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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项目建设 激发城市活力
王育民

唐山市中医医院迁建工程项目

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增进市民健康福祉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日前，省发
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
价格形成机制的实施意见》，并成立河北
省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工作专班。实
施意见提出，在坚持煤炭价格由市场形成
的基础上，明确煤炭价格合理区间，综合
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健全价格调控机制，
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促进煤电
价格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传导，实现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发挥煤炭作
为基础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推动煤、电
上下游协调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实施意见自今年 5 月 1 日起
执行。

明确煤炭价格合理区间。煤炭价格
由市场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近期
秦皇岛港下水煤（5500千卡）中长期交易
价格合理区间为每吨 570 至 770 元（含
税）；山西煤炭（5500千卡）出矿环节中长
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为每吨370至570元

（含税）。按照自产煤炭与外调煤炭到燃
煤电厂价格相近的原则，我省煤炭（5500

千卡）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区间确定
为每吨480至680元（含税）较为合理。省
发展改革委根据煤炭生产成本和市场形
势变化，适时对合理区间进行调整完善。
煤炭生产、流通、消费保持基本平稳，煤、
电上下游产业实现协同发展。

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传导机制。当
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在合理区间内运行
时，燃煤发电企业可在电力中长期交易中
通过市场化方式充分传导燃料成本变化，
即在基准价（河北南网0.3644元/千瓦时、
冀北电网 0.372 元/千瓦时）基础上，上下
浮动 20%区间内形成合理电价。鼓励企
业在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中合理设置上
网电价与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挂钩的条
款，有效实现煤电价格传导。

提升煤炭市场供需调节能力。进一
步推进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保障煤炭
产能合理充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实现煤炭稳产增产，确保产量稳定在
合理水平。建立煤炭实物储备体系，进一
步增加煤炭产能储备和实物储备规模，增

强政府可调度储煤能力。完善储备调节
机制，更好地发挥储备在价格调节中的作
用，适时收储投放，促进市场供需动态平
衡。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煤炭、发
电企业要做到“应签尽签”，努力实现中长
期合同“全覆盖”，鼓励签订3年或更长期
的中长期合同，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进一步增强铁路煤炭运输能力，提升
煤炭在全省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建立健
全煤炭需求侧响应机制，完善应急工作预
案，必要时要合理调节煤炭消费，保基本
保民生。

强化煤炭市场预期管理。健全煤炭
市场价格监测制度和生产流通成本调查
制度，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有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
我省煤炭市场价格监测和煤炭成本调查
工作，及时搜集生产、需求、库存等情况，
准确掌握煤炭生产成本。煤炭价格异常
波动时，开展临时成本调查，及时反映、发
布煤炭市场和价格信息，引导市场预期，
为开展煤炭价格调控、评估完善煤炭价格

合理区间提供支撑。相关企业要切实做
好数据的报送工作，确保真实性、准确性、
时效性。建立工作应对机制，当煤炭价格
超出合理区间时，按机制立即启动，充分
运用提醒、约谈、成本调查、价格干预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手段和措施，引导煤炭价格
回归合理区间。

加强煤、电市场监管。加强煤炭中
长期合同的签约履约监管。发展改革部
门要定期调度，对于不履约、打折扣、耍
花样等行为，要纳入行业信用监管，严肃
处理。煤炭、电力企业要切实增强契约
精神，兑现严格履约承诺，确保政策真正
落地。规范政府行为，支持引导供需双
方在合理区间内通过自主协商形成价
格，严禁对合理区间内的煤、电价格进行
不当的行政干预，严禁违规对高耗能企
业给予电价优惠。规范市场行为，发展
改革部门要积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密切
关注投机资本的动向，加强期现货市场
联动监管，坚决遏制资本过度投机和恶
意炒作。

河北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5月1日，位于唐山新城的唐山市中
医医院迁建工程项目建设现场，600 多
名建设者在各自工位上挥汗如雨，机器
轰鸣声、捶打声、切割声渐次响起，奏响
了一曲激昂的“劳动者之歌”。

“这是省重点建设项目，是唐山市
民心工程重点项目，项目进度一点都耽
误不得。”现场督建的唐山市中医医院
基建办主任刘昌岭说，项目计划总投资
15.51 亿元，将建设功能布局、建筑设
施、诊疗环境国内一流的绿色智慧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努力打造河北领先、在
京津冀具有品牌影响的区域性中医诊
疗服务中心。

为何迁建？打开唐山市地图可发
现，包括唐山市中医医院在内的多家市
级医院相对集中，且均分布于城市中心
区。特别是唐山市中医医院，于1988年
在现址建成投入使用，占地面积仅18.51
亩，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空间狭窄、
条件落后、停车困难，不仅制约了医院发
展，更给病患带来诸多不便。

“一栋门诊医技行政教学综合楼，两
栋住院楼，健康管理中心楼、中药制剂
楼、感染楼各一栋，项目占地105.9亩，建
筑面积18.5万平方米。”刘昌岭指着项目
效果图说，跟现院址比，新医院大了好
多倍。

从效果图上看，新医院整体建筑风
格充分体现了现代东方韵味。而这不仅
体现在建筑风格上，更渗透进了医院的
未来发展中。按照突出中医特色、能中
能西、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思路和医院发
展规划，新医院将统筹规划国家和省重
点专科、国医大师工作室、国医堂名医
堂、中医理疗康复、中医体检保健、中医
治未病和中药制剂研发等中医药特色发
展平台，并注重中医药传统文化设计，突
出医院品牌文化特色。

据了解，为了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新医院的中药制剂楼将发挥中药
制剂研发、检验和生产等功能，形成院内
中药制剂产业发展平台。同时，在健康
管理中心楼设置中医特色体检保健区，
内设针灸室、推拿室、膏方保健室、理疗

室等。
规划床位1200张；地下部分分三层

设计，包括隔震层、机械停车、人防工程
和部分医疗及辅助用房……新医院给人
的直观感受便是一个字“大”。而这“大”
的背后，是为民解难题的思考：充分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大幅度增加停车位数量，
规划地下停车位2100个，为患者解除后
顾之忧。

由于地面建筑体量庞大、结构复杂，
项目施工难度大大增加。

“基坑开挖深度就需要达到12米。”
据项目承建方中国二十二冶唐山市中医
医院项目总工程师孟德伟介绍，项目攻
坚克难采用“混凝土排桩+预应力”技
术，有效保证土方开挖和结构施工的安
全。同时，技术人员突破基坑支护问题，
采用“永临结合”的方式预留了施工临时
坡道，既保证建设进程又减少工作面的
占用。

“为了高规格建好这座三甲医院，
我们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医

院建设质量。”孟德伟说，通过采用隔
震和减震技术，将抗震等级提高至 9
度，大大提高医院建筑物抵御地震的
能力。

如今，该项目正进行地下结构主体
施工。为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参建单
位倒排工期、昼夜奋战，各工序同步推
进，计划于 2023 年底完工。建成后，将
有效促进唐山市中医事业发展，优化城
市医疗资源布局，改善提升居民医疗
条件。

容量受限、空间不足，唐山市中医医
院与中心城区的未来发展，境况相同。与
主城区紧密相连，且处于城市中轴线上
的唐山新城，成了寻求新发展空间的首
选之地。

唐山火车站站西区域是城市的西门

户。去年，这片区域从“站西片区”改名
“唐山新城”，看似为地域定名，实则为发
展起笔。

白纸作画，从何泼墨？精筑城、广
聚人、强功能、兴产业。从老区“抱团
发展”，到新址“相互为邻”，唐山市工

人医院新院区也选址于唐山新城。这
并非偶然。在唐山新城的发展规划
中，医疗康养是聚力发展的五大业态
之一。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而唐山
新城的建设，做到了边“栽树”边“引
凤”——一栋栋安置新居拔地而起，一条
条平坦道路四通八达，医疗资源加速集
聚，教育高地加速筑造，金融、科技、商务
等高端产业聚集区加速形成，唐山城市
发展的新引擎，正开足马力。

日前拍摄的唐山市中医医院迁建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锦年摄

“感谢你们的帮助，谢谢！”“好
好看病，有什么困难随时说。”4 月
30日16时许，一辆自枣强县出发的
救护车平安抵达河北医科大学第四
医院。一次疫情封控期内、跨越
160余公里的危重病人转诊任务圆
满完成。

4月26日晚，因长时间腹胀、食
欲不振，居民刘元山住进了枣强县
人民医院。可入院后，他的病情却
出现恶化，心脏、肝胆和肺部发生严
重并发症。患者危在旦夕，家属心
急如焚，而此时的枣强县正因疫情
突发处于封控中。

4 月 27 日，县人民医院迅速将
病人情况报备县疫情指挥办。28
日，初步检查结果刚出来，主治医生
第一时间和北京、省医院专家会诊，
沟通治疗方案及转院可能性。29
日，经过与转运医院、家属的多方沟
通，最终确定30日将病人转运至河
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继续治疗。

县人民医院积极对接转运医院
的同时，枣强县启动了医疗绿色通

道，不到1个小时，第一份《县域外就
医申请表》就完成了所有审批流程。

4月 30日 14时，病情相对稳定
的刘元山登上了医院的负压救护
车，医生、护士一路随行守护。“患者
已经在省四院入院接受治疗，随行
的医护人员也已经返程……”几个
小时后，当成功抵达的消息传回，枣
强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助组组
长吕超松了一口气，“封控，是疫情
下对人民生命安全的保护，而不是
限制。我们期待病人的好消息，也
将继续全力为每一位枣强人民的生
命安全保驾护航。”

虽然按下“暂停键”，对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守护却不能停止。枣强县
除迅速启动“黄码医院”为特殊诊疗
需求群众提供服务外，还紧急制定

《疫情防控期间县域外就医流程》，以
应对危急重症、疑难杂病等确需县域
外就医的人群需求，确保广大患者及
时得到救治，减少疫情交叉感染风
险。截至目前，该县累计接诊病人
585人次，住院病人24人次。

一场跨越疫情阻隔的生命救援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通讯员 焦明瑞 马 华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从省政
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河北省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为夯
实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础，我
省将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

在城市地区，按照“一街道一中
心，一社区一站（点）”标准，分区分
级规划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街
道建设具备区域供需衔接、资源统
筹、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
等功能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
实现日间照料全覆盖。支持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与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连
锁化运营，支持养老机构利用配套
设施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构建定位
精准、功能互补的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一刻
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在农村地区，打造县乡村衔接

互通、功能互补的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体系。县级层面，成立养老服务指
导中心，发挥行业管理、技术指导、
应急支援、培训示范等作用；建成县
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具备线上点
单线下提供服务功能，协助做好入
网老年人数据分析、服务质量监管
等工作；至少建成1所以失能、部分
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供养
服务机构（敬老院）。乡镇层面，支持
具备条件的乡镇养老机构转型提升
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增加综合服
务功能，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农村幸
福院、邻里互助点和居家老年人。到
2025年，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
有率达到60%。村级层面，依托农村
幸福院、邻里互助点等，构建农村互
助式养老服务网络，鼓励专业服务
机构托管运营农村互助养老设施。
到2025年，农村互助性养老可持续
运营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2025 年 我 省 基 本 形 成
“一刻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我省发布同等学力
全国统考疫情防控公告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马利）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2022年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河北
考区）疫情防控工作公告，提醒考生
做好防护，提前准备好进入考点、考
场前的证明材料。

公告指出，2022 年同等学力全
国统考将于5月22日举行。我省考
区主考点为河北科技大学，备用考
点为河北外国语学院。

考生要做好自我防护。考前
14 天及考试期间，不聚集，不去人
员密集场所。所有考生需提前申请

“河北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从考前 14 天起（5 月 8 日）在

“河北健康码”中每天连续打卡，保
持健康码、行程卡为绿码。

公告提示，所有考生每次进入
考点时，需出示“河北健康码”（含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本人签字的
《考生健康情况自我承诺书》、本人

7日内、48小时内、24小时内三次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居民身份证、
准考证等 7 项材料。另外，考生提
供的《考生健康情况自我承诺书》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为每科目入
场时提交一份，原件或复印件皆可，
考生需要提前准备充足。

考试当日，考生至少提前60分
钟到达考点，按考点安排有序接受
体温测量和材料核验。体温检测超
过（含）37.3℃、健康码为非绿码、行
程卡显示近 14 天内到过中高风险
地区、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或需要
出示的材料不齐全的考生，不得进
入考点参加考试。

此外，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有
关政策要求，如发生变化将另行发
布公告。考生在考前（尤其是考前
两天）需随时密切关注相关网站发
布的信息，及时查看全国同等学力
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
台发送的站内提醒消息。

赞，“黄土成金”新生活
（上接第一版）已发展出包括餐饮住宿、培
训拓展、娱乐休闲在内的20多种业态，累
计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近
2000 万元。昔日贫困闭塞的村庄，已蜕
变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示
范村。

“原先总感叹‘乱石滩上挣钱难’，现
在个个拿租金、薪金、股金，人人有钱赚！”
村旅游公司负责人齐剑见证了骆驼湾村
旅游产业一步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他
说，村里产业新，人人有事干，近 80 名村
民直接吃起了旅游饭，人均月增收 2000
多元。靠着旅游业带动，2021年，骆驼湾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7480元。

百亩花海土地平整、景观大道拓宽亮
化、多功能酒店建设收尾……春日里，漫
步在骆驼湾村，只见旅游设施提升改造如
火如荼，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开春后，已接到 5 万人的旅游意
向。现在不愁客源，就怕时间不够用！”顾
瑞利眼中闪烁着光芒，马不停蹄在各个工
地催赶工期，力争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把
最好的效果呈现出来。

他说，2022 年是骆驼湾村旅游升级
发展的关键年，康养休闲业态将成为新亮
点。“各项基础设施完善后，将再吸引 10
万高消费人群，旅游年收入可再增 1000
万元。”

顾家台：牡丹园“花开”农旅
融合富民产业

站在顾家台村的山坡上，只见220亩
牡丹成方连片，蔚为壮观；一棵棵牡丹苗，
舒展枝叶随风摇摆，焕发着勃勃生机……

“村里发展新产业，大伙又多了工作
岗位。这不，给花浇浇水，一天就能挣
100 元。”66 岁的村民董建国笑呵呵地
说。董建国是村里有名的老木匠，原来长
年在外打工，现在年纪大了活难找，没成
想，回到村里转身当上了花匠。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理清思路，努
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让乡亲们的
生活越来越美好。”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

顾锦成说，在旅游、林果、食用菌、箱包加
工等4大富民产业的基础上，2021年村里
又引进了中药材种植产业，种植牡丹和连
翘，前期可以旅游观赏，后期可以搞深加
工，形成旅游观光、中药采集、精油加工等
全套产业链。

顾家台村与一家天津牡丹产业运营
商达成合作意向：村里提供土地，对方负
责种苗、技术和销售，年终纯利润的 20%
分给村集体，并带动全村人就近务工
增收。

从洽谈到落地，仅用 3 个月，一株株
牡丹、连翘秧苗就插在了顾家台村的山沟
梯田、河岸两旁。种植期间，像董建国这
样的闲散劳动力，都被带动起来。

2021 年，顾家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 19153 元，村集体收入达 74.05 万
元。仅靠牡丹、连翘种植，就带动40余人
实现季节性务工，人均增收 4000 多元。

“花匠是个美差事，大伙都跟着沾了光。”

董建国喜滋滋地说。
牡丹、连翘种植美了顾家台，富了全

村人。眼下，产业溢出效应正在显现。
4 月 19 日，青羊沟、八里庄等周边 9

个村的负责人齐聚顾家台村会议室，共同
商议如何扩大牡丹种植面积，形成规模效
应，将新兴富民产业做大做强。

“镇里已经决定，将以顾家台村为核
心，建设万亩牡丹种植基地，打造农旅融
合样板，逐步向全镇推广，带动更多乡亲
共同致富。”顾锦成踌躇满志地说，今年预
计辐射带动周边就业4500人次。

骆驼湾、顾家台村的产业升级路，是
阜平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生动
写照。

“抓住产业振兴关键，做大做强以食
用菌、高效林果、规模养殖为主的现代农
业，以箱包、小手工活为主的家庭手工业
和以‘绿色、红色’为主题的全域旅游三大
富民产业。”阜平县委书记刘靖表示，发展
富民产业，稳定持续增收，预计“十四五”
时期，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保持在13%-15%之间。

河北日报讯（记者郭晓通）张
家口市首届冰球联赛 5 月 2 日在位
于经开区的冰之梦室内滑冰馆开
赛。该比赛是继北京市、上海市、
齐齐哈尔市后第四个实现本市全
域参赛、地方自主办赛的市级冰球
联赛。

据了解，张家口市首届冰球联
赛由张家口市体育局主办、张家口
市冰球协会承办，将持续至 6 月 4

日，共10个比赛日，来自中小学校、
高校、俱乐部的19支队伍参赛。比
赛设U10组、U12组、U15组和成人
组四个组别，进行单循环积分赛和
排位赛，总比赛场次达46场。

本届冰球联赛运动员来自全市
各县区，最小的 6岁，最大的 65岁。
主办方严格按照张家口市疫情防控
要求，分时段、分场馆控制参赛、观
赛人数，以确保安全。

张家口市首届冰球联赛开赛

图为比赛现场图为比赛现场。。张家口市体育局供图张家口市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