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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举措激活“沉睡资源”释放发展活力
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河北省“三调”数据显

示，我省共有建设用地总面积 3542.16 万亩，比
河北省“二调”增加 629.84 万亩。但作为环渤海
核心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在服务保障国
家重点项目用地方面，土地供需矛盾依然很突
出。对此，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一方面是建设用地紧缺，另
一方面存在土地闲置。因此，盘活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自 2018 年至今年 5 月，我省严格落实建设
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累计盘活批而未供土地
66.8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8.54万亩，连续 4年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
置任务，全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巧用“腾笼换鸟”，唤醒“沉睡土地”

夏日炎炎，位于河北永清经济开发区的圆
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的 43 条自动化分拣线热
火朝天。曾经闲置多年的厂房，如今摇身一变，
日均处理货量可达600万件。

沉寂数年的厂房重燃生机，得益于当地有
关部门精准施策，通过“腾笼换鸟”方式，引来圆
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这一优质项目。

“基地原来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当时，车
辆人员频繁往来于仓库之间，费时费力，运营成
本较高。”圆通速递华北管理区副总经理喻天介
绍，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工作的开展，
基地搬迁成为必然选择。

自 2012年开始，圆通速递就在北京周边寻
找新厂址，但因规划管控、无土地指标等诸多原
因，直到多年后才确定把基地搬到河北永清经
济开发区。

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优质的项目服务，让圆
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落地永清吃下了“定心丸”。
在永清县相关部门大力调度和圆通速递共同努
力下，该项目最大程度压减建设时间和经济成
本，仅用140多天，寂静的厂房就实现开工生产。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落地永清，成为永清
县“腾笼换鸟”高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一个缩影。

“腾笼换鸟”的关键是“换鸟”，要竭尽全力
换来让土地产出高效能、高效率的新产业、新业
态。“只有推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转变，才能
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廊坊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永清县积极通过“腾笼换鸟”方式，
破解项目落地所需土地日趋紧张的难题，把盘
活闲置低效用地作为突破口，为项目落地腾出

空间，为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提供了条件，也营造
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河北永清经济开发区为
例，该开发区综合运用依法收回、限期开发等举
措，盘活了龙昌制药等 11个项目、23宗 1200亩
土地，通过集中打包推介，盘活了新亚发展大
楼、服务外包基地等闲置楼宇9.2万平方米。

数据显示，永清县 2021年批而未供土地处
置任务1500亩，完成1518亩。同时，闲置土地处
置任务3宗，面积221.6亩，已全部完成处置。

坚持规划引领，发挥集聚效应

近年来，邯郸市鸡泽县强化科学用地理念，
支持企业节约集约用地，引导盘活存量用地和
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园区批而未供和闲置
土地盘活利用为重点的节约集约用地新路径。

在规划占地面积 500 亩的鸡泽食品产业
园，多层生产车间、冷库、检测中心、研发中心等
园区项目井然有序建设。园区一期占地面积200
亩，目前已入驻20家企业。

实现资源共享共用是该产业园靠产业聚集
体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最大特点。产业园把原
本分散的同类型企业进行集中布局，采用统一集
中办公、物流仓储共享、公共空间共用，提高有限
空间的利用率。此外，园区生产车间采用双层或
多层车间，令园区整体减少用地30%以上。

为推动土地供给从注重增量向盘活存量、
节约集约并举转变，鸡泽县每年对园区节约集
约用地进行评价，大力推动批而未供土地盘活
利用，有效提高供地率。近两年，鸡泽县食品产
业园区共出让土地 79宗，面积 1655.49亩，既解
决了工业用地遗留问题，消除了企业的后顾之
忧，又有效减少了批而未供土地。

与此同时，鸡泽县以规划促发展，加快园区

化进程，引领产业形成集聚效应。该县依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以新兴产业集聚区、小寨铸造园
区和曹庄镇保税区三大重点工业区块为重点，
优先安排重要的工业产业项目向三大园区集
聚，逐步形成中心城区以新兴产业集聚区为主
导，中心镇以小寨镇铸造工业园区、曹庄镇保税
园区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目前，全县已
累计完成土地开发面积 7 平方公里，累计落户
企业 200 余家，投产 180 余家，土地利用节约集
约效益不断凸显。

深挖内部潜力，腾出发展新空间

位于唐山市滦南县的蒙牛乳业（滦南）有限
责任公司是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的子公司，是
目前唐山市现代化程度最高、生产规模最大的
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

近年来，乳制品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蒙牛
乳业（滦南）有限责任公司打算建设二期工程扩
大产能，投资3.5亿元从公司东侧征地建设厂房
及附属设施。

滦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了解企业需求
后，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提出了空间优化建议，
即利用现有土地资源，通过合理调整设备位置，
在原有的地上建筑上增加空间，腾出新的空间。

蒙牛乳业（滦南）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经理孙
立国介绍，经过反复研究，他们采纳了滦南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空间优化建议，对现有土
地资源进行内部挖潜，开展地上空间综合开发
利用。公司决定把原有日产乳制品 865 吨的 18
条低速生产线，全部更换为高速生产线。

“通过采取缩小机器间距、包装车间平移
500平方米、包装车间内建二层结构等措施，达
到了扩大生产车间 500 平方米、增加包装车间

面积 2600 平方米的效果。”孙立国说，公
司现在重新安装高速生产线 20条，日产
量提高到 1190 吨，并给后期预留了 2 条
高速生产线的位置，还可日增产240吨。

蒙牛乳业（滦南）有限责任公司
在原有土地使用面积未
改变的情况下，通过
内部挖潜、提升
车间利用空间
等举措，不仅
达 到 了 扩
建 二 期 工
程 的 效
果 ，还 比
传统的二
期扩建征
地 模 式 节
省 了 2 亿
元。

蒙牛乳业
（滦南）有限责任
公司并非个例。近年
来，滦南县创造性地推出
了以空间增效益盘活存量土
地、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等多项措施和方法，
显著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提升了经济效益、保
护了生态环境，较好地缓解了土地供需矛盾。

截至 2021年底，滦南县 12家企业在原址
改建，不再征地进行扩建。8家高新技术企业
通过有关部门协调后，确实需要用地的7家企
业充分利用了现有建设用地。经统计，滦南县
总共节约集约用地1000多亩。

“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是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优化土地供给方式，推动节约集约用
地，我省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
有效提高土地利用质量效率的意见》《关于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十条措施》等一系列文件，
严格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管控，落实“增存挂
钩”机制，推进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
充分利用土地要素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我省全面压实市县政府主体责任，通
过采取通报批评、警示约谈等措施，督促指导各
地全力推进盘活利用。省自然资源厅先后印发
情况通报28期，对沧州黄骅市、秦皇岛海港区、
承德兴隆县等 12 个问题严重地区开展警示约
谈，一批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力保障

了全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经过多
年努力，全省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逐年
提高。

从今年开始，我省将利用 3 年时间对全省
范围内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进行专项治理，通
过调查摸底，构建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一张
图”，全力开展盘活处置，真正做到处置一宗核
实一宗，到位一宗销号一宗。

（王爽、张秀娟、梁小珍）

“腾笼换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
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腾笼换鸟”是优化土地要素配置、规范土地管理秩序的一种方式。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严
格批后监管，加大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力度，加快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强化合同履约监管，切实提高
土地资源供给质量和效率。

强化土地处置力度，我省全面开展批而未供土地清理排查，切实找准问题症结，按照“以供为
主、以用为先、供撤结合”的原则，依法分类推进盘活利用。加快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对闲置土地
要依法履行调查、认定和处置程序，严格按照“已开工、已收回、已置换”标准处置到位。强化闲置
土地源头防控，严格执行“净地”出让制度，拟出让土地应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防止
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土地闲置。强化合同履约监管，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切实
加强建设用地供后开发利用全程监管，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落实专岗专人，重点对出让金缴纳、
开竣工、闲置土地等情况全面开展土地利用动态巡查，确保建设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位于邢台市宁晋县的童泰
婴幼儿服饰有限公司12层立体厂
房。河北日报通讯员 章洪涛摄

◀蒙牛乳业（滦南）有限责
任公司的立体厂房。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贾 彬摄
▼位于邢台市宁晋县的童泰

婴幼儿服饰有限公司“身兼数职”
的厂房楼顶。

河北日报通讯员 章洪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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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2022 年“体总杯”中国城市
排球联赛试点赛（保定赛区）在河北农业大
学西校区体育馆开赛，来自保定市的男、女
共 8 支队伍参加，网络直播吸引了不少排
球爱好者的关注。

“这次比赛是一次‘暖场’‘热身’，保定
市的排球运动热度将逐步走高。”保定市体
育局二级调研员刘建新说，今年 3月 1日，
由保定市与省体育局共同组建的保定沃隶
排球俱乐部已经成立。这是在国家体育总
局推动排球改革背景下，我省成立的首个
排球俱乐部，将有力促进保定体育强市建
设，助力我省排球“弯道超车”。

多方合作 保定沃隶排球

俱乐部“水到渠成”

走进河北农业大学西校区体育馆，记
者看到，主排球馆、训练馆、力量训练室、
200米空中跑廊、更衣室、新闻发布室等一
应俱全，设施先进，功能齐全。这里不仅是
2022 年“体总杯”中国城市排球联赛试点
赛（保定赛区）的赛场，还是保定沃隶排球
俱乐部的训练场地。

该俱乐部由保定市与省体育局共同组
建，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保定市体育局
进行具体指导，俱乐部成年队由河北男排
整体转制而来，保定文发集团旗下保定沃
隶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俱乐部整体运
营。

保定市为什么会和河北男排“联姻”？
据介绍，河北排球曾有过辉煌，但近年

来，由于没有跟上市场化、职业化的步伐，
成绩明显下滑。河北男排有具备一定实力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但成绩并不突出，急需
进行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而保定正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市，积极
推进“奥运冠军之城”提升品质、扩大影响
力。在全国排球改革背景下，该市被列为排
球改革发展试点城市，希望通过组建排球
俱乐部，并建立基础雄厚、体系健全、保障
有力、氛围浓厚的排球运动发展机制，将排
球打造成保定市一个新的优势体育项目。

几经接洽，本着政府主导、城市主体、

市场主办、社会参与的原则，保定沃隶排球
俱乐部的组建“水到渠成”。

队伍有了，训练场地从哪里来？保定
市多方调研，积极协调，最终，新建的河北
农业大学西校区体育馆成为俱乐部的训练
场地。

在河北农业大学的支持下，保定沃隶
排球俱乐部对馆内场地、音响等部分设备
进行了升级改造。目前，该体育馆已经成
为一个集教学、训练、运动、健身等功能于
一体的场馆，可容纳观众 3000 人左右，满
足举办全国性排球赛事活动的需要。

“除俱乐部训练外，全国男排超级联
赛、城市排球联赛等比赛时该体育馆也由
俱乐部使用；非训练比赛时间，则全力保
障学校教学和师生活动等。”保定沃隶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泽峰介绍说。

社会资源的支持对于俱乐部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在保定市的大力支持下，保
定沃隶排球俱乐部与君乐宝乳业集团和新
希望天香乳业集团签订协议，两家企业将
每年各赞助俱乐部 1500 万元，持续赞助 2
年，为俱乐部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回报，俱
乐部将在球衣上为企业冠名，并在比赛时

为企业进行广告宣传。
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俱乐部建设日

趋完善——队医、体能师、康复师配备齐
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规范奖惩办法，
充分调动运动员、教练员积极性；建立排球
运动员、教练员人才库，科学合理设置入库
标准，坚持先入库后入队，严把入库入队关
口……

“在保定市和省体育局的支持下，借助
省体育局的专业人才资源和管理团队，我
们力争通过3至5年时间，将俱乐部打造成
国内一流的男子排球职业俱乐部，推动河
北排球运动的新发展。”卢泽峰表示。

意气风发 争取在排超联

赛中“更上一层楼”

上午进行体能、力量等专项训练，下午
与其他队打一场教学比赛……6 月 18 日，
保定沃隶排球俱乐部成年队正在广东江门
参加2021-2022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备
赛集训。这是俱乐部成立后，首次参加全
国赛事的备赛集训。

目前，该俱乐部共有成年队、青年队两

支队伍。其中，成年队共有运动员 15 名，
由上个周期的成年队和新选拔的年轻队员
组成；青年队有运动员 16 名，主要选拔自
省内各级体校。

“成年队队员平均年龄 21 岁，在参加
全国男排超级联赛的队伍中应该是最年轻
的。”俱乐部主教练刘光心介绍说，“尽管队
员比赛经验欠缺，身体条件还是不错的，有
很大上升空间。”

刘光心原为河北男排队员，曾入选国
家青年队，获得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等。
他2013年起担任教练，曾带领河北青年队
获得全国 U21 男排冠军赛冠军和全国第
二届青运会亚军等。在去年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男排 U20组比赛中，他带领河北队获
得第五名。这也是河北男排参加历届全运
会的最好成绩。

虽然比较年轻，但保定沃隶排球俱乐
部成年队的部分队员有很好的潜质。身高
2.03 米的接应温子华，主攻隋翔宇、徐克，
都曾随河北青年队参加 2018 年全国 U21
男排冠军赛。“经过青年队的锻炼，这三名
队员进步较快。期待他们能快速成长，取
得更大进步。”刘光心说。

为了提升竞技水平，俱乐部从山东引
进了 3 名内援。其中，二传李润铭曾是国
家队主力队员，连续三个赛季荣获全国男
排超级联赛“最佳二传”称号；自由人宋子
豪曾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男排小年龄组
和全国 U21男排冠军赛冠军；主攻孙晓帅
同样参加过多项比赛，经验丰富。俱乐部
还将引进外援，进一步提升队伍实力。

2021-2022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是
保定沃隶排球俱乐部成年队参加的第一项
大赛。为了准备好该赛事，他们于 6 月 16
日就到达广东江门，刻苦训练。同时，积极
与其他队伍进行教学比赛，以赛代练，积累
比赛经验。

之前河北男排在排超联赛中的最好成
绩是2020-2021赛季的第十名。保定沃隶
排球俱乐部成立后，成年队意气风发，拼劲
十足。刘光心很有信心地说，虽然这支队
伍还没有打过正式比赛，但将争取在排超
联赛中“更上一层楼”。

今年3月成立的保定沃隶排球俱乐部，是排球改革背景下我省首个排球俱乐部

“沃隶”上场，河北男排再出发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保定沃隶排球俱乐部队员与其他队伍进行教学比赛。 保定沃隶排球俱乐部供图

挑石选料、构思设计、造坯成型、精雕细刻、打
磨美化……这是2022年河北工匠、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易水砚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韩金宝的日
常工作。走进韩金宝工作室，随着清脆的敲击声，
碎石屑如烟花般扬起又落下，他手持一把小锤，神
情专注，一下下敲击着手中的刻刀，在一块长长的
石料上刻出针尖粗细的花纹。

工作室里还摆放着许多韩金宝获过奖的易
水砚代表作品：天然紫袍玉带石料制作而成的

“出水芙蓉”，展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心志；老坑石料雕刻而成的“秋实”，硕大
的南瓜、饱满的花生、黄澄澄的麦穗，构成了一
幅田园丰收景象，让人瞬间就嗅到了丰收的
味道。

韩金宝介绍，早在唐代，易州的奚超父子就继
承了唐代墨官祖敏的松烟制墨技术，并在易水终
南山津水峪发现了“奚砚”，即现在的“易砚”。五
代时，奚超之子奚廷圭被南唐皇帝授为“墨官”，并
赐李姓，由易州迁居歙中，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

“徽墨”“歙砚”的开山祖，以后易州制砚技术再传
至广东肇庆，带动了端砚的发展。

“易水砚制作技艺既精细又繁杂。从选料、维
料、开璞、设计，到雕刻、打磨、洗涤、过蜡，每一步
都不能马虎。手中十多把刻刀，有的直径只有 5
毫米，深刀、浅刀、斜刀，细刻、线刻这些炫丽的雕
法更是要烂熟于心。”韩金宝指着作品“金玉满堂”
说，这件作品在挑选时，就很注重其形状、颜色、石
眼、石胆、石晕和石品花纹，雕刻过程中更是认真
考虑从哪里入手切割，看石头纹理的走向，不能毁
掉石料原本的美感。

一方砚一方天地，一方砚一个灵魂。将一块
僵硬冰冷的石头，摇身变成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
古砚，绝非易事。由于雕刻会产生小碎石和粉尘，
冬天不能开空调，韩金宝的双手常常冻得僵住。

“不觉得有多苦，喜欢这份工作，就要一直做下
去。”韩金宝说。

守护优秀的传统，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因材施艺，因石构图，深刀雕刻为主，穿插
浅雕和细雕……韩金宝学习借鉴端砚、歙砚等全
国各大砚种雕刻技法，让易水石古砚造型饱满，线
条流畅，繁简相宜，意韵悠远；留白、虚实、动静……韩金宝把中国
画的绘画技巧灵活运用，让“天工”和“人工”巧妙结合，易砚拥有了独特
的灵气。

为了进一步提高易水石古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韩金宝研发生产
了“燕赵文化”题材的系列文创作品，将赵州桥、西柏坡、金山岭长城、狼
牙山五壮士、大美塞罕坝等燕赵文化元素融入到实用的砚台、茶具、鱼
缸等产品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无数易水石古砚新品走入
千家万户。

“一方在手转乾坤，清风紫毫酒千樽。醉卧黄龙不知返，举杯当谢
易水人。”盛唐大诗人李白曾来到易砚产地黄龙岗，对易砚和易墨赞叹
不已。手捧细腻光润、色彩柔和的易砚，当然要感谢易水河畔的制砚工
匠了。如今，越来越多像韩金宝这样心灵手巧的易水人，将传承易砚文
化作为一种责任和使命，从易水石古砚资源保护到雕刻技艺，从市场营
销到人才培养，从文化内涵到旅游经济，从品牌塑造到产业发展，为易
砚勾勒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锦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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