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22年5月2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马哲 视觉编辑：展茂光

2022 年春季永定河
全线通水工作正式启动
河北境内近267公里河段将实现通水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
任树春）5月1日上午，随着官厅水库调
整闸门加大下泄流量，2022 年春季永
定河全线通水工作正式启动，预计5月
中旬可实现永定河实施生态补水以来
的第二次全线贯通。届时，我省张家
口、保定、廊坊3市的近267公里河段将
同步通水。

永定河是京津冀晋地区重要的水
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2017
年以来，水利部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
水思路，不断强化永定河流域水资源统
一调度，累计向永定河生态补水21.5亿
立方米。2021 年，永定河 865 公里河道
实现 1996 年以来首次全线通水，沿线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社会
反响良好。

2022 年 1 月，水利部办公厅印发
《2022年度永定河水量调度计划》。根
据调度计划，2022 年拟通过万家寨引

黄北干线 1 号隧洞、东榆林水库、册田
水库、友谊水库、洋河水库、官厅水库、
大宁水库、卢沟桥枢纽等水利工程联合
调度，实现当地水、引黄水、引江水和再
生水“四水统筹”，实现永定河865公里
河道全线通水时间不少于3个月。

为顺利实现永定河2022年度全线
通水目标，4 月中旬以来，省水利厅先
后两次组织张家口、保定、廊坊 3 市水
利局及厅机关处室召开调度会议，统一
思想、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沿线各市县抓紧补短板、堵漏洞、
强弱项，做好隐患排查、工程调度、河道
清障和堤防抢护等准备工作。同时，组
织力量加强巡查巡护，做好宣传工作，
确保输水安全和人员安全。

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组织技术人
员利用河道沿线固定和临时水文监测
站点，有序开展相应控制断面水量、水
质及地下水监测工作，为补水效果评估
提供技术支持。

“青春心向党 启航新征程”——
河北青年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幕

河 北 建 设 17 家
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4月30日，
不少网友用手机登录河北公共文化云网
上展厅，观看“青春心向党 启航新征
程”——河北青年优秀美术作品展。该
展览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于4月
29日在河北公共文化云、河北省群众艺
术馆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展期持续至5
月13日。

此次展览旨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庆祝中
国共青团建团 100 周年，切实增强“青
春心向党”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提升广
大青年的获得感、成就感，把庆祝建团
百年激发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
情传递下去，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

的浓厚氛围。
据悉，参展的 200 幅作品包括国

画、油画、版画、水粉画、铁板浮雕等，作
者均为省内高校美术专业师生及青年
书画爱好者。作品围绕江山礼赞、时代
新貌、红色圣地、乡情故土、美好生活、
花卉禽鸟等主题，集中展现青年人朝气
蓬勃、积极向上、敢为时代先锋的优秀
品质，诠释了青春与信念、青春与奋斗、
青春与梦想的主题。这些作品也展现
了我省青年美术工作者与书画爱好者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描
绘祖国大好河山，歌颂伟大时代，把高
质量的美术作品奉献给人民，为党的二
十大奉献青春力量的火热实践。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单
昕）日前，河北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我省布局
建设 17 家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平时
确保正常经营秩序，应急期保证立即启
动运营。

通知提出，按照协同保供、交通便
利、避开疫区、设施完善、平急结合的布
局原则，依托现有交通运输条件和物流
园区，我省加快在各市（含定州、辛集）
布局建设中转调运站。保定市3家，分
别是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京雄
保国际智慧物流园、保定陆港国际物流
园，重点保障京津和雄安新区；石家庄、
唐山市各2家，分别是北国高科技物流
产业园、城通联众物流园，唐山公路港
物流园区、国际凤凰物流电商产业园；

同时，我省还将建设张家口龙辰博鳌商
贸物流园、承德国际商贸物流园区、邯
郸国际陆港、普洛斯廊坊龙河物流园、
河北宝信物流园区、秦皇岛首秦配送物
流园、衡水深州安华物流园、沧州传化
物流园区、北方（定州）循环经济示范园
区京津冀环保物流园和辛集保税物流
中心等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

根据相关建设标准，中转调运站将
重点建设中转区、临储区、消毒区和封
闭管理区。

中转区将合理利用物流园区现有
堆场、停车场、装卸场地等空间，按照物
资品类划分专区，完善相应车辆停靠设
施、货物搬运装卸设备，保障运输车辆进
出停靠以及防疫物资、生活物资、捐赠物
资的装卸搬运，实现车辆运转畅通高效。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5月1日
下午，张家口市宣化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议通报了 4月 30日宣化区一例核酸
检测为阳性的输入性人员的基本信息
和行动轨迹。

该病例从外省市进入宣化，在第一
入口落地核酸检测中被发现，目前已转
入到张家口市中医院进行救治。经全
面排查，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00人和
次密接者 102 人，已全部进行集中隔
离，并进行核酸检测。病例具体行程轨
迹已经由“美丽宣化”公众号对外发布，
对其违反居家监测规定的行为公安机

关已介入调查。
自发现该病例以来，宣化区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并于当日按程序启动临时
全域封闭管理和全员核酸检测，同时持
续开展流调溯源，组织由公安、工信、公
共卫生人员组成的流调队伍，对阳性人
员开展流调排查，全面排查密接和次密
接人员。对流入地北京海淀区发出协
查函，目前传播渠道已基本明确，为阳
性人员同公司同事。对排查出的密接、
次密接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
相应管控措施，集中医学健康监测和隔
离点消毒管理等工作，防止发生隔离期
间交叉感染。

张家口市宣化区公布
一例阳性病例基本信息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日前，
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省“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着
力构建具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
新型电力系统，以稳中求进的思路推
动 我 省 新 型 储 能 实 现 市 场 化 、产 业
化、规模化发展。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输
出电力为主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项
目。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在电源、电
网、用户等环节广泛应用新型储能，增
强源网荷储配套能力和安全监管能力，
推动“新能源+储能”深度融合，实现一
体规划、同步建设、联合运行，增强电网
和终端储能调节能力。

到2025年，在大力发展煤电灵活性
改造、燃气调峰电厂、抽水蓄能电站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我省电力安全供应、
系统调节能力、电网支撑和替代、用户
侧等需求情况，全省布局建设新型储能
规模 400万千瓦以上，实现新型储能从
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具备规
模化商业化应用条件。

新型储能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
高，其中，电化学储能技术明显提升，
系统成本降低 30%以上，钒液流电池、
铁铬液流、锌溴液流电池等实现产业
化应用，钠离子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

技术开展试点示范；百兆瓦级压缩空
气储能、兆瓦级飞轮储能技术实现规
模化应用；储氢等长时储能技术取得
突 破 ；复 合 型 储 能 技 术 得 到 示 范 应
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
和商业模式基本形成，配套政策与管
理体系基本建立，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日趋完备。

到 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
场化发展。新型储能产业体系成熟完
备，技术创新水平名列前茅，市场机
制、商业模式、标准体系成熟健全，与
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发展，基本
满足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求，助力实
现双碳目标。

根据规划，我省将通过统筹布局新
型储能工程，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工程，
推进多元示范应用工程，重点打造市场
体系工程，规范储能项目管理工程，推
动我省新型储能实现市场化、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

统筹布局新型储能工程，推动规模
化发展。积极支持清洁能源电站配建
新型储能设施，推动储能与各类电源协
同优化运行，合理布局电网侧新型储
能，探索用户侧储能多元发展新场景，
拓展新型储能应用模式。重点构建我
省新型储能“一核、一区、两带”发展格

局，即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新型储能
研发创新高地，打造张承地区“风电光
伏基地+储能”大规模综合应用示范区，
打造太行山脉“光伏+储能”规模化应用
和装备制造示范带，打造沿海“新能源+
储能”和“工业大用户+储能”多元化应
用示范带。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构建创新
体系。积极开展前瞻性、系统性、战略
性储能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实现核心技
术自主化，推动产学研用各环节有机融
合，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提升新型储能
领域创新能力。

推进多元示范应用工程，加快产
业化进程。聚焦各类应用场景，鼓励
多元化技术路线发展，积极推进各类
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加强示范项目跟
踪评估。通过重点区域和重点示范
项目带动新型储能技术进步和产业
升级，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链，增强产
业竞争力。

重点打造市场体系工程，健全市场
化机制。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商业化创
新模式，支持新型储能作为独立市场主
体参与各类电力市场交易，研究建立新
型储能价格机制，促进储能成本合理分
摊和疏导。探索共享储能、云储能、储
能聚合等市场化应用模式。

规范储能项目管理工程，完善政策
体系。加大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和项目
建设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新型储能全产
业链技术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新型储
能项目管理机制。

规划作出了环境影响分析，“十四
五”期间，随着新型储能的大力发展，我
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和消费占比将快速
提升。预计到2025年，支撑我省非化石
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 2020 年的
7%提高到13%，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 权 重 由 2020 年 的 14.2% 提 高 到
22.8%，相当于减少标煤约4755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3 亿吨，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量约 6.2 万吨，减少氮氧化物
排放量约5.7万吨。

规划要求，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守生态保护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在规划选址、并网
线路等方面确保区域生态功能，避让环
境敏感性因素。加强新型储能项目布
局、建设、运营、退役全环节、全生命周
期环境保护，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要求，严格执行
环保标准，做到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预
防和减轻环境影响。

河北构建具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到2025年

全省布局建设新型储能规模400万千瓦以上

冀中新材沙河20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

奋力建设华北最大玻纤新材料生产基地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

4月 29日来到位于沙河经济开发
区的河北冀中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冀中新材），一条条喜讯令人振
奋：分两期实施的20万吨玻璃纤维（以
下简称玻纤）生产线项目一期达产满
产近一年来产销两旺，已将第一个利
税亿元目标甩在身后；二期继3月底池
窑成功点火之后，马上完成过大火环
节，五一期间即可投料出丝；追加的三
期12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陆续完成了
备案、环评等前期手续，正在有条不紊
推进项目实施，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华
北地区最大的玻纤生产基地。

冀中新材是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冀中股份）的全资子公
司，承担着冀中股份产业升级、转型发
展的重任。2019 年，冀中股份抢抓玻
纤新材料列入国家鼓励的战略新兴产
业的重大发展机遇，投资 21亿元启动
了 20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建设，并连
续入选省重点项目名单。

走进现代化的一期厂房，120平方
米的大型窑炉正将自动投放的原料烧
熔成玻璃液，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拉丝
车间。120台拉丝机整齐排列，原丝如
同瀑布一般从拉丝机上方飞流直下，
经过烘干冷却后自动卷丝，再经过检
测、烘干、卸筒、打包等环节，进入30米
高的立体成品库房。在这里，6轴机械
手、自动导航输送车等替代了人工，全
过程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管理，与传
统的玻纤生产车间相比，人员减少了
一多半。

“玻纤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十
分之一左右，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
热耐腐蚀等优异性能。”冀中新材技术
部副部长张建鹏指着一筒洁白如玉的
原丝纱说，玻纤作为增强性材料，能够
大幅提高多种材料的性能，就像是在
混凝土中加进了钢筋，可广泛应用于
连续性板材、玻璃钢船体、卫生洁具、
储罐、汽车零部件、仪表外壳、运动器
材等产品，在建筑、医疗器械、新能源、
交通、汽车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
的作用。

为切实抓住发展机遇，冀中新材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
克服疫情影响、资金紧张、多工程交叉
作业等不利因素，与时间赛跑，与困难
较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首条生产线
从开工建设到正式点火仅用时 19 个
月，比同类生产线建设耗时缩短4到5
个月。第二条生产线总结经验，精心
梳理施工环节，几乎所有工序都采取
平行交叉作业方式，建设工期大幅缩
短 到 10 个 月 ，创 出 了 业 内 的 建 设
奇迹。

二期厂房内，生产线前段的池窑、

通路等已经建成投用，目前处于升温
阶段，即将开始投放熟料和配料。后
段的自动卸纱区等设备安装正在扫
尾，计划一周后开始拉丝。“这是业内
单窑产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合股纱
生产线。”张建鹏介绍，两条线采用的
池窑拉丝工艺、设备和技术相同，不同
的是一期产的是直接纱，二期增加络
纱环节生产合股纱，以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

行业内首家采取低压供氧的纯
氧燃烧技术，玻璃液熔制更加高效节
能，烟气排放大幅降低；采用多项余
热回收技术，整体余热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建立全流程成本管控体系，
实现了废丝 100%回用，每年增收数百
万元……据介绍，冀中新材以绿色、低

碳、环保、节约为目标，将节能减排标
准提升至行业最优，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共赢。

“我们的一期产品 A 级率超过
98%，每天产量稳定在 300 吨以上，订
单饱满。”冀中新材生产调度室副主任
李现文说，公司能够生产多种具有自
有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先后通过德
国劳氏、美国保险商试验所、挪威船级
社等认证，深受国内外200余家客户的
好评，二期产品也不愁销路。

乘势而上，冀中股份做出了新的
战略规划——依托冀中新材等项目，
以“管理专业化、生产园区化、产业链
条化、产品高端化”为方向，加快玻纤
及复合材料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两
区一中心”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三到五年内打造形成河北省首个集
研发与生产为一体的百亿级玻纤产
业集群：加速推进三期 12万吨玻纤生
产线项目落地，形成华北最大的玻纤
基础材料生产区；大力推进新能源、
新建材两大玻纤功能复合材料上下
游产业集聚，建设玻纤复合材料生产
区；瞄准行业前沿技术，全面开展玻
纤及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建成玻纤
复合材料研究中心。

“我们将瞄准这一战略规划，加
速产业提档升级，全力把冀中新材打
造成为深化国企改革、调优产业结
构、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拉动区
域经济繁荣发展的示范园区。”冀中
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国强充满信
心地说。

在冀中新材二期厂房上方，一排
红色的大字醒目地道出新追求——

“抢抓发展机遇，提高发展质量，奋力
打造百亿级玻纤产业集群”。

从最初的一个单体项目扩展到
要打造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跨
度着实不小，但结合国家鼓励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和冀中股份布局
20万吨玻纤项目以来的作为，这个选
择并不突兀。

2018 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玻纤及制

品制造被国家列为鼓励性战略新兴
产业。冀中股份依托此前在这一行
业的成功耕耘和技术积累，立即大刀
阔斧着手新项目前期论证筹备，次年
6月初成立冀中新材，仅用2年多便建
成了两条国内领先的10万吨玻纤生
产线，既夯实了做强做优玻纤产业的
发展基础，更打开了冀中股份高质量
发展的空间。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
度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加速重构，
玻纤行业将迎来更多发展新机遇，玻

纤复合材料应用前景广阔。旺盛的
社会需求、企业自身的转型发展追求
与当地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渴求在这
里恰好形成了共鸣。主业为煤炭的
冀中股份顺势而为，积极争取把这一
项目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区位优
势充分转化，补链延链强链扩大胜
果，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只要
能够紧密结合国家产业政策，积极融
入区域经济发展，谋篇布局步步为
营，一切将会水到渠成。

短
评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

王永晨

冀中新材沙河 20 万吨玻纤第一条生产线挂纱区，卷取工正在巡检，远处的自动导航输送车智能转运挂满原
丝纱的纱车。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摄

5月1日，值班民警在巨鹿县高速口检查过往车辆人员健康码，严格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确保过往车辆顺畅通行。 河北日报通讯员 胡良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