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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六大工程持续开展提绿增绿行动全域创建森林城市

绿美廊坊：林在城中 城在林中
河北日报记者 周禹佳 通讯员 尤丽君 付惠萱

夏浅胜春。走在大厂回族自治县的公
园中，空气清新、绿树如荫，各类植物目不
暇接，一幅“林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城相
依”的绿美画卷徐徐展开。

大厂的创建森林城市成果是廊坊市推
动全域创建森林城市的一个缩影。2019
年 11 月，廊坊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成为全省率先荣膺国家森林城市的平原
市。廊坊市在市级成功获得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县级争创国家和
省级森林城市活动。目前，廊坊全市10个
县（市、区）已全部申请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其中，6个县（市、区）同时申请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是全省唯一一个全域开展森林城
市创建活动的设区市。

今年，廊坊市将持续开展提绿增绿行
动，通过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提升森林城市
建设水平，提升人民生态福祉，全力构筑环
京津雄生态屏障，着力打造全省首个“全域
创森”样板，撬动全市城乡绿色蝶变。

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提升
绿化品质

4 月 1 日，在香河县义务植树活动现
场，新种下的国槐、复叶槭、法桐、紫叶李、
海棠等景观树木迎风挺立。当天，全县义
务植树面积约120亩。

今年，廊坊市以“品质大提升 巩固森
林城”为主线，以“三环”（环京津雄、环城
镇、环村庄）“二沿”（沿路、沿河）为框架，重
点实施城镇（园区）绿化提升、廊道绿化提
升、村庄绿化提升、农田林网提升、退化林
修复、营林改造提升等六大工程，计划全年
完成营造林 12.5 万亩，向各县（市、区）延
伸，以点带面，形成以亮点工程为中心、精
品线为脉络的全域森林城市建设网络
格局。

城镇绿化提升工程以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活动为依托，采用拆违建绿、拆墙透绿、
留白增绿、见缝插绿等方式，扩大街道绿
量，大力建设路边游园、小微公园、口袋公
园；利用城镇周边的荒地、受损弃置地等，
建设环城绿地、林带。

园区绿化提升工程立足于园区功能定
位，努力做好与周边城镇绿化衔接，以乡土
树种为主导，坚持乔灌花草相结合，多种植
彩色、常绿等植物，全力打造环京区域“森
林景观展示区”“森林文化传播区”“生态福
利示范区”。

实施廊道绿化提升工程，廊坊在全市
首都环线等 12条高速公路、京沪等 3条高
铁线路、京秦等 5 条铁路、102 等 6 条国道
两侧林带，进一步优化林种、树种结构，加
快实现景观效果、防护功能、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在市域内潮白河、北运河、永定
河等主要河流两侧林地，积极进行环境治
理，提升现有林木绿地质量，打造“树种丰
富 、季 相 明 显 、色 彩 斑 斓 ”的 河 道 生 态
廊道。

村庄绿化提升工程紧密结合乡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和乡村生态振兴千村示范创
建活动，持续开展村庄“四旁”植树，充分利
用庭院、边角地、撂荒地、拆违地等见缝植
绿、见缝补绿，保护大树古树和传统围村

林、景观林等，打造“村在林中、房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农田林网提升工程结合高标准农田建
设，因害设防，科学营造农田防护林，加强
农田林网与田块、沟渠、道路有机衔接，林
网网格面积一般控制在300亩至500亩，高
速、国道、省道等干线公路 3公里至 5公里
范围内严禁有 300 亩以上的林网空当，不
断增强粮食生产综合保障能力，做到林茂
粮丰。

在京津雄边界、城市建成区，高速、高
铁、市级以上河流两侧和森林公园、郊野公
园、湿地公园等重要区域、节点，精准选定
老、弱、病、残林（树）以及景差林（树）、成熟
过熟林（树），通过皆伐、择伐、移植、补植、
更新等技术措施，进行精准改造，进一步提
升绿化品质和景观效果。

对现有中幼龄林进行修枝、抹芽、除
蘖、除草等养护措施，对现有景观林、经济
林科学开展整形、疏花等抚育，对苗木林及
时间苗、出圃、繁育。因地制宜发展以种植
业为主导的特色林下经济，科学开展多种
经营，增加林地效益。充分挖掘森林旅游、
康养资源，打造森林旅游精品线路，不断增
加林业收入。

建三级指挥体系，纵向联动
创建森林城市

廊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和省
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他们加强市级创森
组织领导机构，顶格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
任指挥长的市级创森指挥部，统筹推进全
市创森工作。同时，要求各县（市、区）参照
市级设置，建立健全本级组织领导机构，并
下探到乡（镇），高规格搭建了市、县、乡

（镇）三级创森指挥体系，为开展全域森林
城市创建活动提供了空间布局和组织构架
的保障。

他们确定了以巩固提升市级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成果推动县级开展国家和省级森
林城市创建的工作思路，并创新性开展了
市级森林乡镇、森林村庄评选活动，从而形
成国家、省、市称号三级同创，市、县、乡三
级联创的体制，用自下而上的创建活动推
动市级创建成果巩固提升，形成以城区为
核心，以县（市、区）为支撑，以乡（镇）、村庄
为依托的纵向联动创森格局。

目前，全市共有25个乡（镇）、140个村
庄通过市级评选，被授予了廊坊市森林乡
镇和廊坊市森林村庄称号。今年，廊坊力
争超额完成创建 5 个市级森林乡镇、15 个
市级森林村庄的任务目标。

扶正树苗、挥锹铲土、填平树坑、踩实

新土……4 月 9 日，在永清县 2022 年义务
植树活动现场，大家三五成群、分工协作，
当天栽植各类绿化树4500余株。

今年初，《廊坊市 2022 年森林城市创
建实施方案》下发，该市在要求各县（市、
区）明确目标、压实责任、细化台账、强力推
进的同时，还依据各县（市、区）基础不同、
目标不同等实际情况，采取分类管理。

廊坊市在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基
础上，坚持问题导向，自2020年开始，每年
对照国家森林城市新国标的5大方面36小
项，对创建成果进行详细摸底和梳理分析，
研究薄弱环节，寻求合理对策，制定实施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实行质量、数量双考核

管理机制。
自2021年开始，廊坊市将迎接国家森

林城市复检作为一项核心内容，随时接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廊坊市开展实地调研
评估和复检抽检工作，实现长期保持国家
森林城市荣誉称号的目标。

推动全民参与，共享生态红利

站位高远的顶层设计是创森成功的引
领。今年，廊坊市将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编制出台林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
明确林业发展目标，为全市林业生态建设
及全域创森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管控依
据，有效指导全市林业建设。

廊坊市建立了三级传导机制、督导推
进机制、工作台账机制、多模式学习指导机
制，他们借助创森工作平台，通过“政府主
导、市县配合、社会参与”相结合，三级同创
森林城市，形成上下贯通、联动迅速的组织
管理机制。

全市上下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任务
目标分解制，将创建责任落实到每个县

（市、区），分解任务、明确目标、压实责任，
严格规定完成时限，市级形成日报表和周
报表，及时上报进度，形成工作合力和倒逼
机制，确保创森责任全覆盖。同时，对相关
县（市、区）集中调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表扬先进，督促落后。

同时，廊坊市利用各种渠道传达上级
指示精神、文件精髓，计划举办全市创森培
训，推动全市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创建进
程，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

挖坑、搬运树苗、培土、浇水……3 月
10日，三河市泃阳镇联合育实农场和海贝
幼儿园开展了植树节植树认养活动，每组
小朋友认养一棵树苗，悉心种下，并为树苗
起了名字、挂上牌子。

全域创森，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今年初，廊坊市全面启动创森宣传工作，开
展市县乡村四级宣传活动，做到领导示范、
上下联动、全民参与，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和
引领推动，助推创森活动深入开展，不断增
强全域创建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的自觉
性、主动性，提高广大群众的支持率和满意
度，持续提升森林城市建设水平，让全市人
民乐享创森生态红利。

行走在廊坊市区，阵阵绿意扑面而
来。市民推窗见绿、出门有花。2020 年，
廊坊城区绿地率达到 44.34%，绿化覆盖率
达到47.9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46
平方米。今年前 4 个月，廊坊市完成营造
林面积5.9万亩，占全年任务的47.2%。

目前，全市10个县（市、区）已
全部申请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其中，6个县（市、区）同时
申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
全省唯一一个全域开展森林
城市创建活动的设区市。今
年前4个月，全市完成营造
林面积5.9万亩，占全年任务
的47.2%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朱淑贞、田硕 记
者孟宪峰）从廊坊市大气办获悉，在2021年
至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
廊坊市取得了自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
好“战绩”：PM2.5 平均浓度 4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7.3%，平均浓度在“2+26”城
市中正排第2名，仅次于北京；重污染天数2
天，同比减少3天。PM2.5平均浓度和重污
染天数均创秋冬季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全市空气
质量持续向好，综合指数 4.21，同比下降
21.2%；PM2.5 平均浓度 4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25.9%；重污染天实现自2013年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10年来的首次“清零”。

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期，廊坊市结合实际制定实
施《廊坊市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围绕重点时段空气
质量保障、重污染天气应对、能源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运输结构调整、面源污染治
理、工业企业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 8
个方面，细化明确了 35 项重点任务并逐月
分解设定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实施24小
时值班值守工作机制，对工业企业污染超
标、乡镇污染高值、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
施不落实等问题，第一时间交办、第一时间
查找问题原因、第一时间整改消除、第一时
间反馈。对经常出现污染高值的乡镇和园
区污染问题，实施定点定位帮扶，重点盯办，
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深挖工业企业减排。全市完成火电、水
泥、玻璃、陶瓷行业 6 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治
理，淘汰4台煤气发生炉，完成3座燃煤工业
炉窑清洁燃料替代和20台其他行业工业炉

窑深度治理，全市 86 台燃煤锅炉全部安装
DCS中控系统。完成13台燃煤锅炉单碱法
低效脱硫工艺新型钙法脱硫升级改造，实现
二氧化硫稳定超低排放。向35个供热站派
驻105名驻厂员24小时驻厂监督，确保各项
污染物稳定超低排放。

深挖移动源和面源污染减排。开展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回头
看”，常态化开展路检路查、入户抽查等，处罚
违法行为614起。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查，
常态化开展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处罚油品
质量案件4起，发现并处罚整改黑加油站点

（车）19个。推进“六尘共治”，加强施工工地
扬尘管控，将城市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辆
纳入规范化管理，安装定位系统并联网，常
态化开展垃圾秸秆露天焚烧整治、烟花爆竹
禁燃禁放管控、秋冬季散煤管控“百日会战”、

散煤复燃专项检查等行动，严控面源污染。
深化 VOCs 治理。对全市 2000 余家重

点涉 VOCs 行业企业、531 家加油站油气回
收设施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对17批次油漆
涂料、13批次胶粘剂VOCs含量限值进行抽
查 检 测 345 次 。 192 家 印 刷 企 业 完 成 低
VOCs含量涂料替代，169家企业完成VOCs
无组织排放整治，72 家企业完成深度治
理。开展源头替代、工艺过程、无组织管控、
末端治理等全流程治理评估，提升涉VOCs
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实施“一厂一策”。印
发实施安次区包装印刷行业“一行一策”治
理方案，加快传统行业污染整治进度。加大
餐饮油烟治理力度，发现问题 263 起，完成
整改238起，改造升级25起。

科学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
廊坊将减排措施细化到具体企业和具体生
产线、生产环节、生产设施，持续实施绩效
分级差异化管控。积极落实河北省生态环
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突出服务保障重点
项目建设和重大民生工程，将全市符合条
件的 306 个企业（项目）列入生态环境监管
正面清单，在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有效运行、
污染物达标情况下，不停产、不限产、少检
查、不打扰。

一季度全市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重污染天10年来首次“清零”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 通讯员段立娟、李硕）“感谢国家的
好政策，这笔贷款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近日，握着前来走访的
县财政局、县人社局、邮储银行一行人的手，永清县龙飞机动车维
修服务部经营者李龙飞激动地说。原来，李龙飞想扩大规模，可是
资金紧张，听说县里有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惠企政策后，他及时申请
办理，顺利从邮储银行拿到了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今年以来，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创业者及小微企业带
来的不利影响，永清县财政局联合该县人社局、邮储银行，充分运
用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稳定
就业，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今年1至4月，该县共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37笔，贷款金额 519万元，惠及创业者 37人，带动就业 158
人；县财政局向邮储银行拨付 2021年 3至 4季度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资金83.52万元。

他们通过网络宣传、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深入宣传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政策，引导各类符合条件人员、企业积极申请资金支持。
同时，通过降低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简化小微企业、创业个人
申请贷款手续，提高贷款额度等方式，持续为个人及中小微企业

“供氧”“输血”。
他们在疫情期间还实行不见面审批，经与人社部门、定点经办

银行及时对接，有效利用邮储银行河北分行创业担保贷款在线申
请系统，做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线上办理工作，必须留档的材料函
件可以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进行传递，保障创业担保工作不受疫
情影响。

前4个月

永 清 发 放 创 业
担保贷款519万元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永杰、陈正、刘
巍）今年一季度，廊坊市共有临空经济区宸
信无人机科技产业园等229个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1054.8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348.3 亿元。保持重点项目建设的强劲势
头，得益于该市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干部考核中，廊坊市严格遵从省对
市的考核指标体系，把省下达的考核内容
作为县（市、区）考核指标的重中之重，有效
保障上级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在廊坊落地
落实、生根见效。在 2021 年度考核中，廊
坊市县两级优质高效地完成了省下达的各
项考核任务，绩效目标考核结果位居全省
前列，下辖的4个县（市、区）也在全省同类
县（市、区）中名列前茅。

廊坊市结合当地中心工作和发展短
板，优化自选指标，科学完善考核指标体
系。他们对县（市、区）突出对“市委市政府
重点工作”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对市直单
位设置“专项工作”类指标，强调对“文明城
市创建”等10余项指标的考核，全方位、多
角度推动重点工作进位升级。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他们针对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围绕优化固定资产投资
结构，将“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等10项具有导向性、针对性、可考
性、公正性的指标，充实进考核内容，引领
各县（市、区）积极上大项目、好项目，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2021
年，全市举办大型招商推进会 55 次，签约
5000 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802 个，省市重点
项目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翻番，投资完成率达到141.6%。

强化考核机制建设，廊坊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有效传导压
力传递动力。他们实行责任分包机制，将目标任务逐项分解到责
任单位和分管领导，明确分工，厘清责任。构建定职责、定目标、履
职考核“两定一考”工作机制，全力营造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工作
氛围。同时，通过月分析、季调度、半年晾晒、年终总结等方式，对
考核指标运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有针对性地给各县（市、区）作辅
导、“开小灶”，有效改善指标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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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度考核中，廊坊市
县两级优质高效地完成了省
下达的各项考核任务，绩效目
标考核结果位居全省前列，下
辖的4个县（市、区）也在全省
同类县（市、区）中名列前茅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徐巍
记者周禹佳）走进霸州市东杨庄
乡“水韵粮仓”农业项目种植基
地，绿油油的麦苗铺满了农田，农
民正在田地里进行喷灌作业。“从
大水漫灌改为节水喷灌，省时又
省力，也降低了对水资源的消耗，

灌溉质效明显提升。”东杨庄乡副乡长杜鹏说。
“去年我们与省供销社合作，共流转全乡11个村街的1.2万多

亩耕地，由省供销社统一规划，帮我们协调种子采购，给予技术指
导。目前，我们已完成4000亩冬小麦、2000亩豌豆种植，实现耕地
规模化利用、机械化作业，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杜鹏介绍。

近年来，霸州市积极培育优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家庭农
场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创建力度，加快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充分发挥不同服务主体各自的优势和功能，不断提高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种植，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霸州市通过鼓励农民合作社向成员提供各类生产经营服务，
发挥其服务成员、引领农民对接市场的纽带作用。目前，基本形成
了园区带动型、主体带动型、土地托管型、股份合作型等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土地要素的适度集中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
农业流动，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为优良品种、先进技术、新型设施
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推广和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截至去年底，霸州市注册农民合作社 1177 家、家庭农场 135
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42万亩次，种植品种逐步从小麦、
玉米等传统作物调整为西瓜、红薯等经济作物。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到较快发展，逐渐成为促进现代农业
高质高效发展的生力军。

霸 州 培 育 优 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全市注册农民合作
社 1177 家、家庭农
场135家，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42万亩次

图①：无人机拍摄的廊坊市城区
一角。

图②：俯瞰廊坊市丹凤公园。
图③：市民带着孩子在廊坊市丹

凤公园赏花游玩。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赵永

辉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