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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一增 一松一紧 一低一高

河北承德：为京津构筑“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政府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工作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关系

人民生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雾霾天气

范围扩大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是大

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

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下决心用硬

措施完成硬任务措施完成硬任务。。如何加强生态环如何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河北承德市委河北承德市委、、市政府的回答是市政府的回答是：：实实

施开放创新施开放创新、、绿色崛起战略绿色崛起战略，，以创建以创建

国家级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国家级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试验区为抓手展试验区为抓手，，强力推进转方式调强力推进转方式调

结构结构，，运用生态规律来指导建设美丽运用生态规律来指导建设美丽

幸福承德幸福承德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
GDP 增长，导致“财政数字向上涨、环
境指标往下掉”，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
承德市委书记郑雪碧说：“对承德这个欠
发达、总量小、实力弱的地区来讲，给
GDP 松绑，只能说质量效益的‘夹板’
更紧了，对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加
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更重了。”这“一
松一紧”，转变的不只是发展观念，更是
执政理念。

作为环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承德把生态建设提到“生命线”的高度，
不断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研究
建立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
机制，强化对绿色发展的刚性约束，打好
工业污染治理、燃煤削减、机动车尾气污
染治理、扬尘污染和油烟排放治理“五大
攻坚战”，持续增强为京津提供生态服务

的能力。
“根据各县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分

类考核评价，实施‘绿色考核体系’包括
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及成效、
民生工程、生态环境等主要指标。”承德
市 市 长 赵 风 楼 介 绍 ， 要 完 善 “ 绿 色
GDP”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善符合科学
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县和市直部门
以及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实行生态红线管
控制度，按照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合理确
定重点产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实施
更 加 严 格 的 生 态 功 能 区 产 业 环 境 准 入
标准。

“绿色考核体系”成为承德市委、市
政府在新起点上开放创新、绿色崛起的

“指挥棒”。郑雪碧说：“我们要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环保要求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壮大

带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高端、优质、
现代产业，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
山’，让百姓生活得更加殷实、更加幸
福。”

目前，承德每年平均向密云水库输水
4.7 亿立方米，占水库来水量的 56.7%；
向潘家口水库输水 17 亿立方米，占水库
来水量的 95%；2 万余平方公里的森林，
每 年 向 大 气 输 送 146 万 吨 清 洁 氧 气 。
2013 年 ， 执 行 新 考 核 体 系 ， 承 德 市 区
PM2.5 浓度年均值为每立方米 49 微克，
全年市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 43 天、二
级天数达 206 天，达标天数占全年总天数
的 68.2% ， 轻 度 污 染 天 数 85 天 、 占
23.3%，中度污染天数 25 天、占 6.9%，
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按空气质量从优到
劣排名，承德在京津冀 13 个城市中位居
前列。

“随着京津冀区域大范围雾霾天气的
频繁出现，我们的生态优势愈加凸显。
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摒弃单纯依靠资源
能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大力调整经 济 结 构 ， 坚 持 绿 色 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致力把能耗
降下来、把资源利用率提上去，实现产
业发展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承
德市委书记郑雪碧介绍，2013 年承德双
峰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开工，丰宁抽水蓄
能 电 站 开 工 建 设 ， 风 电 装 机 193 万 千
瓦、木煤产量 45 万吨，整合减少矿山
企业 69 家，实施尾矿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 52 个。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下，要把
生态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一定要降低耗能，提高资源利用率。承德
市市长赵风楼说：“承德作为全省唯一的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列入国家资源型
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全国老工业基地改
造规划，编制完成 《承德市国家级清洁能

源产业基地建设规划》，被列为全省新能
源示范城市。力争到 2020 年，把承德建
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循环经济发达的生
态文明城市”。

“近年来，承德不断强化绿色发展的
刚性约束，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资源转
化变现的有效途径。”赵风楼介绍，按照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
发展思路，以低碳、循环、绿色经济理念
为指导，以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效
益的绿色产品为目标，坚持产业培育与循
环利用同时发展，重点发展高端旅游服
务、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清洁能
源、新材料、食品药品加工、现代物流、
文化创意等产业。

生态让承德“多赢”。在产业培育
中，承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的思路，把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培育与循环利用同时
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业链条，
特别是食品药品加工业实现了一、二、三

产业的有机衔接，打造出中草药、山杏、
山楂、食用菌等产业集群。

走进“中国食用菌之乡”——平泉
县，空气中弥漫着菇香。平泉县食用菌的
发展，是承德市确立“生态立省”发展路
径的一个样本。据了解，平泉发展食用菌
产业，创造出了大量财富。目前，全县已
有食用菌原料林 78 万亩，食用菌生产遍
布全县 291 个行政村，年生产食用菌总量
4 亿盘 （袋）、产值达 35 亿元，占当地农
业产值的 60%，被评为“中国产业聚群
品牌 50强”之一。

像平泉发展食用菌的特色县还有承德
县、宽城县。目前，承德市年生产食用菌
已达 7.5 亿盘 （袋）、创产值 60 亿元。该
市还不断加大食用菌废料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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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池—
沼渣沼液—还田作肥料”闭合式循环产业
链，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赢，去年成功申报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握好发展指挥棒

产业发展生态化

去年 11 月 24 日，为压减过剩产能、
转型发展，河北钢铁集团承钢公司厂区内
的一处 40 万吨炼钢转炉系统开始拆除。3
年来，承德禁止各类污染项目 1000 多
个，关停中小企业 400多家。承德市委书
记郑雪碧说：“经济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必须把过剩产能、单位能耗、污
染排放减下来，将城市‘绿’增上去，让
承德天蓝、地绿、水净、气爽、城美。”
到 “ 十 二 五 ” 期 末 ， 承 德 林 地 面 积 达
356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60%，成
为华北地区负氧离子最高、PM2.5最低的
生态文明地区。

“发展经济是我们的目标，打造绿水
青山同样重要，我们所追求的是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 GDP。”承德市委、市政府认
为，承德是环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功能
区，肩负着为京津阻沙源、蓄水源的重要
任务。生态建设不仅关系到自身利益，也
直接关系到京津生态安全。为此，承德既
要建设“绿色银行”，又要为京津构筑

“生态屏障”，运用生态规律指导经济活
动，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发展
之路。

2003 年，承德生态建设迎来了重大
转机。承德市市长赵风楼介绍说，承德在
河北省率先启动生态市建设，明确提出

“经济投入和环境投入同步加大、集约开
发和资源保护同步推进、发展水平和环境
质量同步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
放大”的方针，并编制了 《承德生态文明
建设规划大纲》，根据区域生态功能，将
辖区划分为 2 个生态区、6 个生态亚区和
27 个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

10 年来，承德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
划，实施了生态防护林建设、污染源治
理、节水体系建设、生态产业发展和生态
环境整治修复等 10 个方面 256 个工程项
目，总投资 296.3 亿元，建起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5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9 个，建成
国家级森林公园 7 个、省级森林公园 10

个 ， 发 展 旅 游 乡 镇 72 个 、 旅 游 村 182
个。全市有林地面积 3310 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 55.8%，2 万余平方公里的森林，
每年“输送”146 万吨清洁氧气，被誉为

“天然氧吧”、“华北绿肺”；全市水资源总
量达 37.6 亿立方米，被环保部列为全国
18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之一。

让绿色延伸到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近
年来，承德在城区实施滨水新城、景观打
造、滦河水景观建设等重点环境美化创建
工程，按照“有山有水、真山真水、显山
露水、美山扩水”的建设思路，在城区周
边规划建设了佟山、罗汉山、富丽等 48
处山体生态文化主题公园，建成橡胶坝
73 道、形成水面面积 1092 平方米，形成
湖光山色美景。

污染减少了，绿色增加了，城乡更美
了。在“2012 绿动中国”活动中，承德
被评为“绿色城市”，去年共接待游客
24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90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2.6%和 31%。

绿满城乡皆风景
承德是环京津地区的重

要生态功能区，肩负着为京

津阻沙源、蓄水源的重要任

务。经济发展决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必须把过剩产

能、单位能耗、污染排放减

下来，将城市“绿”增上

去，让承德天蓝、地绿、水

净、气爽、城美

“

对承德这个欠发达、总

量小、实力弱的地区来讲，

给 GDP 松绑，只能说质量

效益的“夹板”更紧了，对

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更

重了。这“一松一紧”，转

变的不只是发展观念，更是

执政理念

“

把生态建设贯穿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必须彻

底摒弃单纯依靠资源能源消

耗的发展模式，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

构，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致力把能耗

降下来、把资源利用率提上

去，实现产业发展生态化，

打造绿色增长极

“

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如何实

现山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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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作为京

津水源涵养地和阻挡风沙屏障，立足“八山一水一

分田”，实施“开放创新、绿色崛起”发展战略，闯出

了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之路，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赢”，成为一座

魅力无限的“绿色城市”。承德的做法和经验值得肯定

和关注。

绿色崛起担起的是一种责任。位于京津上风上水的

河北承德，实施“开放创新、绿色崛起”战略，不仅关

系到承德自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京津生态安全与保

障；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京津建绿色

屏障的任务。承德市委、市政府把生态建设提到“生命

线”的高度，怀着“把风沙阻在承德、把净水送给京

津”的情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态建设之中，依托

“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

点工程，不仅为京津建起了“绿色屏障”，还为当地建

起了“绿色银行”。森林资源总资产达 1216 亿元，相当

于人均存款 3.28 万元；力争建成华北地区负氧离子最

高、PM2.5 最低、生态环境最优的城市，承德的这种责

任感令人敬佩。

绿色崛起转变的是一个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任务仍然艰巨，需要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

进，努力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壮大带动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高端、优质、现代产业，进一步

促进城乡面貌发生深层次变化。在新的起点上，承德以

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试验区为抓

手，强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运用生态规律指导经济发

展，实现“一减一增、一松一紧、一低一高”的转变。

这一转变转出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坚信承德的绿色低

碳节能环保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宽。

绿色崛起破解的是一道时代难题。当前，雾霾天气

不断出现，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

式亮起的红灯。为此，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

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承德市

委、市政府强力实施了“开放创新、绿色崛起”发展战

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把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

把生态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绿色增长极，实现生产发

展、生态保护和生活富裕的“共赢”。

（作者系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教研室主任）

连 线

开放创新 绿色崛起
刘来福

图 说

美丽的坝上风光。

一座彩虹桥飞架在美丽的承德武烈河上。

河北承德市区街景。

河北承德市一角河北承德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