 2 周内办结。对乡镇无力解决的，
由乡镇党委填报《民生微事报告单》，县民生
微事工作办公室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召开联
席会议进行筛选，列出待解决事项清单，对
需进行核实甄别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对
需有关部门联合解决的，由县民生微事工作
办公室进行协调，并向有关部门下发《民生
微事交办清单》，协同乡镇共同办理，限期1
个月内办结。同时，结合“蔚萝红”党员志愿
行动的开展，组织 1191 名机关党员干部进
小区，担任楼门长，兼任“网格员”，征集群众

微小心愿，点对点服务小区居民；组织2800
余名乡村干部、770余名驻村工作队员走访
联系群众 5.3万人次，深入开展矛盾纠纷调
解等工作。

强化督导考核。加强对民生微事解决
成效的督导检查力度，进行挂账督办，对乡
镇和部门及时解决的事项进行动态销号和
备案管理。实行定期通报，县民生微事工
作办公室按月对交办事项办理情况进行反
馈和通报，对弄虚作假的，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责任。及时公开公示，对已解决的民
生微事，要求相关责任部门第一时间与当
事人沟通反馈，并通过单位公示栏等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强化督导检查，县民生微
事工作办公室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询问等
形式，对民生微事办理实效进行回访，对应
解决能解决但未解决或未及时上报的，限
期整改。活动启动以来，累计召开联席会
议 5 次，下发交办清单 35 件，并全部办结。
同时，强化结果运用，把开展“蔚萝益家人”
工程解决民生微事工作列为年度乡科级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重要内容，将微事
办结率、群众满意度与单位年度考核成绩
直接挂钩。

把解决民生微事工作列为
年度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考核重要内容，将微
事办结率、群众满意度与单
位年度考核成绩直接挂钩

沽源新能源装机
规模达290万千瓦

一季度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同比增长17.37%

▲近日，宣化第二中学学生们
在进行雪地模拟训练。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晓东摄
▶在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冰雪运动培训中心，教练用室
内滑雪机对小学生进行培训。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近日，在宣化区冰雪产业园，

卡宾冰雪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人
正在装配造雪机。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晓东摄

发展后奥运经济 助力高质量发展
——聚焦张家口“奥运经济推进年”

两个数据中心入围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唐小妹）近日，2022年度张
家口排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介绍了本次联赛的具体
情况，并就本次联赛的举办目的、赛事意义等问题答记者问。预计
4月25日联赛正式开赛。

本次联赛由张家口市体育局主办，张家口青篮体育俱乐部有限
公司承办，分为社会组、青少组两个组别。为了兼顾竞技性及群众
参与性，排球联赛在各个组别分别设置了传统的硬排球和更利于群
众参与的气排球两个项目。群众组特意在比赛中设置了男女混合
组队的要求，为女性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本次比赛不设现场观众，单场比赛人数控制在50人以下。

随着排球联赛的正式举办，张家口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完成了
三大球项目在市级联赛中胜利“会师”。另外，通过赛事规程中
降低球网高度，提倡女子参赛等设置，降低了排球比赛对场地要
求等，提高了比赛灵活性，为该市提高冬奥场馆利用率提供了更
多选择。

张家口举办2022年度排球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