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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林业有害生物
无公害防治率超90%

河北大力实施“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

防沙治沙 切实筑牢京津生态屏障
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姚伟强

生产需求持续改善 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恢复向好

1至7月

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 2.9%

津兴铁路全线接触网送电成功
为全线联调联试提供了动力保障

京津冀消协组织发布果蔬清洗机比较试验结果

15台样本电气安全性能全部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使合同监管协同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三地

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
将开设京津冀合同专栏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姚伟强）从省林草局获
悉，京津冀三地在加强林业有
害生物联防联治方面，坚持统
一布局、突出重点、互利互惠、
共建共享，健全区域协作、信息
互通、考察培训、协同检疫、协
同防控5方面的机制，近年来，
三地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
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成灾
率远低于国家下达的控制指
标，实现了美国白蛾等重大林

业有害生物持续稳定控制。
2015 年，京津冀三地林业

主管部门在北京签订《京津冀
协同发展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
防治框架协议》，为三地有害生
物防控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从

“十三五”开始，三地联合制定
了协同联动工作方案，将相邻
区域划分为京东、京南、京西、
京北、津南、津北 6 个片区，建
立起联席会议制度，把“区划有
界、防治无界”落到了实处。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从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 8
月 31 日在石家庄召开的京津
冀合同监管协同发展座谈会上
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同意在全
国合同示范文本库开设京津冀
合同专栏，使合同监管协同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三地。

合同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的基础，通过重点规范与民生
息息相关的合同问题，有利于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近五年来，京津冀三
地合同监管协同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三地出台《京津冀地区合
同示范文本制定规程》，先后联
合发布 4 种示范文本，规范三
地合同签约行为。三地市场监
管部门确定，在继续联合发布
三地共用的合同示范文本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合作内容，加强
合同监管业务培训，统一合同
格式条款监管标准，推动地理
位置相邻、资源属性相近的区
县加强业务合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从省消保委获悉，8月18日，京
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对果蔬清洗
机进行了比较试验。本次比较
试验样本共15台，分别从京东
商城、天猫商城、唯品会、拼多
多、苏宁易购 5 家网上购物商
城和石家庄北国商城实体店
随机选购，购买价格从 123 元
到 807 元不等。经试验，15 台
样本的电气安全性能全部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符合
率为100%。

依据相关标准，此次比较
试 验 主 要 对 15 台 样 本 的 运
转、输入功率和电流、工作温
度 下 的 泄 漏 电 流 和 电 气 强
度、水中消菌效果、续航能力
5 项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15 台样本装配后加
水运转平稳，紧固件连接可
靠无松动，未出现阻滞、卡塞
现象，所有产品运转情况均
符合标准要求。同时，15 台
样本实测输入功率和电流与
额定值的偏差控制在允许偏
差范围内，均符合强制性国
家标准要求。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还
对 15 台样本的产品说明书、
宣传资料、质量检测报告进行
了查验。检测结果显示，“利
仁”“小熊”“海尔”“松下”等13
个品牌样本产品的说明书、宣
传资料或质量检测报告存在

“去除敌敌畏”“去除乐果”“去
除三唑磷”等对降解农残的不
当表述。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
菊 通讯员董策）从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
月 3 日零时许，随着安次牵引
变电所向津兴铁路胜芳至固安
东段送电，津兴铁路全线接触
网送电成功，为全线联调联试
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动力保障。

接触网送电是联调联试前
最后一道关键工序，是将地方
电网的 220KV 三相交流电，通
过 铁 路 牵 引 变 电 所 转 化 为
27.5KV单相工频交流电后，再
输送到铁路接触网，为列车运
行提供动能。

津兴铁路共设天津西站、
胜芳站、安次站、永清东站、固

安东站及大兴机场站。全线
新建安次牵引变电所一座，负
责为胜芳至固安东段送电，既
有的赵家柳牵引变电所和固
安东牵引变电所分别为天津
西至胜芳段、固安东至大兴机
场段送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京南工程项目管理部
工程师李家杰介绍，经技术
人员检测，津兴铁路接触网
送电过程顺畅，各项技术参
数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
标准。接下来，津兴铁路即
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向实
现全线按期高质量开通运营
做最后冲刺。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北京市
统计局官方网站获悉，上半年，京津冀三
地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区域经
济恢复向好，生产需求持续改善，物价就
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发展动
能不断积聚，协同发展扎实推进。

■ 区域经济恢复向好，京津冀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

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9
万 亿 元 ，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5.6%，高于一季度 1.3 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 、天 津 和 河 北 分 别 为 20621.3 亿 元 、
7842.8 亿 元 和 20778.9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5.5%、4.8%和 6.1%。

工业生产继续恢复，重点行业产业增
长较快。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4 个百分点

（剔除新冠疫苗生产因素增长 4.6%，提高
2.8 个百分点），汽车、电力行业分别增长
16.1% 和 10.9% ，五 大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长
15.3%。天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3.2%，较一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12
条重点产业链企业合计增长 4.1%。河北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较一
季度提高 0.7个百分点，九大主导产业中，
生物医药产业增长最快，增速为18.7%。

服务业平稳向好，接触性服务业加速

回暖。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较一季度提高 1.2个百分点。北京、
天津和河北分别增长 6.6%、5.7%和 5.9%。
接触性服务业加快恢复，三地住宿餐饮业
分别增长 22.5%、21.5%和 15.6%，交通运输
业分别增长14.3%、9.6%和6.4%。

投资运行基本稳定，高技术服务业
增速较快。北京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 13.6%，较一季度提高 4 个百
分点。天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
长 15.6%。河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4%，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20.5%，拉
动全省投资增长 12.2 个百分点。三地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彰显活力，其中北京增
长 78.2%，信息服务业发挥带动作用；天
津增长 7.7%，主要投向信息服务、研发与
设计服务领域；河北增长 18.2%，电子商
务服务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快
速增长。

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升级类消费表现
亮眼。随着疫情影响消退、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落地显效，京津冀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6042.9亿元，同比增长 7.6%，高
于一季度 3.5个百分点。北京、天津、河北
分别增长 4.5%、8.1%和 10.8%，较一季度分
别提高5.2个、1.6个和2.1个百分点。升级
类消费较快增长，三地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
业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2.2%、40.3%、17.5%，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
售额分别增长57.4%、61.8%、76.0%。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上半年，北京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4.7%；天津城镇新增就业 18.96 万人，完成
全年计划的54.2%；河北城镇新增就业51.1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4%。三地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分别为 0.7%、0.5%和
0.9%，均呈温和上涨态势。北京、天津、河
北居民收入分别为 41358 元、26655 元和
16006 元，分别增长 5.0%、4.7%和 6.7%，均
快于一季度增速。

■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河北
上半年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
1544家

产业协作持续强化。三地共同发布
《京津冀产业合作重点平台目录》，包括
50 家重点平台，其中河北 34 家，涉及现代
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目前，天津两个

“中关村”持续推进与北京的产业对接协
作，滨海—中关村累计注册企业 4400 余
家，已为 900 余家北京科技企业提供科技
创新、应用场景支持。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累计入驻经营主体 1100 余家，逐步向
北京重大项目零部件配套基地建设演
进。河北上半年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
1544 家 ，2014 年 以 来 累 计 转 入 4.48 万

家。其中北京转入单位占比近 8 成，主要
落地在廊坊、石家庄、保定和唐山。

要素资源有序流动。上半年，北京
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 196.7 亿元。
天津吸引京冀投资额 1177.05 亿元，占全
部引进内资的 56.0%，同比提高 3.9 个百
分点。

交通互联加快推进。京津冀首条跨
区域地铁 M22 号线（平谷线）建设加快推
进，6 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京津冀定制
快巴新开通燕郊至望京通勤班线，线路
全长 55 公里。定制快巴自去年 7 月正式
运营以来，日均运送乘客 4500 人次，累计
运 送 乘 客 约 54 万 人 次 ，平 均 客 座 率
88.96%，方便了通勤人员出行。京滨城
际天津机场隧道开工建设，津兴铁路实
现正线贯通。河北打通拓宽京津“对接
路”42 条段 2540 公里，连通干线公路 47
条、74 个接口。

医疗协同惠利于民。京津冀 4900 余
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直接结算，7000 余家定点医疗机构
实现异地就医普通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河北 312 家医疗机构与京津 373 家医疗
机构实现 50 项检验结果互认，176 家医疗
机构与京津 137 家医疗机构实现 20 项影
像检查资料共享，有效减轻患者负担，提
高诊疗效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
立 通讯员贾权公）从石家庄
海关获悉，今年 1 至 7 月，京津
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28581.1亿元人民币（下同），同
比增长 2.9%，占全国进出口总
值的12.1%。其中，进口2104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 ；出 口
7540.9亿元，同比增长6.7%。

1至7月，京津冀地区对欧
盟、美国、澳大利亚、巴西进出
口均实现增长。其中，对欧盟进
出 口 36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对美国进出口 2640 亿
元，同比增长 0.6%。对澳大利
亚进出口 1788.2 亿元，同比增
长 12%。对巴西进出口 1516.2

亿元，同比增长34.9%。
机电产品出口居首位，成

品油出口持续增长。1 至 7 月，
京 津 冀 地 区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3862.7亿元，同比增长 10%，占
出口总值的 51.2%，其中出口
汽 车 29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7%。出口成品油 1285.4 亿
元，同比增长 62.4%。出口劳动
密集型产品629.8亿元，同比增
长0.6%。

原油进口占据首位，高新
技术产品、农产品出口增长较
快。1 至 7 月，京津冀地区进口
高新技术产品 2759.6 亿元，同
比 增 长 20.1% 。进 口 农 产 品
1912.5亿元，同比增长4%。

河北内环京津、外沿渤海，是京津重要
的生态屏障。由于历史原因，京津周边地区
原有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
风沙危害一度十分严重。

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河北
省“三北”防护林工程也随即启动实施。
2000 年春，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沙尘天
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2001年，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开始在张承两地实施。

“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开展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近日，笔
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环卫京津的生态防护体系
框架初步形成

7月20日，在沽源县闪电河国家湿地公
园内，北京市民王女士带着女儿不停地拍
照，天然美景和各种鸟类让她们大开眼界。

“6 月下旬，省林草局组织进行鸟类监
测时，拍摄到蓑羽鹤育雏的影像，这是河北
首次成功拍摄到蓑羽鹤繁殖育雏影像，表明
闪电河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沽源县闪
电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聂明介绍。

驱车行驶在沽源县长梁乡坝头一带，只
见山高林密，原始次生林及人工栽植的华北
落叶松等构成的林子，一眼望不到边。

沽源县位于河北西北部，多年来，该县
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等生态
建设工程，在坝头沿线建成东西长75公里、
南北宽10公里的沿坝绿化带，被誉为“塞北
绿色长城”。

以此为基础，该县持续推进生态建设，
基本形成以中部农田林网，防风阻沙绿化
带、沿坝水源涵养生物控制带，闪电河流域、
潮白河流域和葫芦河流域为核心的“一网二
带三流域”生态格局。该县全年大风日数、
沙尘暴次数明显减少，空气质量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方面有了长
足进步，有效承担起了为首都阻沙源、涵水
源的任务。

沽源的变化，是河北大力开展“三北”防
护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的典型
表现。

河北地处干旱半干旱过渡地带，属土地
沙化敏感地区。坝上地区北接浑善达克沙
地，属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北方风沙南侵的
主要通道，也是河北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

由于启动时间早、实施范围广，“三北”
防护林工程成为河北为京津阻风沙的早期
重要抓手。

1978年，河北“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
截至2020年，共实施了五期工程。

1978 年至 1985 年，“三北”防护林一期
工程实施，涉及河北张家口、承德 2市的 20
个县（市）。1986年至2000年，二、三期工程
实施，建设范围扩展到张家口、承德、唐山、
秦皇岛、廊坊、保定6市的52个县（市、区）。
2001 年至 2010 年，与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
程配合，四期工程建设范围调整为秦皇岛、
唐山、廊坊、保定、承德等 5 市 26 个县（市、
区）。2011 年至 2020 年，五期工程实施，建
设范围调整为承德、秦皇岛、廊坊、保定、石

家庄、衡水、沧州 7市及雄安新区的 63个县
（市、区）。

五期工程完成后，河北在“三北”防护林
工程中累计完成造林绿化4087.5万亩，完成
省级以上投资27.7亿元。“三北”防护林工程
区森林覆盖率由 19.01%提高到 35.56%，森
林蓄积量由 0.37 亿立方米增加到 1.18 亿立
方米，环卫京津的生态防护体系框架初步形
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创造了基础条件。

2000 年春，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 12
次沙尘天气，其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
大为50年来所罕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迅速开展。截至 2021 年，该工程共实施
了两期。其中，2001 年至 2012 年为一期，
2013 年至 2021 年为二期。工程涉及张家
口、承德两市的 28 个县（市、区），累计完成
林业建设任务 2667.7 万亩，完成省级以上
投资74.6亿元。

张承两地由沙尘暴加强区
变为阻滞区

8 月的塞罕坝，绿意盎然。多树种、多
层次的复合式森林结构，让森林生态系统更
健康、稳定。

在塞罕坝，几代人艰苦奋斗，让原本的
荒漠变成林海。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荣获
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和防治
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成为全
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榜样”。

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人们持续创新治
沙模式，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坚持因地
制宜、因害设防，草灌乔结合、封飞造并举，
科学设计，系统治理，循序渐进，科学防沙

治沙。
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当地积极培

育沙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大力推广落叶松沙
棘混交、沙棘带状种植等治沙新模式。

多年来，在河北，各地在防沙治沙中勇
于创新、敢于实践，涌现出了一批批典型。

“十一五”开始，河北省被国务院列入防沙治
沙目标责任考核单位。在“十一五”“十二
五”“十三五”防沙治沙省级政府目标责任考
核中，河北连续3次被评为实绩突出省份。

根据全国沙化土地历次监测结果，河北
省沙化土地面积已连续 4 个监测周期实现
缩减。2022年公布的全国第六次监测数据
显示，全省沙化土地面积为 3011 万亩，与
1999 年公布的第二次监测数据相比，减少
了 738 万亩。张家口、承德两市空气质量、
水库水质明显好转，两地已由沙尘暴加强区
变为阻滞区。

今年河北将在“三北”防护林
工程区完成“双重”任务 102.11
万亩

在河北，防沙治沙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按照“三北”防护林工程总体规划，

2021年至2030年为“三北”防护林六期工程
建设期。

202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
源部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简称

《“双重”规划》），将“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整合纳入到《“双重”
规划》中的北方防沙带工程。

2021年，国家林草局等联合印发《北方
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年）》。河北36个县（市、区）纳

入北方防沙带工程规划，涉及石家庄、承德、
张家口、秦皇岛、唐山、保定、邢台、邯郸及雄
安新区。

在河北，北方防沙带工程被分解为张承
坝上地区生态综合治理、燕山山地生态综合
治理、太行山（河北）生态综合治理、雄安新
区森林城市建设及白洋淀生态综合治理等
4个项目。

2021 年至 2022 年，国家在河北原“三
北”防护林工程区累计下达“双重”任务
133.4万亩。2023 年，河北将在“三北”防护
林工程区完成“双重”任务102.11万亩，工程
正积极推进。

省林草局成立了河北省“三北”工程攻
坚战工作专班，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经
费，抽调精干人员，起草“1+N”工作方案，全
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区位功能、
生态空间，河北研究谋划了浑善达克沙地歼
灭战、燕山生态屏障、太行山生态屏障、白洋
淀上游规模化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建设
等五大重点工程项目。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北将以县
为单位谋划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修复任
务，拟申报北方防沙带生态综合治理 15 个
子项目。

大力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科学绿化，
省林草局研究制定了《关于科学开展灌木林
地造林绿化的指导意见》《关于大力营造混
交林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推动国土绿化高
质量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河
北将加大乡土树种推广使用力度，构建结构
多元、系统稳定、综合高效的防护林体系。
重点探索推广“郝氏造林法”等容器苗造林
先进实用技术，提高造林质量。

6月24日拍摄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晨景。（资料片）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