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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努力打造田园都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样板

聚焦雄安新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田恬）日前，河
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
改革发展局发布关于印发《用人单位
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的通知，加强企业用
工保障，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当地劳动
力就业。

《实施细则》规定，对雄安新区注册
服务型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和参建企业

（含劳务分包企业）在雄安新区产业互
联网注册并通过平台发布岗位需求，在
2022 年 5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新招用新区三县户籍人员（不包括

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小微企业和在民
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人员，以签订劳
动合同时间为准），按实际招用人数给
予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其中，新区
注册服务型企业补贴标准 1000 元/人，
需与劳动者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提供 3 个月工资发放记账凭证或
银行代发工资对账单。新区注册的其他
类型企业补贴标准500元/人，需与劳动
者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提
供3个月工资发放记账凭证或银行代发
工资对账单。参建企业（含劳务分包企
业）补贴标准 500 元/人，需将合同、考

勤、3 个月以上的工资发放记账凭证或
银行代发工资对账单录入雄安新区劳
务实名制监管系统，并推送到河北省农
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用人单位
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一年内同一人只
可申领一次。

同时，《实施细则》规定了补贴的申
报、审核程序。申报时，用人单位需通过
雄安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布用工岗
位，签订合同后，录入雄安新区产业互联
网平台，通过雄安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
按实际新增招用就业的人数，向注册地
所在人社部门提出新增就业补贴申请。

需提供《用人单位申请一次性新增就业
补贴承诺书》《用人单位一次性新增就业
补贴申请表》《用人单位一次性新增就业
补贴人员花名册》，新增就业人员身份
证、户口本复印件，为新增就业人员发放
工资的凭证材料，劳动合同复印件（除参
建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外，劳动合同需在
注册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备案）等相关
材料。

据悉，该项政策有效期至2022年12
月31日，申报结束日期为2023年4月10
日，用人单位可在每月的前 5 个工作日
内申报。

雄安新区发布《用人单位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实施细则》

用人单位新招用三县户籍人员将获补贴

在容城县城，入夏以来的几次大雨，
没有像往年一样给这座城市的街道造成
积水，这得益于容城县排水管网正在加
快建设。“一些街道由于施工围挡，给交
通带来不便，但总比以前下雨就淹强。你
看奥威路东段，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施
工还是很快。”单位在奥威东路的太平洋
财产保险雄安分公司的苗先生说。据了

解，该县排水管网将于主汛期前全部改
造完成，今年基本达到 30 年一遇排涝
标准。

目前，容城县计划主汛期前全部完成
雨污合流制管网改造，雄县和安新县计划
12 月底完工。新区三县雨污合流制管网
共计约 108 公里，截至目前累计完成 64
公里。

新区新建片区高标准的雨水管网已
经建立起来。容东片区安置区、容西片区
雨水管网已基本建成，截洪渠一期已全部
完工，截洪渠二期泵站已完工，渠道已具
备排涝能力。汛前，截洪渠三期工程具备
排涝能力。雄安站枢纽片区周边、高铁站
排水二期第一批雨水管网已基本完工，雄
东片区A社区雨水管网已全部完成，安置

区排水设施能够正常发挥排涝功能，今年
基本达到 30 年一遇排涝标准。启动区
EB4路以北主次干路雨水管网全部完成，
EB4 路以南已进场，启动区 2022 年建设
期间设计临时排涝工程，基本达到 20 年
一遇排涝标准。

据了解，新区近期安排排涝水系项目
27 项，总长度约 185.5 公里，规划建设淀
北、淀东、淀南排涝体系，通过“北截、中疏、
南蓄、适排”等措施，确保区域排涝安全。

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防洪排涝设施

起步区200年一遇标准防洪圈即将全面闭合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近日拍摄的雄安新区白沟引河近日拍摄的雄安新区白沟引河。。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史晟全摄

6月6日，俯瞰夏季的雄安郊野公园，景色宜人。作为雄安新区北部绿色
生态门户，雄安郊野公园坐落于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北侧、南拒马河南侧、京
雄高速西侧，是雄安新区“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生态格局中“九片”之一。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郊野公园景色宜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日前，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河北雄安新区赛区暨雄安新区第三届“智绘未来”创
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以“创新引领·冀望未来”为主题，以规划建设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契机，通过有效挖掘、有
力整合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创业项目，选拔出符合新区定
位的优秀创业创新项目、团队和企业，遴选新区“双创之
星”，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增加新区创业就业机会，促
进科技创新项目落地，加快实现雄安新区“新形象、新功能、
新产业、新人才、新机制”目标。

本次大赛紧紧围绕雄安“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定位，主要面向雄安新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创新
企业及创新创业团体，重点支持广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和团队，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开展创新创
业。大赛按照“1+1”模式，包括企业组和团队组两个组
别，其中企业组赛事面向雄安新区本级及三县注册的企
业。团队组赛事面向雄安新区及京津冀地区在雄安创新
创业的各类团体，报名时参赛项目所在地需选择雄安新
区。报名参赛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新区产业政
策，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不侵犯任何第
三方知识产权。

据了解，新区组委会除对获奖项目颁发奖杯、证书，给
予奖金外，还将同时授予获奖项目“雄安新区优秀创新创业
项目”称号。获得该称号的项目将被纳入《雄安新区智能城
市建设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服务）推荐目录》，享受政府采购
和推广应用等政策支持，在未来雄安新区科技项目扶持政
策中获得优先支持，并优先享受“雄安新区政府引导基金”
支持。此外，按照《河北雄安新区积分落户实施细则（试
行）》，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业法人和核心团队成员还可
享受积分落户加分政策。

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可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
网（www.cxcyds.com）、团队可登录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
官网（www.hbscxcyds.com）进行注册报名。参赛注册截
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5月
27日，安新县大王镇白洋淀大道两
侧“鱼米之乡”立国现代农业复合生
态型示范园区，农民在几千亩稻田
内插秧。

安新县立足调整农业产业种植
结构，着力发展都市农业，推动田园
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白洋淀位于雄安新区安新县境
内，属于九河下梢，原为黄河故道，
是京畿南大门的一道天然屏障。白
洋淀素来被誉为“华北明珠”“鱼米
之乡”，自古就以渔、耕、猎、采的生
产生活为主。白洋淀水稻种植历史
悠久，从公元993年就开始种植，环
淀及周边滩涂种植水稻的面积，历
史最高值超过10万亩，成为北方地
区重要的水稻主产区。

为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雄
安新区印发《河北雄安新区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专项规划（2021-2025
年）》，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实现雄
安新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安
新县在新区统筹安排下，把农业定

位为雄安新区的“米袋子”“菜篮
子”“果园子”都市农业，让安新县
成为田园都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样板。

这里地表水充足，地下水位较
高，有得天独厚的灌溉资源，安新县
将该地块作为该县复合型水稻生态
示范区。为传承历史文脉，该园区
定位为传统原生水稻种植+复合型
智慧农业智能化管理，既留住了乡
愁，更为安新的现代化农业结构调
整奠定了基础。

园区种植面积共5000余亩，其
中种植珍珠稻1500亩，白洋淀清水
原生稻种植面积1500亩，袁隆平水
稻试验区种植面积10亩，朝天椒种
植面积1000亩，彩色水稻种植面积
190 亩，冬瓜种植面积 600 亩，利用
现有沟渠种植可食用、药用水生植
物200亩。采用油料作物和粮食生
产一年两季轮种模式，顺应国家农
业产业政策，并以创新示范引领为
己任，成为引领安新现代化农业产
业化转型的示范。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坤）从雄
安新区相关部门获悉，今年起，雄安
新区将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中
央绿谷、东部溪谷“双谷”生态廊道
建设，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中央绿谷和东部溪谷是启动
区核心绿色空间，是“秀林、绿谷、
淀湾”生态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启动区优美生态环境的集中
展现。据介绍，新区相关部门将严
格落实上位规划要求，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率推进中央绿谷和东部溪

谷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创新活力的
中央绿谷、时尚共享的东部溪谷，
构建城淀相望、城绿相融、城水相
依的城市空间。加快推进周边配
套设施设计建设工作，科学合理布
局标志性建筑和点缀性设施，精益
求精做好建筑选材、特色小品、绿
化亮化等工作，努力打造水城共融
的北方水乡。统筹好生产、生活、
生态三大空间，丰富商业、文化、体
育、娱乐等功能业态，超前谋划各
类设施运营管理工作，打造全龄友
好型城市公园。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业法人

和核心团队成员可享受积分落

户加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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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谷”生态廊道建设加快推进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郭东）日
前，雄安新区发布《雄安新区2022年上半
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公告》，
启动今年上半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的认定工作，网上报名时间为 6月 9日
8时至6月30日17时。

公告对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范
围、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教师资格
认定流程、时间安排及相关注意事项、现
场确认需提交的材料等相关内容进行了

详细说明。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范围有四

类——
一是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已毕业人

员：具有雄安新区户籍，未达到国家法定
退休年龄且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其他条
件的中国公民；持有雄安新区有效期内
居住证，临时居住证不可以申请教师资
格认定；驻雄安新区部队现役军人和现
役武警。

二是本省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
2022年应届毕业生认定报名时尚未取得
学历证书的，如不能在 2022 年 7 月底前
取得学历证书，视为不具备相应学历。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和专升本学生可在户
籍或学校所在地以专科或本科已毕业人
员身份申请认定。普通高等学校 2 年制

（3+2）及 5 年一贯制专科生的年级按转
段高等教育后即注册高等教育学籍后
起算。

三是河北省具有办学资质院校开设
的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2022年
应届毕业生。

四是在雄安新区学习、工作和居住
的港澳台居民，无犯罪记录，持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可在居住地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5 年有
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教师
资格考试所在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
格。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历及其他条
件、程序要求与内地（大陆）申请人相同。

公告特别提示，就读于成人教育（自
学考试、电大、夜大学、函授）、网络教育
的 人 员 须 毕 业 并 取 得 国 民 教 育 系 列
学历。

四类人员可申请雄安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

5月30日，雄安新区起步区西

北围堤治理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计

划2022年主汛期前完成防洪主体

工程建设，这标志着雄安新区起步

区200年一遇标准防洪圈即将全

面闭合。

依据《河北雄安新区防洪专项

规划》，按照分区设防、重点保障原

则，结合新区城镇规模及规划布

局，确定起步区防洪标准为200年

一遇，五个外围组团防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其他特色小城镇防洪

标准原则上为50年一遇。

白沟引河左堤工程、容东等

新建片区高标准的雨水管网工

程……汛期已至，一大批新建及续

建防洪工程，正在按照高标准、严

要求、高效率要求，如火如荼进行。

5月30日，起步区防洪圈合围前最后
一段工程，西北围堤施工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

“我们必须在7月份主汛期之前让堤
防具备防洪能力，时间非常紧，调度节奏
更快。”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新区
管委会联合印发的《河北雄安新区防洪专
项规划实施意见》，到 2022 年，基本建成
起步区防洪骨干工程；到2025年，基本建
成新区外围组团防洪骨干工程，起步区、
外围组团基本达到规划防洪标准。

按照“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的

要求，围绕启动区、起步区建设，雄安新区
制定了2022年先期重点推进的防洪工程
计划。新区行洪重要的进口通道方面，着
力建设白沟引河左堤工程。行洪重要的出
口通道，推进赵王新河治理工程雄县段的
开工建设。作为闭合起步区防洪圈的重要
工程西北围堤，以及保障雄县组团防洪安
全的新盖房分洪道右堤工程均已开工建
设。同时，稳步推进已开工防洪工程项目
剩余施工项目建设。

记者了解到，防洪工程白沟引河右
堤、南拒马河右堤、萍河左堤、新安北堤起
步区段自2020年以来防洪主体工程陆续

建设完成，基本具备 200 年一遇防洪标
准。容城组团、安新组团随起步区防洪工
程建设同步实现100年一遇防洪标准。

目前，今年新开工 4 个防洪重点项
目，正在开足马力全速冲刺。

西北围堤是起步区防洪圈建设的最
后一项控制性工程，南起新区边界萍河左
堤，北接南拒马河右堤，全长 23.45公里。
项目于 5 月 30 日开工建设，力争 2022 年
主汛期前完成防洪主体工程，形成起步区
防洪保护圈。

赵王新河始于雄县苟各庄镇枣林庄
枢纽，向东经文安县汇入大清河，是白洋

淀主要的泄水通道，在原设计 10 年一遇
防洪标准基础上，规划按照100年一遇防
洪标准进行治理，主要建设内容是对现状
左侧主河槽进行疏浚和扩挖。

白沟引河左堤生态防洪堤建设工程
北起新盖房枢纽引河闸，南至新安北堤雄
县段，设计堤线全长12公里，治理标准为
100 年一遇，为Ⅰ级堤防，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堤防加高加固、河道疏浚、新建蓄水
坝、千年秀林引水闸和新建留通桥等。

新盖房分洪道右堤工程起点为新盖
房枢纽，终点为新区界，长约31公里，按照
100年一遇防洪标准治理，设计流量5500
立方米/秒，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堤加高
培厚、堤坡防护、主槽疏浚和堤顶道路等。

▶ 按照200年一遇标准，起步区防洪保护圈将闭合

新区防洪工程综合采用“蓄、疏、固、
垫、架”等措施，确保万无一失。与此同时，
新区深入研判防汛抗旱形势，积极安排部
署当前重点工作，坚决做好防汛备汛各项
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防汛抗旱指挥部
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防汛抗旱工作
会议，要求按照分区设防、重点保障原则，
结合新区城镇规模及规划布局，全力推进
防洪工程和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加大河道

疏浚力度，持续完善防洪排涝安全体系。
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深化会商机

制，提高“预”的精准性、“警”的时效性。新
区相关部门对蓄滞洪区、行洪河道、建筑
工地、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进行隐
患排查和整改，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
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与上级部门、上下
游相关市县沟通对接，深化信息共享和协
调会商机制，畅通预测预报预警渠道，做
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强化防汛救灾

应急保障，持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积极
做好物资物料储备和更新补充，加强应急
队伍建设，培育坚强有力的救援队伍，全
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有关部门领导
带头落实“一岗双责”，亲自上阵、亲自部
署、亲自督查落实，做到雨情汛情到哪里，
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加强值班值守，严格
落实汛期巡查防守责任制和信息报告确
认相关制度，坚持边处置、边报告、边核

实，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杜绝漏报、
瞒报和迟报。

抓紧实施雨水管网和排涝设施建
设，扎实推进三县雨污分流改造，全面提
升城区应对内涝风险能力。对于确实在
汛前无法完成的项目，制定切实可行的
措施保障度汛安全。主动解决“难点、痛
点、疑点”问题。为全力推进白沟引河左
堤等项目开工建设，切实解决工程开工
建设前的各种问题，解决建设单位及县、
乡镇提出的各种问题，为防洪项目的开
工建设创造条件。

▶ 隐患排查全覆盖，做到汛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 五个外围组团今年将基本达到30年一遇排涝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