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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朝丽）12月18日，
从省生态环境厅召开的“河北省‘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将全省共划定1994个环境管控单元，
其中陆域环境管控单元1921个，海域环境
管控单元73个，实现全省海陆全域覆盖。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据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中
心副书记刘力敏介绍，“三线一单”是一套
生态环境分区的管控体系，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为基础，将行政区域划分
为若干环境管控单元，针对单元编制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

“‘三线一单’相当于一套精准的‘绿色
标尺’，是各地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结构调
整、重大项目选址的重要依据。各地在制
定相关政策、规划、方案时要与‘三线一单’
充分衔接，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刘力
敏说。

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优先保护单
元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饮用水源地等需要特殊保护的自然保
护地以及科学评估出的生态服务功能重要
区和生态敏感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禁
止或限制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矿产等自然
资源开发和城镇建设。我省共划定陆域优
先保护单元 742 个，占全省陆域国土面积
的 43.85%；海域优先保护单元 29 个，占近
岸海域总面积的34.69%。

重点管控单元，指存在一定生态环境
问题或者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生
态环境问题的区域，执行以解决环境问题

为导向的管控要求，改善环境质量。主要
包括城镇和工业园区，人口密集、资源开
发强度大或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其他区
域。我省共划定陆域重点管控单元 1065
个，占全省陆域国土面积的 27.62%；海域
重点管控单元 34 个，占近岸海域总面积
的40.78%。

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和重点
管控之外的区域。该区域主要是维持环
境质量稳定达标，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我省共划定陆域一般管控单元
114个，占全省陆域国土面积的28.53%；海
域一般管控单元10个，占近岸海域总面积
的24.52%。

我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现全覆盖 “您好，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11 月
28日上午，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政务服
务大厅，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
展局局长聂晶在“一把手”窗口坐班接待群
众。前来办理渔船购置业务的李全治得知
是“一把手”为他服务，连称“没想到”。

李全治是一名渔民，现有 3 艘捕捞渔
船。为了扩大捕捞规模，他想再购置一艘
捕捞渔船。

“您看看，这是我准备的材料，办理渔
船购置业务需要走什么流程？”李全治边询
问边拿出准备好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
复印件、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复印件、渔业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聂晶了解李全治需要办理的业务后，一
一查看材料，并指导李全治在相关材料上签
字、按手印。走完相关流程，不到半小时，李
全治便拿到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现在的营商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
来之前，我打电话进行过咨询，农业农村发
展局渔业站工作人员对我进行了一次性告
知。”李全治说，“这项业务的法定办结时限
是 5 个工作日。今天，我是准备好材料过
来的，可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完了。”

围绕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11月14
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推出每周二“一把
手”窗口服务接待工作机制，23个单位“一
把手”及主管业务的副职每周二轮流“上
岗”，至少半天时间，通过与企业、群众面对
面，解难题、办实事。

“23位‘一把手’及主管业务副职来自
发改、行政审批、税务等单位。”沧州渤海新
区黄骅市行政审批局局长翟浩成介绍，各
窗口单位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一把手”窗
口，“一把手”窗口服务接待工作机制包括
预约公示、事前提示、问题梳理、督导检查
等环节。各单位提前发布窗口接待公告，
内容包括接待地点、接待时间、接待人员及
预约电话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窗口坐班的“一把
手”们以办事员身份接待办事企业、群众，
直接受理服务事项，详细告知企业、群众办
理业务所需的材料、审批流程和注意要
点。业务办结后，“一把手”们认真听取企
业、群众对窗口服务的真实感受，询问企
业、群众对提高办事效率、提升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便民举措好不好，百姓最有发言权。我们在窗口坐班，与办事群
众详细交谈，可以更多地掌握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问题与需求，从小切口
找准办事中的堵点。”聂晶说，“我们将当天群众来访问题进行梳理汇
总，建立工作台账，注明受理问题、群众诉求、办理情况、满意度等内容，
并及时做好回访。”

“一把手”窗口服务接待工作机制运行以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
各单位“一把手”通过窗口坐班，接待群众317人次，解决问题204个。

沧州市委常委，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黄骅市委书记董鸣镝说：“第
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推出了‘一把手’窗口服务接待工作机制
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推动党员干部更好走进基层，聚焦解决企业、群众
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切实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促发
展的强大动力。”

﹃
一
把
手
﹄
窗
口
坐
班
，﹃
零
距
离
﹄
便
企
利
民

—
—

在
沧
州
渤
海
新
区
黄
骅
市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河
北
日
报
记
者

王
雅
楠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12 月 23
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河北分会场暨
第八届河北省“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
雪场举行。

启动仪式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河北省体
育局、张家口市政府主办，河北省冰雪运
动协会、张家口市体育局承办。大众滑
雪、雪地足球、雪地拔河……现场举行的
体验活动，让上千名冰雪运动爱好者尽享
冰雪乐趣。

全国大众冰雪季创办于 2014 年，本
届以“欢乐冰雪 共创未来”为主题，共设
河北、天津、上海等 6 个分会场。第十届
全国大众冰雪季河北分会场暨第八届河
北省“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期
间，我省将举办冰雪赛事活动 448 场，较
上届增加104场。其中，冰雪赛事244场，
涵盖滑雪、滑冰、冰球、冰壶等冰雪项目，
包括 2023-2024 雪耀中国高山滑雪积分
赛、河北省大众冰雪联赛冰球比赛、张家
口滑冰（速度轮滑）联赛短道速滑项目总
决赛等；冰雪活动、培训、嘉年华 204 场，

涵盖冰雪运动会、冰雪游玩体验、冰雪知
识传授等，包括“秦皇岛之冬·欢乐冰雪
季”2023-2024 山海关冰雪季长跑比赛、
河北省职工冰雪体验活动、阳原县冰雪嘉
年华等。

河北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十
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河北分会场暨第八届
河北省“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将
持续至明年 4月。在充分利用全省 66家
滑雪场和 214 家滑冰馆开展各类冰雪赛
事活动的同时，我省将发放冰雪消费券
1700万元，撬动大众冰雪消费。

此外，我省将大力推广 1-9 级大众
滑雪（冰）技术等级标准，鼓励更多冰雪
运动爱好者由低技术等级标准向中高技
术等级标准进阶。今年以来，我省共有
106.33 万人获得大众滑雪（冰）技术等级
标准证书，组织开展各类冰雪赛事活动
1182 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群 众 有 1000
多万。

新雪季，我省将紧紧围绕体育强省、
冰雪强省建设，用好冬奥遗产，把冰雪运
动、冰雪旅游打造成“这么近，那么美，周
末到河北”的独具魅力的名片。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青 通
讯员陈阳）煮酒小西天、小书童、
天才格格巫……说起这些网络作
家，资深的网络读者应该不会陌
生。在邯郸市网络作家村，这群
90 后、00 后年轻人构思着作品，
计划着打造集新媒体村、纪录片
村、跨境电商村于一体的文化传
媒村。

“以前网文创作常常被认为
是不务正业，现在我们当中好几
位被推选加入青联，这一行的社
会认可度越来越高了。”日前，作
家村负责人蔺瑞良在邯郸市青联
组织的座谈会上分享心得。

关注青年群体新变化，我省
积极推动青联改革，青联不断延
伸触角，扩大“朋友圈”，一大批新
兴领域中的优秀青年代表被吸纳
到青联组织中。

“我们建立了省级人才库，
今 年 已 经 联 系 社 会 组 织 骨 干
200 余人，新文艺青年、电竞青
年、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骨干
80 余人。”省青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省青联委员中，新兴
青年群体代表 150 余人，占委员
总数的 29%。

2023 年迈入岁末，眼下，消
费者们还没到置办年货的时候，

不过商家和主播们要开始选品，
备战年货节了。

“品类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
农产品”“直播将邀约多位千万粉
丝快手红人、带货主播，一起为老
铁们挑选好货”……让更多乡村
优质好物被看见，日前，邢台市青
联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邀请函，
广泛征集优质产品货源。

“每年中国青年年货节，各级
青联都会展开线上线下多渠道宣
传，组织互联网领域的青联委员
帮助推广销售农产品，助农增
收。”省青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以来，我省深化“我为家乡产品
代言”活动，以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青年年货节为契机，提升河
北特色产品知名度，助力乡村振
兴，累计助销产品2000余万元。

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
省青联主动服务青年实际需求，
努力为青年发展创造条件。联合
省证监局共同举办青年会客厅，
为拟上市企业搭建交流平台；积
极参与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
动，为高校毕业生募集工作岗位；
开展“青联思享汇”交流活动，常
态化倾听青年心声，通过青联提
案建议等工作机制反映青年诉
求，帮助青年解决问题……

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河北分会场暨第八届河北省“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动启动

448场冰雪赛事邀您来“嗨”

12月24日，工人在晋州市东卓宿
镇海滩村一家毛巾企业的纺织车间
工作。

近年来，晋州市通过引导企业实
施技改创新，推动毛巾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打造毛巾产业集群，助
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市
毛巾企业达200多家，产品远销日本、
新加坡、美国等28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毛巾产业提档升级

助 推 经 济 发 展

■ 全省共划定 1994个环

境管控单元，其中陆域环境管控

单元1921个，海域环境管控单

元73个

晋州

吸纳新兴力量、服务青年发展，我省顺应

时代要求推动青联改革

人气+活力，青联更有“青年味”

石家庄推进城市更新打造活力之城

215户的岗底村169位村民有职称

（上接第一版）优化林木采伐管理，保
障林木所有权权能。优化林木采伐审
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全面落
实林木采伐限额 5 年总额控制、取消
人 工 商 品 林 主 伐 年 龄 限 制 等 惠 民
政策。

关于政策资金扶持，我省将实施
兴林富民行动，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地
区振兴、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等
政策将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将统筹中
央和省级相关资金，支持林业产业发
展。深入践行大食物观，做强做优板
栗、核桃、枣、仁用杏等传统优势经济
林树种和花椒、酸枣、榛子等特色经济
林树种。

资金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将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按照实施方案，我省将开展森林碳
储量调查，严格落实能够体现碳汇价值
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以林业生态
产品实物量为重点的生态价值核算，通
过市场交易、经济补偿等手段，推动林业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实施林业碳票
制度。

我省还将强化林权登记监管，全面
落实林权登记各项政策，妥善解决集体
林 地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保 障 林 权 正 常
流转。

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将结合实际积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客观反映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的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结果将纳入林长制督查考核
范围。

（上接第一版）
为了让更多农民掌握农业科技知识，

李保国足足下了20年的功夫，直到2016年
4月他突发疾病离世。在岗底，他办夜校、
搞培训，现场示范、手把手教，还为岗底苹
果量身定做了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恨
不得把全身的本事都教给村民。

2009年，邢台农业学校开展“送教下乡”
活动，李保国让村干部在岗底村小学腾出了
两个教室，为100名果农开办了中专班。第
二年他又请邢台农校对全村208名18-59岁
的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夫妻同桌、父子同桌、
兄弟同桌成了一道风景。最终191名果农
获得原农业部颁发的职业（果树工）技能证
书。凡是获得职业（果树工）技能证书和中
专毕业证书的果农，村里收购他们的苹果一
斤多给一角钱。2012年100名中专毕业的
村民有32人继续读了大专，后来4名大专毕
业生又读了本科，村里都给了奖励。

脑袋“富”起来的岗底果农开始用标准
化生产工序“伺候”果树。村里成立了富岗
公司，注册了“富岗”商标。富岗牌苹果先
后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华名果”称号，

一个苹果最高能卖到100元。村民年人均
收入由科学种植苹果前的不足 80 元跃升
到四万多元。

2020年，富岗苹果被认定为中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岗底周围村庄的农民也被
带动起来，纷纷学着岗底人那样种苹果，岗
底村外出从事技术服务的果农有上百人，至
今他们已累计培训果农五万多人次，推广果
树管理技术二十多项，示范推广总面积达二
十多万亩，为乡亲们增收五亿多元。

石家庄市鹿泉区西龙贵村的刘卫峰就
请到了岗底的农民技师杨书海。以前，刘卫
峰栽种的80亩苹果光赔不赚，杨书海用“高
枝嫁接”技术把苹果品种从“红肉”改成了

“红富士”，5年让刘卫峰挣了三百多万元。
衡水市武罗农业种植合作社的800亩

苹果被岗底果农代管了十年，岗底人获得
技术服务费总计超 400 万元。杨双牛介
绍：“现在岗底果农技术服务收入每年都有
一百五十多万元。”

岗底“土专家”还出了不少科研成果。
高级技师杨双奎研究出了 5 项新技术，其
中“老果园重茬大苗建园”技术，相较传统
的重茬小苗建苹果园，果树能提前 3 年进
入盛果期，平均每亩可为果农增收三万多
元。这项技术已在河北省内外推广了三百

多亩，共为果农增收上千万元。
眼看着岗底越来越多的果农成了科技

“新农人”，李保国教授的爱人、河北农业大
学研究员郭素萍很是欣慰。如今，她是“李
保国科技兴农服务队”的队长，在乡村振兴
一线也带出了不少“土专家”。

“保国‘把农民变成我’的愿望正在乡
村振兴希望的田野上变成现实！”郭素
萍说。

（上接第一版）新材料以及空天信
息、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重点发
展产业，举办“点对点”“一对多”
专题推介，引进一批有影响的专
题涉外活动，促进引进国际高端
人才。对引进国际人才开辟“绿
色通道”，在外事服务方面提供政
策便利，对因公出访引智团组一
事一议、特事特办。

为加快引进质量专家步伐，
省外办将建立健全常态化引进机
制，持续扩充外籍专家资源库，精

准梳理企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
服务。分批次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走进重点产业集群、企业、高校，
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质量管理培
训讲座，促进双向对接交流。

此外，省外办还整合省市县
三级外事队伍力量，建立招才引
智专班，组织国际引智领域专家
对招才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并加
强与商务、教育、科技、文旅、卫
健、体育等部门密切协作，形成国
际人才引进工作合力。

（上接第一版）这里紧挨着高铁站，是外地
人邂逅石家庄的“第一眼”，不仅要建设高品
质的“城市会客厅”，还将打造成拥有总部经
济、会展经济、数字经济和枢纽经济等平台
的商务核心区。

登上卧虎山，俯瞰滹沱河与太平河两河
交汇，壮阔景观尽收眼底。河的南岸，是正
在建设中的太平河片区。不久的将来，这块
8300 亩的土地，将成为石家庄市拥河发展
的起步区、示范区和引领区。

未来，这里将布局数字经济、现代服务
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
造高水平经济带、景观带、生态带。

城市更新，关乎城市发展，更关乎群众
生活。

在方华路与裕宁街交口附近的街边羽
毛球场，市民梁军隔三岔五就带着儿子来一

场亲子羽毛球赛。“孩子喜欢打羽毛球，以前
都是在小区里找片空地玩会儿，这个运动场
地建成开放，我们住在附近的人可开心了。”
梁军高兴地说。

在土地供应紧张的城市中心，这样的球
场看似不大，但所占的位置却是实实在在的

“金角银边”。去年以来，利用拆迁腾退出的
土地，石家庄建设了400多个球类场地。

在城市更新中，坚持“还空间于城市、还
绿地于人民、还公共配套服务于社会”，这样
的补齐民生短板的项目还有很多。自2021
年以来，石家庄精雕细琢提升小街小巷
2543 条，科学高效利用拆后腾退的 2779 万
平方米可用土地，建设了一大批公园游园、
便民市场、停车场，打造了很多高品质15分
钟社区生活圈，进一步完善弥补了城市
功能。

我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
是关键。主体作用怎样更好发挥？人才从
哪里来？岗底村的做法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现实当中，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观念上的
误区。有的只看重“外来的和尚”，却对近在
咫尺的乡土人才视而不见；有的意识到了乡
土人才的重要性，但缺乏培养、育强和激励
使用的有效措施。岗底村这个只有215户人
家的小山村，却有169位村民拥有果树种植
专业技术职称。“田秀才”“土专家”得到“官方

认证”，成了科技“新农人”，李保国教授生前
“把农民变成我”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也打
通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之路。目前河北
省正在全力实施人才分类评价推进项目，为
农民评职称开通了绿色通道，业绩显著、贡
献突出的，不受学历、年龄、身份等限制。

乡村振兴的大文章，需要更多“新农人”
来书写。相信在职称评审的正向激励作用
下，越来越多“身怀绝技”的田间人才会涌现出
来，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支撑也将更加有力。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身怀绝技”的“新农人”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