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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推动发展的“命门之

穴”。哪里的生态环境好，哪里的吸引

力就强、就能够抢占发展先机。这是

经过实践证明的道理，也是符合经济

规律、自然规律、市场规律的一个先决

条件。当前，承德正处于爬坡过坎的

关键时期，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结构

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必须

下大力进行调整，要打造一个风清气

正、开放文明、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拥有一个生产转型、天蓝水净、地绿山

青的生态环境。

经过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群

众的共同努力，承德市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各个方面都实现了

较大提升。但承德仍是欠发达地区，

要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就需要上一些

科技含量高，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

项目。然而，上项目不仅需要硬件配

套 ，更 需 要 软 环 境 和 生 态 环 境 的 支

撑。如果这两个环境长期得不到改

善，再好的优势也难以发挥，再好的机

遇也难以抓住，再好的蓝图也难以实

现，落后的面貌也就不会从根本上改

变。承德别无选择，必须把着力改善

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以环

境的大改善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实现

后来居上的大变化。

承德的优势在生态，竞争力也在

生态。虽然森林覆盖率、年平均自生

水量、负氧离子含量等均处于全省前

列，但承德也不能盲目乐观，必须看到

这些实现提升的指标下掩盖的潜在问

题。这些都需要承德进行长期、艰苦

的努力，需要承德坚持不懈地自我革

命，围绕解决群众最关切、反映最强

烈、影响最突出的问题，着力开展“四

个专项行动”。

首先，开展损毁山体修复专项行

动。要按照“严控增量、减少存量、落

实责任、改变现状”的要求，对因矿业

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山体裸露，坚

持“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恢复”，

逐个制订方案；加大山体修复和植被

恢复力度，凡是未能按期治理的，坚决

予以关闭。要推行“硐采”方式，能实

行“硐采”的，必须按期推行，逾期达不

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闭。同时，严禁

“开山”搞房地产开发。

其次，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行

动。由公安、城管、住建、国土、环保等

部门协调联动，各负其责，全力抓好机

动车尾气、露天烧烤、建筑施工扬尘、

矿山开发、燃煤和工业污染源防治等

工作，确保全市环境空气质量逐步改

善，在新的标准要求下保持全省领先

位次，并力争全省第一，实现与承德所

拥有的良好生态条件相匹配、与承德

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相衔接。

再次，开展水资源综合治理专项

行动。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倡导

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积极推广现代化

节水设施和节水技术，减少工农业生

产用水。大力实施蓄水保水工程，在

抓好双峰寺水库建设的同时，坚持一

县一库，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多元投入，

兴建“五小”水利设施，提高对水资源

的控制能力。大力加强滦河、武烈河

等几条主要河流的防污治理，加快城

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禁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最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专

项行动。加强以植树造林为重点的生

态建设工程，组成专业绿化队伍，对荒

山、荒坡等可绿化地带实行推进式造

林绿化。农村环境整治重点是大力推

进“四化五改”，促进村容村貌建设，发

展绿色有机农业，控制高毒、高残留农

药和化肥的使用，治理面源污染；城市

环境整治重点是解决脏、乱、差问题，

特别是中心城市，继续实施小街小巷、

社区物业的综合整治工程。

（作者系河北省承德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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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四新”演绎绿色精彩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对山区而言，如何实现山区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和森林植被保护、生态环

境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和相互促进，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有坚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探索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举措，山区经济发展才能速度越来越快、

脚步越走越稳。

经过多年实践，河北承德探索出了“树立新理念、确定新目标、开辟新路径、构建新体系”的“四新”绿色发展之路，并演绎出了难能可贵的“绿色”精彩。承德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环

境不仅是一种生产力，还是一种吸引力，更是山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要找准政策措施的切入点、推进科学发展的着力点、抓住生态建设的关键点，就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绿水青山也就能成为金山银山。

开展“四个专项行动”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 郑雪碧

本版编辑 刘松柏 本版摄影 梁世芳

图为当地菜农正在忙着采摘。据了解，承德县石灰窑乡绿色蔬菜基地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港澳蔬菜基地，占地 5000 亩，全年种植无公害菜心、芥

蓝、奶白菜等叶菜及瓜、豆类等 20余种蔬菜。

承德北接内蒙古，南连京津，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由于战
事连年、乱垦乱伐，这里原本良好的生
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内蒙古浑善
达克和科尔沁两大沙地迅速南侵。尽
管承德建设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将
森 林 覆 盖 率 在 1978 年 提 高 到 了
23.3%，但仍难以阻挡南侵的风沙。

面对严峻的生态形势和巨大的发
展压力，承德市决策者认为，生态环境
好坏不仅关系到自身利益，也直接关
系到京津地区的环境状况，承德必须
依托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林
业重点工程，着力开展山水林田路综
合治理。2000 年以来，该市森林覆盖
率以每年 1.4 个百分点的高速度递
增。到 2010 年拥有林地面积达 48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55.8%，初步建
成了滦潮河上游水源涵养林、沿边沿
坝防风固沙林、低山丘陵水保经济林
等五大防护林。

“既要为京津构筑生态屏障，又要
为当地建设绿色银行，用绿水青山孕
育金山银山，这是承德建设生态城市
实现绿色发展的新理念。”郑雪碧表
示，承德人民带着“把风沙挡在当地，
把净水送给京津”的决心和信念，在流
沙中植树、在荒漠上建房，创造了一个

“变荒原为林海、让沙漠成绿洲”的生
态奇迹。坐落在围场县的全国最大人
工林场——塞罕坝机械林场，林地面
积已由建场初期的 20 多万亩增加到
现在的 110 多万亩，活立木蓄积量由
40 多万立方米增加到 800 多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更是超过 80%，被誉为

“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
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目前，承德
市八县中已有5个县被定为“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并被国家列入“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试点地区”。全市森林资源
总资产达到 1216 亿元，相当于人均在

“绿色银行”存款 3.28 万元，每年的产
品与服务价值更是高达691亿元。

实践证明，承德市优良的生态环
境已成为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成
为资本涌动的“源头活水”。位于围场
县城西 50 公里的坝上小山村——燕
格柏乡燕上村，凭借良好的生态文化
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艺术节，并建
起了“黄岩国际艺术村”。据燕格柏乡
党委书记杨俊杰介绍，总投资 26.8 亿
元的燕格柏文化休闲产业园，现在已
有千松沟观光养殖园等 2 个项目投入
使用，带动起周边 7 个村发展乡村旅
游。农民王长宝高兴地说：“真没有想
到，这绿水青山能吸引这么多外地人

“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经济
发展的‘生命线’来看待，倍加珍惜、倍
加爱护几代人用心血换来的这片‘绿
色’。”郑雪碧强调说。

承德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加强风沙
源治理等工程，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项
目上马，努力打造华北地区负氧离子
最高、PM2.5最低的生态环境，打造国
际休闲旅游品牌。

承德地处山区，怎么发展？发展什
么？靠开发矿业可能有短期收益，但从
长远来看走不远、也走不通；而发挥承
德特有的生态和文化优势，打造国际休
闲旅游品牌，建设国际旅游城市才是最
好的选择。承德市的决策者们根据国
内外市场需求，把全市现有的旅游资
源，用现代的、休闲的配套项目包装起
来；把良好的森林、草原、温泉等生态资
源与现代健康产业、高端休闲项目融合
起来；把皇家文化、民俗文化与参与性
娱乐项目结合起来，围绕避暑山庄及外
八庙、坝上森林草原、金山岭长城三大

板块，强力打造休闲旅游品牌。今年，
承德市又实施了总投资达 845 亿元的
43个休闲旅游项目建设，重点抓好兴隆
将军国际健康城、丰宁京北第一草原嘉
年华基地、围场皇家体育休闲基地、金
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避暑文化产
业园等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重点转
向文化创意、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类旅
游产品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承德发挥独特
的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促进
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加上入选世
界文化遗产的避暑山庄及外八庙，这
些成为了承德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一
张张靓丽名片，也使承德成为享誉中
外的历史文化名城。2011 年，承德市
接待游客 1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120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 和
35%。到 2015 年，承德接待游客总数
将达 3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
300 亿元以上，初步成为多支撑、复合
型、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承德市立足生态优势和
有限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做长“产业
链条”，积极组织实施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清洁能源与节能技术等一批重
大科技项目，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水
平和科技含量。同时，承德以低碳经
济理念为指导，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
境相协调的新型现代产业化之路。
目前，全市已打造出食用菌等七大现
代农业产业集群，特别是食用菌产
业，每年为农民增收37亿元。

每到春秋时节，走进中国食用菌
之乡承德市平泉县，食用菌大棚到处
可见，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菇香。据了
解，平泉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创造出了大量
财富，实现了发展奇迹。目前，食用
菌生产遍布全县 291 个行政村，年产
值可达26亿元，占到当地农业总产值
的 52%。据平泉县委书记董正国介
绍，按照“以生态化思维抓食用菌生
产、以工业化思维抓产业链延伸”的

发展思路，平泉县不断加大对食用菌
废料的研究，形成了“刺槐林—食用
菌原料—食用菌—食用菌废弃物—
蛋白饲料—畜禽养殖—畜禽粪便—
沼气池—沼渣、沼液—还田作肥料”
的闭合式循环产业链，实现了生态与
产业的绿色发展和互促共赢。

抓住循环经济，就抓住了实现绿
色发展战略的“牛鼻子”。面对尾矿
库数量大的现状，承德市通过综合开
发利用，使大量的尾矿从以前的包袱
变为了现在新的发展资源和优势，从
而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贵重
金属提取以及新型建材、机械制造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全市新的经济
增长点。2011 年，平泉金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尾矿砂制砖厂，已年产
灰砂砖 1 亿块、生产加气块 20 万立
方米，可消耗尾矿砂 40 万立方米，可
实现产值 1.2 亿元，成为我国北方最
大的灰砂砖、加气块全自动环保无污
染绿色制造基地。

今年，承德县总投资 221 亿元的
22 个项目、平泉县总投资 252 亿元
的 20 个项目、隆化县总投资 160 亿
元的 25 个项目先后开工，这些新开
工项目大多集中在文化旅游、装备制
造、新型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目
前，该市已初步形成了以“一体两翼”
为产业格局的“经济航母”。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撑。郑雪碧
表示：“‘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产
抓拓展’，按照河北省提出的经济发展
战略和‘特色鲜明、后来居上’的发展要
求，承德市立足区位、交通、文化、生态、
资源等诸多优势，提出了优先发展文化
旅游服务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
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积极培育现代物
流、高新技术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
动承德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如今，承德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
键阶段。与发达地区相比，承德还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上，更反映
在思想、观念和软环境上。”郑雪碧说，
在开展“承德市情怎么看、承德发展怎
么干”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基础上，承
德面对加快发展与加速转型的双重任
务，确定了“323”发展战略。即，突出

“5+2”现代产业体系、中心城市和县城
建设、扶贫攻坚三项重点工作，壮大经
济实力；搭建产业聚集区和“五大集团”
两大发展平台，增强发展活力；构筑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和软环境三大战略支
撑，提升区域竞争力。

承德市还实施了“一体两翼”园
区发展战略。即，以承德市中心城区
为主体，以张百湾新兴产业示范区、
六沟新兴产业聚集区为两翼，打造承
德市中心区发展的产业支撑。承德
举全市之力，将这两个园区打造成为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示范基地、央企
京企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产业支
撑载体，为承德插上腾飞的翅膀。

金秋的河北省承德市，喜讯频
传。今年1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与
财 政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4% 和
16.9%，增速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文化旅游服务加快融合，总投资
1082亿元的43个文化休闲旅游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市共接待中外
游客145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3%和
25%⋯⋯由此，承德绿色发展迎来了
一片蓬勃发展的新天地。

“对于作为京津水源涵养地和
阻挡风沙屏障的承德市，加强生态
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也十分重要。”承德市委书记郑雪碧
介绍，近年来，承德在着力改善生态
环境建设中找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的最佳结合点，努力探索符合科
学发展观要求、具有承德特色的发
展道路，不仅建成了5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地区，还构建起8个国家级森林公
园，打造出旅游型乡镇72个、旅游型
村庄182个，使城乡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和

“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树立新理念

绿水青山，孕育“金山银山”

确定新目标

发挥优势，培育“国际品牌”

前来游玩。自从前年开起这个‘农家
乐’，每年最低收入都能有 10 万元，全
家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目前，承德
市“乡村旅游”迅速崛起，乡村游、民

俗游、观光游、采摘游成为休闲旅游
的重要形式，全市“乡村旅游”年接待
游客超过 26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5
亿多元。

采摘苹果的小游客。

开辟新路径

科技创新，做长“绿色链条”

构建新体系

调整结构，打造“经济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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