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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加快推进首都“两区”建设

绿水青山撑起生态“防护伞”
河北日报记者 郭晓通 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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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地处北京上风上水，与北京山同脉、水同源、

气相通。建设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扎实推进首都“两区”建设，张家口市以北京冬奥会成

功举办为契机，着力构建绿色生态、绿色城镇、绿色产业、绿

色能源、绿色交通五大体系，提升生态“颜值”，增添绿色“气

质”，全力打造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的张家口样板。

【样本解读】◀

我看京津冀▶

与大气污染治理打交道多年，无数的
空气质量数据已经装到了我的脑海里。但
这一组尤其让我兴奋——2022年，京津冀
三地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幅均
在60%以上。这意味着，三地百姓享受到更
多的蓝天白云。

这些年，我和同事们顶着巨大压力与
PM2.5、PM10等污染物作斗争，早就养成了

“抬头看天，低头看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
习惯，为了美丽河北，更为了担起建设京
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重任。

2013 年，PM2.5 成为全国最关注的环
境和健康问题。那一年的新年刚过，局地
空气质量数据纷纷爆表，河北大气污染严
重，相邻的北京、天津空气质量也不容
乐观。

我们感受到了大气污染治理的紧迫
性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艰巨性。对于处
于同一个大气流场中的京津冀三地来说，
污染传输的影响是相互的，单个城市采取
减排行动难以取得好的效果，驱散头上的
雾霾需要协同治理。

但协同治理，不单是大家都投入热情
那么简单，从哪里突破、哪个环节需要合
作……都要逐步摸索。2015年，京津冀区
域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机制应运而生，并于
去年深化拓展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常态化机制。

三地率先从大气环境执法领域突破，不断下沉联动执法层级，推动
建立交界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对于交界区域发现的重大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建立一地吹哨、另外两地报到的工作机制，随时开展联合执法。对
执法工作中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第一时间办理、第一时间移交、第一时
间查处、第一时间曝光。

持续拓展联动执法领域，我们从2020年开始将移动源监管纳入联
动执法重点工作中，建设京津冀超标车排放信息平台，探索建立新车抽
检抽查协同机制，推动三地机动车排放超标、违法处罚等信息共享，实
现了一地违法、三地受限的协同管控。

我们还不断加大联动执法力度，针对重点问题同步发力。连续五年
与京津等周边地区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开展协同
治污减排。同时全力协同做好历次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任务。

为了便于区域联防联控，我们与京津不断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会
商机制，针对可能发生的区域重污染过程提前发布相应级别预警，启动
区域联动机制。三地还统一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和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减排比例。

24小时调度值守，提前7天预测预报，5天开展一次“回头看”评估
效果，污染过程应对措施提前3天执行到位，夜以继日的奋斗推动环境
不断改善：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PM2.5年均浓度均进入“30+”阶段，
分别为30微克/立方米、37微克/立方米、36.8微克/立方米，达到或接近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河北所有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更是第一次实
现全部退出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后十”，取得历史性突破。

蓝天保卫战有了阶段性成效。但得知好消息的那一刻，大家没有欢
呼雀跃，反而很平静。我们深知，现阶段的成绩还需要持续巩固拓展，容
不得一丝一毫的放松。

现阶段仍处于2022-2023年度京津冀秋冬季大气环境专项执法阶
段，我们持续保持着与京津两地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重点
问题的监测预警和联动执法。

河北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确保所有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均在全国重点城市排名“后十”之外，具有重要意义。为巩固拓展

“退后十”成果，我们将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环保绩效创A这项
工作，列为案头的重中之重，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进钢铁、焦化、水
泥等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为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注入新
动能，为三地百姓守住更多的蓝天白云。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宋平

2 月 24 日，李正方正在起草近期重污
染天气过程应对措施。

河北日报通讯员 曹校辉摄

水源涵养地，清水送北京

汩汩流水，生生不息。近日，永定河
上游两大支流——桑干河与洋河开始向
下游永定河生态补水，两河交汇于张家口
怀来县桑园镇夹河村的永定河。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京津冀晋地区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
也是北京的“母亲河”。上世纪 80年代以
后，永定河持续断流。从 2003年开始，每
年定期由上游的洋河和桑干河，向下游的
永定河北京段补水，但水量仍然偏少，自
净能力较差，部分河段仍然干涸。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永定
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成为京津冀生态
领域率先突破的重大标志性工程。

为恢复“流动的河”，确保“一泓清水
送北京”，上风上水的张家口一马当先。

2019年以来，在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
会的统筹下，张家口市全力配合实施永定
河生态补水，2022年全市境内河道实现补
水护水4.04亿立方米，其中境内水库累计
向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生态补水 0.39 亿
立方米。

全年累计通水时长达 123 天！2022
年 5 月 12 日下午和 10 月 7 日上午，天津
市屈家店水利枢纽两次开闸放水，生态
补水水头牵手永定新河汇入渤海，标志
着自 1996 年断流以来，永定河 865 公里
河 道 首 次 实 现 年 内 春 、秋 两 季 全 线
通水。

水利部调水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生态水量调度，永定河官厅水库以上
河道基本实现全年不断流，河道水面面积
明显增加，地下水回补效果明显，生物多
样性进一步丰富，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
道初步形成。

2月 15日，河北与北京交界处的官厅
水库冰面尚未完全消融，从南方越冬地返
回北方繁殖地的候鸟开始多起来，天鹅、
灰鹤、白枕鹤等在怀来官厅水库湿地公园
现身。

官厅水库是永定河流域最大的控制
节点和生态节点，是首都重要水源地、水
源涵养功能区。

“目前累计完成湿地综合治理面积
38.6 平方公里，栽植各类乔灌木 960 多万
株。下一步，怀来县继续加强与北京市、
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启动官厅
水库库滨带综合治理工程，将官厅水库北
岸、西岸、南岸剩余的4.5万亩区域予以湿
地修复。”怀来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陈
涛介绍，修复工程完工后，怀来县域内官
厅水库及上游永定河流域将形成保护
闭环。

通过京冀密切协作，开展环库水源涵
养和保护，净化入库口水质，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等，官厅水库入库水质持
续达到Ⅲ类，野生植物由原来的 106种增
加到 318 种，野生鸟类由原来的 169 种增
加到192种。

撑好“防护伞”，筑牢生态屏障

尚义县南壕堑林场大青山林区管护
员杨虎，每天穿行在茂密的山林中。大青
山林区位于尚义县西南，属一级防火区。

2016 年以来，尚义县实施人工造林
55.8 万亩，其中南壕堑坝头造林绿化 3.6
万亩。看着管护的树林，杨虎颇有成就
感：“绿色成果来之不易，绝不能发生一点
意外！”

加快国土绿化脚步，是张家口推进首
都“两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2022年，张家口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四大行动，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筑牢首都生态安全

“防护伞”。
精准治污保“蓝天”。全力清除煤烟

型污染，巩固提升农村“双代”成果，全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17 微克/立方米，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排位首次挺进全国168个
重点城市前十。

全域推进护“碧水”。接续实施洋河、
桑干河、清水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地表
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3.3%，潮白河流域
云州水库及上游沽源县境内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二期工程扎实推进，水源涵养能力
进一步提升。

提升颜值常“增绿”。巩固提升国土
绿化成果，新增营造林108.8万亩、治理退
化草原20.7万亩、恢复湿地植被896亩，环
境支撑能力进一步加强。

从严管理守“净土”。加强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全市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率均达 100%，畜禽粪污综合
利 用 率 达 90% ，农 膜 整 体 回 收 率 达
90.3%……

“今年，张家口市将精准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推进洋
河、桑干河等河道整治及周边大中型灌渠
节水综合改造工程建设，实施营造林工程
91万亩，退化草原治理15.7万亩。”张家口
市首都“两区”建设办公室综合一处负责
人王旭升介绍。

环境变“绿”，产业变“轻”

今年以来，乘坐京张高铁到张家口市
崇礼区滑雪的冰雪运动爱好者逐渐增多，
特别是周末客流大幅攀升。作为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张家口市凭
借丰富的冰雪资源，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崇礼区六
大雪场共接待游客 15.69 万人次，为旅游
业旺起来添了“一把火”。

环境在变“绿”，产业在变“轻”。
“推进首都‘两区’建设，既要建好生

态环境，更要产业绿色发展，实现生态兴
市、生态强市。”张家口市发改委主任白晶
表示，该市把培育壮大六大绿色产业作为
核心支撑，推进主导产业向绿色延伸。

体育文化旅游越来越“热”，2022京张

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崇礼 168超级越野
赛等系列赛事和活动、“冬奥冰雪游”等20
条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吸引越来越多京津
游客。

冰雪产业乘势而上，依托高新区冰雪
运动装备产业园、宣化冰雪产业园两个冰
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区，2022年新签约冰
雪产业项目11项，截至目前累计签约项目
120 项、落地 102 项、投产运营 63 项，实现
产值18.17亿元。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加快
推进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和张北云
计算基地建设，秦淮数据等16个数据中心
项目建成投产，累计投入运营服务器 124
万台，其中2022年新增24万台。

依托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
加快抽水蓄能、光伏、风电、氢能等项目发

展步伐，2022 年，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总规模达到2647万千瓦，成为全国非水
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

现代制造业再添省级“金字招牌”，西
山经济开发区、宣化经济开发区的装备产
业基地入选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目前全市规上装备制造企业共124家。

绿色农牧业加速崛起，2022年实施重
点农业项目209个，11家市场主体入选河
北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名单，农业
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加快。

让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张家口
市产业发展“含新量”不断提高。目前，六
大绿色产业占 GDP 比重已接近 50%。张
家口市一步步在保护绿水青山中赢得金
山银山，在服务首都中加快发展壮大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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