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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区沿京藏高速一路向西
北行驶，穿过蜿蜒山路，就到了有北京
夏都美誉的延庆县。作为首都生态文
明成果的展示窗口，良好的环境为延庆
带来了机遇和人气，林下经济、旅游休
闲、籽种农业持续发展，生态景观化、大
地园林化，呈现出“美丽延庆——北京
画廊”的景致。

河北怀来、赤城与北京延庆接壤，境
内的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与北京直
接相连。10 多年来，三地将山连山相邻
的 13 个乡镇、5 个友邻单位划为重点区
域，并成立联防委员会，定期交流经验、
通报工作。

延庆和怀来同处延怀盆地，是京津
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区域。多年

来，两地在森林防火联防、社会治理联
动、进京交通整治、有机农业种植、生态
环境共建、干部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了
广泛深入的合作。

如今，同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的两地，执行着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准
入制度和产业发展标准，通过实施官厅
水库绿化、河道治理、湿地涵养等工程建

设，使“延怀河谷”成为京津冀水源涵养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

2014 年夏季，世界葡萄大会在北京
延庆召开，延庆和张家口市怀来县共同
发布“延怀河谷”葡萄和葡萄酒产业规
划，一颗葡萄串起京冀两地的产业协同
和生态协同。

“延怀河谷”包括北京市延庆县、河
北省怀来县 27 个乡镇，约 2000 平方公
里，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官厅水库一水中
流，具有十分明显的河谷特征。为实现
产区共建的美好蓝图，延庆和怀来按照

“规划同编、资源共享、产业融合、人才互
动、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立
足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现错位
发展、互利共赢。

在北京的东北角，生态协同已成为
北京密云与河北承德共同的选择。承德
是京津地区的重要水源地，今年初承德在
提高森林覆盖率、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的同
时，提出有效控制用水总量、进一步提高
用水效率、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目标，
全力打造“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水源保护区占全县面积四分之三的
密云，是北京唯一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
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密云正与承德进行
流域治理的密切合作，为首都的“青山绿
水”保驾护航。经过生态建设和环境整
治 ，密 云 县 的 林 木 生 态 覆 盖 率 达 到
78.8%，形成了生态促发展、发展促生态
的良性循环。

京冀共筑首都“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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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举高、通讯员张树

军 王英军报道：今年以来，河北张北县
继续把造林绿化作为全县的“一号工程”
来抓，实施完成 12.9 万亩林业生态建设
工程，全力打造京津生态涵养区。

地处京津上风上水的张北县因受气
候、地质等诸多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曾经
十分脆弱。近些年来，张北始终坚持把
植树造林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

段，组织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
耕还林荒山匹配等重点生态工程，使全
县林业用地面积达到 183 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 26.4%。2015 年，该县以建设京
津生态涵养区为目标，按照“规模实施、
整合财力、市场运作、全程管理”的原则，
全力开展生态绿化工程，进一步升级京
津生态屏障。

张北县按照“一心两带三网多点”的

造林规划，确定 12.9 万亩林业生态建设
任务，分成 8 个标段进行拉网式建设，相
继实施了 8.5 万亩退化林分改造工程，实
现社会造林 1.7 万亩，一体化建设 1.2 万
亩，补植补造 1 万亩，新建果品基地 0.5
万亩。

张北县实施退化林分改造工程，通
过市场化方式引进生态修复企业亿利集
团，推陈出新采用乔灌木结合的树种配

置方式，栽植大量的沙棘、樟子松造林绿
化防风固沙。张北还积极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造林工作，引进黑龙江伊蓝生物科
技公司投资实施了蓝靛果种植项目，推
进欧李种植项目，建设志愿林。

张北县还通过科学的管护用机制巩
固绿化成果，抽调林业局、乡镇、村相关
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组，对实施的每条道
路、每座山逐块逐段进行实地勘测、详细
设计。在种植过程中，对挖坑、苗木选
取、栽植实行全过程管理，提升了种植质
量。县林业局副局长王进焕说，在造林
过程中，张北坚持高规格设计、高规范招
标、高质量种植、高水平管护、全过程管
理，确保种一株活一棵。

河北张北绿化工程涵养京津生态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江茜报道：近日，重庆
市通过《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
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17年，云计算产
业链基本完善，形成安全保障有力，服务创新、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协同推进的云计算产业，要形成 30 万台服务
器的运营支撑能力并实现充分运用；打造 3 至 5 个特色
鲜明、具有一定规模的云计算增值应用园区；引进和培养
10 家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行业龙头企业，500 家行业应
用和服务企业，1000 名云计算中高端人才；以云计算产
业为重点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 1000
亿元，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应用示范
成效显著，基础设施不断优化。

同时，重庆将不断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
支撑能力，积极鼓励云计算服务的推广应用。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从广东省公安
厅举行的广东省户籍改革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广东省政府日前正式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我省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在广东省范围内取消农业、
非农业以及其他所有户口性质划分，统一
登记为广东省居民户口，实行城乡户籍

“一元化”登记管理。
根据《实施意见》，广东省将进一步调

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
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部分地级市落户
限制，逐步调整珠三角部分城市入户政
策，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实施意
见》在政策调整上明确了广东省内城市的
人口准入条件，细化了全省 21 个地级以
上市的基本落户条件。

广东省提出该政策优先服务民生与
人才引进，把解决流动人口存量问题作为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通过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加快解决省内流动人口存量。广东
省公安厅户政处处长黄成龙介绍，广东省
现有流动人口 3495 万人，其中来自省外
2433 万人，居住 5 年以上的 552 万。广东
省将通过放宽直系亲属投靠；放宽大专以
上（含大专）学历毕业生及技能人才、特殊
专业人才入户；放宽集体户口设置条件，
允许亲友搭户等具体政策措施，着重解决

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产业
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长期从事
特殊艰苦行业的人员落户。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年，广
东省将实现 1300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广东省城镇落户。根
据测算，从 2014 年至 2020 年 7 年间，广
东省平均每年吸纳约 100 万外省农业人
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广东省城镇。

广东实行城乡户籍“一元化”登记管理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7 月初的一天，记者在距离
辽宁铁岭市区 12 公里的铁岭县
种 畜 场 砟 窑 沟 村 的 “ 开 心 农
场”，见到许多铁岭市民正在自
家菜地里忙碌。

72 岁的退休干部林长本边
施肥边对记者说：“你看我的蔬
菜长得多好，大蒜，芹菜、土
豆 、 芸 豆 、 辣 椒 有 10 多 个 品
种，使用的都是有机肥料，等长
好了收回家吃，这才是绿色生态
的生活。”

这个由一块块小菜地组成的
“开心农场”共有 50 亩，是铁岭
市第一个家庭式生态农业种植观
光园。放眼望去，一条藤编长廊
将土地分成两块，每块土地又被
小栅栏分割成一块块菜地，并被
标上编码。小菜地上都立着标
牌，上面写着“闺蜜菜园”、“家
庭菜园”、“夕阳红菜园”⋯⋯

去年冬天，砟窑沟村的驻村
干部和村干部们一起商议怎样才
能盘活村里的集体资产，带动村
民增收。村党支部书记李玉凤等
村干部提出以“开心农场”的方
式将地租给城里人来种菜，这个
想法一提出就得到大家的认可。
李玉凤等村干部还自费去山西学
习考察。

回来后，李玉凤立即和村民
着手建设“开心农场”，并迅速开
启土地流转工作。今年初，砟窑
沟村的“开心农场”迎来了铁岭市
民，成为全市第一个家庭式生态农业种植观光园，第一期
推出的 50 亩、200 个地块，迅速被预订一空。“眼前的菜
地都被城里人认领了。城里人每周都来，带着家人或朋
友，把种地当成休闲劳动。”李玉凤说。

砟窑沟村的“开心农场”全部来自土地流转，提供
土地的村民可以获得每亩地每年 1000 元的租金，同时
村民加入合作社，还可在农场里参与种植，获得劳动报
酬。“现在农场有自种和托管两种模式供市民选择，因
为大部分市民工作比较忙，选托管的比较多，把土地租
出去的农民可以再回到这里打工，有了原来 2 倍的收
入。”李玉凤说。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未来还将推出 4 个精
品农家乐，以后来这里‘种地’的市民，中午还能尝到
地道的农家饭菜。”李玉凤介绍道。

砟窑沟村的

﹃
开心农场

﹄

本报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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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加快云计算创新发展
到 2017年产业链基本完善

7月 1日拍摄的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中亭河段。

2007 年起，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先后实施雨水收集、水源注入、清理周边村镇生活

垃圾等措施，加快生态恢复。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主城区，原有工业项目又
全部退城进园，立足实际，开发区坚定不移地把现代服
务业作为区域经济的主攻方向，积极培育服务业增长
点，以服务业大项目拉开产业大格局，着力打造总部经
济、服务外包产业、科技服务产业三大行业标杆，助力
经济“撑杆跳”。

总部经济立起发展标杆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府前街金融聚集区目前已有浦
发等 10 家银行正常运营，中国银行东城支行等 7 家银行
正在装修，中华联合保险、中国人寿等 50 余家金融机构
入驻，现有和准备入驻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百余家，成
为全市重要的总部经济聚集区。

今年以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城市建设新标志”定位目标，“向
蓝天要空间，向空间要效益”，合理布局、完善功能、提档升级、突出特色，通
过政府引导力、市场运作力、企业参与力这“三力合一”，在全市率先走出了
一条产城融合一体化、城市功能高端化的城市建设新路径：高楼大厦林立，
医疗商务普及。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产业链条上下游产品本地配套原则，制定主
导产业招商目录，梳理出了一批国际、国内行业位次靠前的龙头企业、知名
企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不但为开发区服务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一批批
个头大、实力强的企业总部纷至沓来。府前街金融聚集区规划布局超过70米
的高层建筑 40 栋，在建项目 17 个，竣工 6 个。万达产业基地项目、天泰广成
等项目入驻莒州路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服务外包挺起经济脊梁

近年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度重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着力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如今，服务外包产业在开发区已
从“不起眼”成长到“夺人眼球”。

政府是启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引擎。近年来，开发区就出台鼓励扶
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在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企业用地等方面
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便利，加大扶持力度，出台优惠政策，服务外包产业发
展驶上快车道。

积极推进软件园区运营发展，目前软件园已签约入驻企业 110 家，登

记从业人员 2800 余人。预计上半年园区企业将实现产
值 4.72 亿元，利税 7890 万元。共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42
份，合同总额 1499.04 万美元，完成执行总额 1285.91 万
美元。重点培育了华网智能、天元信息、海明威科技、万
洲科技 4 家企业作为新三板上市后备企业，其中华网智
能已于 2 月中旬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软件园被山
东省列为“山东省智慧园区建设试点”。截至目前，软件
园现有双软企业 29家，科技型企业 16家，高新技术企业
8 家，园区企业累计拥有软件著作权、软件产品和专利
371项。

科技服务叫响产业品牌

由原料进口到技术出口，方圆集团实现了从产品到
服务的华丽嬗变。自主研发的“氧气底吹熔炼多金属捕集技术”是世界上
先进的铜冶炼技术，目前，已成功为智利国营铜业公司、中国黄金集团等十
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形成了以冶炼加工为基础，信息服务、技术外包等
多业并举、联拓联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科技服务换来“真金白银”。仅技
术服务出口，年可创造利润近亿元，通过开展技术合作，每年可节约成本
15%以上。为使科技服务系统化、产业化，方圆公司上马总投资 30 亿元的
技术装备及示范生产基地项目，专业从事高端技术、装备的研发集成和推
广输出，预计新增销售收入 134亿元。

如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方兴未艾：胜动集团全
国分布式燃气发电产业成套技术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85%；胜利高原公司
油水井钻套管热处理技术远销美国、加拿大等 15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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