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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
33.82亿立方米

比常年同期多蓄水约13亿立方米
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2年河北省科技助力“三夏”生产服务方案》

科技助力“三夏”生产 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战“三夏” 夺丰收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固安聚龙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

构筑京津冀算力网络枢纽节点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周禹佳 通讯员 门丛硕

“软环境”打造项目建设“硬支撑”
解丽达

短

评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日前，省农
业农村厅制定《2022 年河北省科技助力

“三夏”生产服务方案》，充分发挥科技支
撑作用，进一步提高“三夏”技术服务水
平，助力粮食丰产丰收。

确保抢抓农时科技服务到位。积极
组织农技推广机构、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专家、粮食生产科技专员密切跟踪冬小
麦灌浆及成熟情况，随时关注病虫害和高
温天气等因素，围绕稳粒数、防病虫、增粒
重开展线上线下技术指导培训，做好“龙
口夺粮”“虫口夺粮”各项技术措施，守好
来之不易的科技壮苗成果。

确保机收减损技术指导到位。各市
县农业科教部门与农机部门密切配合，以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和高素质农民培育两
个项目为抓手，组织实践经验丰富的农技
专家，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对夏粮机收减
损农机手进行专题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机
手正确调整机具，合理调配机收速度、收
割宽度、转弯半径等，确保各项减损措施
落实到位，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

确保秸秆综合利用讲解到位。积极
组织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主动深入生产
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秸秆粉碎标准化整地
作业，加快秸秆还田离田，确保秸秆残余

物清理作业进度，确保秸秆综合利用，为
夏种生产创造条件。

确保培训指导到位。紧紧围绕国家和
省大豆科技自强行动方案要求，加大对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相关技术的培训，指
导种植主体遴选适合河北省耐荫、抗倒、宜
机化大豆品种和抗倒、耐密、宜机化紧凑型
玉米品种，帮助种植户切实掌握技术要领。

确保主导品种、主推技术遴选推介到
位。紧紧围绕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及时遴
选发布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组建专家指导
团队，制定推介方案，建立农业科技试验
示范基地，多方式、多渠道进行技术示范

推广和培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确保科技服务措施落实落地到位。全

省农业科教系统积极动员全省农业科技力
量，围绕“三夏”和秋季生产，为各类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提供全产业链、全程的农业科
技服务。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实际，充分利用好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教云
平台、冀强农APP、云上智农、抖音、快手等
平台作用，多途径、多方式将技术送进千家
万户。充分发挥粮食生产科技专员、特聘
农技员等接近农民、贴近生产的优势，及时
到田入户解答农民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疫
情防控条件下农业科技服务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麦收期间
天干、物燥、风大，火险等级高，为确保麦
收期间消防安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
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布麦收消防安全提
示，提示广大群众强化安全意识，严防火
灾事故发生，确保颗粒归仓。

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麦收防火工作
领导，产麦区乡镇政府、村委会要加强防
火宣传力度，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组建
扑火队伍，备足消防设施器材，确保麦收

期间消防安全。
不在成熟的麦田或打麦场里吸烟，严

禁焚烧麦茬，严禁焚烧麦秸，严禁在麦田
里或附近烧纸祭祖。教育小孩不要玩火。

打麦场应设在公路沿线附近，以方便
消防车辆救援。打麦场不能连片设置，麦
场之间要留有足够的防火间距。打麦场
不可兼作囤积场所，一定要做到随收随
打，粮食及时入仓，切忌麦穗麦秸混放。

所有农机设备要提前检查油路、电

路，消除火灾隐患。进入田间作业的内燃
机械设备要安装防火罩，配备大容量灭火
器，有条件的应该随车加装消防水箱。收
割机夜间作业时禁止用明火照明，禁止歇
人不歇机、疲劳驾驶、违规作业。

严禁电动机械使用破损、裸露电线，
严禁采用挂钩方式取电，临时架设的电线
要确保固定牢靠，接头牢固。

打麦场上应因地制宜配备水缸、水
桶、铁锨、扫帚、灭火器等器材，充分发挥

机井和喷灌机械在麦收期间的灭火作用。
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组织扑救，

并拨打119电话报警。组织扑救时，要同
步开辟和其他麦场及可燃物之间的隔离
带，并对附近的可燃物进行喷水，防止飞
火酿成大灾。

避免在烟囱附近、马路边和通风不良
的地带堆放草垛。雨后要对麦秸堆垛翻
晾，防止麦秸受潮发酵、积热发生自燃。

因不依法履行职责、消防安全责任不
落实、火灾防控措施不到位，导致火灾发
生或扩大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消防安
全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涉嫌犯罪的，将依法追究
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河北发布麦收期间消防安全提示

严防火灾事故 确保颗粒归仓

5月27日上午，笔者在京南·固安高
新区新兴园东方街南侧看到，一组崭新
的现代建筑群拔地而起，车辆往来穿
梭——这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固安聚龙
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
现场。

该项目由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
方米，建设约 25000 个高效能算力基础
设施（数据中心机柜）及相关配套工程，
项目总投资约 38亿元，计划于今年 8月
底投产。

去年初，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之
地。这块土地原先的“主人”是一家自动
化机电设备制造商，受市场环境影响，近
几年长期处于停产状态，土地因此闲置。

如何让这块土地重新发挥效益？固
安县深入实施低效土地整治攻坚行动，
将闲置用地、低效用地和批而未供、供而
未用土地，采取鼓励产业升级、转型产业
园区、腾退收储出让等方式，全面盘活
清理。

而此时，业务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
的奥飞数据，经过几番考察比较，将紧邻
北京的京南·固安高新区新兴园纳入自
身的布局规划中。2020年底，双方一拍
即合，新兴园引入奥飞数据，全资收购固
安聚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顺利启动
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
让沉寂多年的旧厂区重焕生机。

施工现场，几百名工人顶着烈日忙
碌着：院子中央的钢结构集装箱式用房
正在加紧搭设，院内的地下电力通讯管
网正在埋设，高低压配电房已有部分设
备吊装进场，有的工人还在粉刷外墙……

“为把疫情期间耽误的工期‘抢’回
来，许多工序都在交叉进行。目前11栋
主体建筑都已基本竣工，开始进行内部
装修。”最近从广州总部赶到固安督促工
程进度的奥飞数据创始人之一何烈
军说。

“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不算太大，工期
比预计只推后了一个月，这多亏了固安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何烈军

说，从项目洽谈开始，京南·固安高新区
新兴园管委会专门指定“项目管家”，为
他们在土地、规划、建设、审批等各环节
提供一站式服务，畅通绿色通道，保障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

疫情期间，外地的建筑材料运进不
便，新兴园管委会为企业协调“保供证”，
并对运入物资进行消毒，人员闭环管理，
确保物资顺利送达；企业很多高管居住
北京，“项目管家”为其办理通勤证，保证
企业正常运转；数据中心用电量大，需要
在项目内部建两座变电站，线路迁改涉
及周边 6 个乡镇，管委会一一和各乡镇
协调……

数据中心对室内环境要求高，需要
控制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疫情期间，
企业外出采购不便，我们为此专门组织
了‘搭建产业链，畅通内循环’活动，为园
区重点企业寻找本地的上下游企业对接
合作，最终促成聚龙新一代项目采购本
土一家企业的恒温控制系统。”新兴园管
委会副主任张景华说，疫情期间在园区
内部为企业牵线搭桥，既节约成本，又降
低了疫情冲击。

“固安不仅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营商
环境也非常好，政府替我们解决了很多
后顾之忧。”何烈军介绍，奥飞数据致力
于成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

据基础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固安
项目是目前公司建设规模最大的高等
级、高规格数据中心项目。

“目前我们正在和一些国内互联网
头部企业进行招商洽谈，已与百度等企
业签署合作意向书。”何烈军说，项目致
力于提供基于“算力、算法、数据”为主要
内容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服务，将引入
头部互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龙头企业
的算力网络布局，构筑辐射全国的绿色
零碳、安全高效、智慧调度的京津冀地区
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 10 亿元，上缴税金 4200 万元，
吸纳就业人员近300人。

为什么选择固安？奥飞数据的回答
是：“项目建设有保障，企业发展有底气。”

作为一家业内领先的专业数据中心
业务运营商和通信综合运营企业，奥飞数
据在广州、深圳、北京、天津、海南等地建设
了多个自建数据中心，落户固安无疑是为
了更好地布局北方市场。“区位优势是基

础条件，但更打动我们的是亲商安商的政
务环境！”奥飞数据创始人之一何烈军说。

破解用地难题，固安县深挖潜力，鼓
励推行“腾笼换鸟”“空间换地”、弹性出
让等模式，大力清理低效闲置土地，坚持
把项目作为实体经济振兴的关键抓手，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项目落地后，配套服务积极跟进。
固安坚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赢得未来
的“生命线工程”，不断转变职能，提升涉
企服务效率，为企业提供前期手续代办、
中期建设协调、后期运营服务的全方位
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内在动力，形成有
利于投资创业的强磁场和硬实力。

5 月 27 日上
午，京南·固安高
新区新兴园聚龙
新一代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产业园
项目现场，一片
崭新的建筑已拔
地而起。
河北日报通讯员

吴 迪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任树春
记者赵红梅）6 月 1 日开始，我省进
入汛期。从省水利厅获悉，截至 6
月1日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
量33.82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
水约13亿立方米。其中，19座大型
水库蓄水 28.69 亿立方米，44 座中
型水库蓄水5.13亿立方米。平原洼
淀（白洋淀、衡水湖、大浪淀）蓄水
5.58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蓄水
0.38亿立方米。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以来，我省
平均降雨量 45.6 毫米，比常年同期
少40%。其中，承德、邢台两市偏少
50%以上，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
新区、定州市偏少 10%至 30%，其他
各市偏少30%至50%。

专家介绍，为确保汛期安全，针

对蓄水较多的水库，我省结合生活、
生产、生态用水需求，今年以来，一
直有计划地向下游放水，预计到 7
月10日主汛期来临之前，水库水位
都能降到汛限水位以下，满足防洪
调度要求。

另外，根据水利部的初步趋势
性研判，今年汛期，我国北部、南部
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北部大于
南部，我省所处的海河流域有可能
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此，省水利
厅要求，入汛后，各级防汛责任人应
及时上岗到位，全面压紧压实各项
责任，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贯穿到水旱灾
害防御全过程，持续开展河道、水
库、蓄滞洪区等突出问题排查整治，
积极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娟）
日前，中央文明办以“云”发布方式
推出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
榜”，河北省共有5人上榜。

他们分别是：扎根山区，带领上
万农户种出致富“金蘑菇”的教授侯
桂森；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甘心

做大工程的“小螺丝钉”的测量班长
史建昆；开创物质和精神“双救助”
模式，助贫困学子健康成长的志愿
者李国荣；秉承父辈遗志，祖孙三代
致力普法40载的信义校长李泽晓；
带着婆婆去教书，一人支撑起两个
家庭的乡村教师王燕辉。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6月
2日上午，由省社科院、石家庄市政
府联合主办，石家庄市社科院、正
定县委县政府承办的“2022河北省
社会科学普及月”启动仪式在正定
举行。

今年社会科学普及月以“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凝心聚
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为主题，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活
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史知

识”专题宣传教育活动、法律法规专
题宣传普及活动等专题内容，在全
省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方式，
各个专题交叉进行，集中时段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高质量社会
科学普及活动。

据介绍，省、市、县社科联和社
团组织以及各级社科普及基地将
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有序安
排“网上科普”“媒体科普”“基地科
普”“科普五进”等特色活动 200 余
项，其中联办活动 8 项，重点活动
100项。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从省
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获悉，近年来，
我省以满足儿童和家庭需求为导
向，以优化儿童成长环境为目标，持
续推进儿童之家建设工作。截至目
前，全省建成儿童之家 3.5万个，约
为2010年的30倍。

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建设是基
层儿童保护和服务体系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我省先后涌现出“创想家”

“小桔灯”“乡土认知堂”等一系列
特色品牌，各地儿童之家有针对
性地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开展生活照料和结对帮扶活动，
更好地满足了儿童及家长的实际
需求。

据介绍，今年我省各地儿童之
家还将开展“男女平等 两规先行”
知识竞赛、“童声童画 儿童之家”
儿童书画歌舞赛等文体活动，进一
步搭建城乡社区关爱和服务儿童活
动平台，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贡献力量。

我省5人入选2022年
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我省2022年社会科学
普及月启动

我省建成儿童之家3.5万个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弘扬
好人精神，激发奋进力量。经各地
各单位推荐、网友点赞评议、评议会
综合审议，5月31日，省文明办发布
2022年5月“时代新人·河北好人”，
杨梅等20人入选。

本次网上发布活动通过播放
个人事迹视频、主题节目等形式对
20名“时代新人·河北好人”进行集
中发布展示。上榜的“河北好人”
中，有奋战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有服务冬奥奉献冬奥的医疗专家；
有带领群众振兴乡村的基层党员；
有奋不顾身勇救遇难群众的救人
英雄……网友盛赞：这些可亲可敬
的身边榜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燕
赵大地上的暖心故事，为全社会树
立了学习的榜样，成为推动社会前
行的正能量。

据悉，自2016年8月以来，我省
已有2124人入选“河北好人榜”。

2022年5月“时代新人·
河北好人”榜单（排名不分先后）

敬业奉献：杨梅（石家庄市）、
董士民（石家庄市）、邢鹏飞（张家口
市）、张庚喜（秦皇岛市）、陈洪涛（唐
山市）、王太山（唐山市）、张会均（廊
坊市）、刘玉民（保定市）、吴猛（沧州
市）、李晓志（邯郸市）、刘树权（雄安
新区）、邹雯（华北油田）

助人为乐：于海生（承德市）、
吕培建（廊坊市）、李洁翔（保定市）、
王亮（邯郸市）

见义勇为：陈宝岐（沧州市）、
张玉山（邢台市）

孝老爱亲：孙 香 林（石 家 庄
市）、韦庆令（邢台市）

2022年5月“时代新人·
河北好人”发布
杨梅等20人入选

（上接第一版）对 257 项省市重点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需 求 意 向 全 面 摸
底，统筹要素抓保障；成立各级重
点项目管理机构，确保有人抓、有
人管。1 至 4 月，该市完成省重点
项目投资 27.41 亿元，已开工建设

项目 14 个，开工率 63.6%，已复工
项目 27 个，复工率 87.1%；完成市
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118.92 亿元，已
开 工 建 设 项 目 104 个 ，开 工 率
77%，已复工项目 115 个，复工率
94.3%。

（上 接 第 一 版）超 超 临 界 等 特 点 。
建 成 投 产 后 ，各 项 经 济 技 术 指 标 将
达 到 国 内 同 类 型 机 组 一 流 水 平 ，最
大 供 热 能 力 2800 万 平 方 米 ，占 唐 山
市 居 民 供 热 面 积 约 三 分 之 一 ，满 足

“ 十 四 五 ”期 间 唐 山 市 区 供 热 增 长
需 求 。 同 时 ，将 实 现 减 煤 量 295 万
吨/年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470 万
吨/年。

秦皇岛111个重点项目开工
（上接第一版）邢台全面推进现代水网体
系建设，年均引调外来水量约 6 亿立方
米。目前市区江水使用量达到16万立方
米/日，工业江水直供达到3.65万立方米/
日。年底前全市 280 万农村人口将全部
喝上江水，最大程度减少地下水开采量。

蓄——提高地表水调蓄能力。坚持
引蓄结合，全面实施河湖库渠蓄水工程
建设，新扩挖整治较大坑塘69处，新增调
蓄容积 1470 万立方米，提高了地表水储
蓄能力。

补——推进河渠生态补水。统筹利

用引江水、水库水等多种水源，大力开展
河道补水，2021年实现“河河有水”，形成
有水河（渠）长2011公里，水面面积77平
方公里。

“今年，全市将实施15项‘河河有水’
补水蓄水工程，打造全域河湖库渠‘五纵
六横’水网连通新格局，全年补水量将达
到 3.2 亿立方米以上。”邢台市水务局水
政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科科长孙自魁说。

邢台地下水位强劲回升支撑“百泉”持续复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