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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

河北赋予大运河文化带新内涵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 英

京杭大运河河北

段上连京津、下接鲁

豫，河北省努力抓好

遗产保护传承，深入

挖掘文化内涵，扎实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河

北段建设，一条多彩

的景观带逐步形成，

沿岸群众生活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节点，河北段
大运河上连京津、下接鲁豫，独具北方
特色。近年来，河北各地各部门坚持保
护、传承、利用相结合，不断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努力抓好遗产保护传
承，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扎实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河北段建设。

保护——

加强生态修复，改善人居环境

春光明媚，在沧州市清池南大道与
九河路交叉口附近的沧州大运河生态修
复与环境卫生整治工程展示区，每天都
有很多市民来这里晨跑、散步。

2018 年国庆节，这项占地面积约
1200 亩、总投资近 1970 万元的大运河
生态修复与环境卫生整治工程展示区正
式对外开放。工程在保留原有树木和地
形地貌的基础上，利用运河清淤工程堆
积的土方，因势利导打造场地微地形，
展示区整体草皮铺设面积约825亩，成
为广大市民休憩闲游的好去处。

近年来，沧州市启动实施大运河城
区生态修复和环境卫生整治工程，运河
沿线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提升。

位于大运河畔的东光县氧生园运动
休闲森林公园，目前已形成绵延20公里
的绿色长廊；在吴桥县桑园镇大辛村，
以运河文化为依托，总投资18.5亿元的
吴桥杂技山水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
中……

作为河北省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
城市，沧州市按照把大运河沧州段打造
成“中国大运河文化重要的承载地”目
标，着力将域内大运河沿线打造成一条
自然、富氧、舒适的景观带。目前，沧
州市全力推进大运河沿线绿化工程，着
力构建“林水相依、绿廊相连、绿块相
嵌”的大运河绿色长廊。根据沿线林业
现有基础和特色资源，沿大运河河道

（不含城区段） 建设宽度不低于2000米
的绿廊，随着植树造林力度加大，一个
个森林公园、家庭林场、采摘园、生态
休闲园正在“破土而出”。

持续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运
河人文与生态面貌焕然一新，一条丰富

多彩的景观带逐步形成，沿岸群众的生
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廊坊与京津同步治理北运河，成效
显著。香河已完成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并
对外开放，新增绿化面积约 24 万平方
米。”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有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推
进，由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与香河县
合作建设的北运河香河段生态综合整治
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下一步将加快推
进生态驳岸、安运桥核心区景观、滨水
景观带等工程建设并启动二期工程建
设。邢台市则开展油坊码头及险工维修
保护，恢复了明清时期油坊码头面貌。

传承——

抓好遗产保护，梳理历史文脉

大运河河北段遗产分布广泛，体量
巨大，多样复杂，文化价值高。因此，
河北省大运河沿线各部门积极行动，以
大运河文化遗产为载体，以其承载的文
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为核心，梳理历史文
脉，对运河文化遗产实施生产性保护、
创新性发展。

为了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加
大研究保护力度，河北省组织开展了运
河非遗资源调查，已发现大量属于运河
的各类文化遗存，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13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5
项、市级非遗项目100项、县级非遗项
目349项。

据介绍，目前许多非遗项目正积极

实施生产性保护、创新性开发。衡水市
通过“记住乡愁、农耕记忆、漕运印象、非
遗表演、码头名人”等主题活动，充分挖掘
运河漕运文化、民俗文化；邯郸市绘制了
邯郸市运河“文化地图”，建起了邯郸运河
信息“电子档案”，并且全面细致摸排
141.8公里的河道文化遗产，梳理出大运
河历史概况及沿线文物遗存、名村名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语典故、诗词歌赋等
基本情况，整理编印了《邯郸大运河》资
料汇编。

据悉，河北省还将进一步加强大运
河 （河北段） 文化带文物考古保护。目
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
施规划》 已编制完成，启动了邢台段、

邯郸段以及大清河文物资源调查，加强
了文物安全管理；并将继续开展隋唐运
河、大清河流域考古调查，开展有关河
道、堤防、码头、设施等遗址考古。

“河北省文物局已与山东省文物局就
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遗产区保护
工作形成了省际部门会商机制。接下
来，将充分利用遥感等现代化技术，采
集河北段运河及相关遗存信息数据，建
立较为完备的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库，纳
入河北省文物数字化平台。”河北省文物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还将积极建立健全
文物保护和河道管护长效机制。

利用——

谋划产业项目，推进文旅融合

在不断改善运河两岸生态环境的同
时，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乡村
振兴战略不断深入推进，河北省大运河
沿线城市积极谋划产业项目，不断建设
高质量精品工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
合，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取得新进展。

依托运河历史文化，沧州市在运河
区规划了小南门商业区，积极谋划大运
河两岸的泊头、南皮、东光、吴桥等产
业项目；廊坊市香河县编制了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按照以点连线原则，进一步
打造串连千亩紫薇园、文化艺术中心、
荷花小镇等精品景观旅游线路，实现运
河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和美丽乡村游有
机结合，北运河生态文化体验带正在成
为香河旅游新亮点。此外，邯郸不断推
进漳河文化园区等多个文化产业项目，
邢台市则积极谋划了贝州古镇项目和运
河水镇项目，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涵，
打造亮丽文旅名片。

漕运文化、水利文化、船舶文化、
商事文化、名人传说、非遗技艺……河
北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北将继
续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
资源，不仅以运河流经河北省的主要城
镇为重要节点，加强文物古迹、运河遗
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还要
注重呈现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鼓励和引导沿岸城市，依托大运河特色
文化资源举办历史文化体验和民俗节庆
活动，叫响“美丽河北·运河风韵”
品牌。

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在河北
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创新方式方法、调动
各方力量努力建设下，河北段大运河的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正在高质量推进，一
条山青、树绿、水清的亮丽大运河风景
线正逐步呈现。

广东佛山南海区作为产业重镇，正踏
上“三旧”改造新征程——向存量土地要
产业发展空间。日前，南海举行城市更新
工作大会暨2019年度项目投资推介会，
发布解读新修订的《佛山市南海区城市更
新（“三旧”改造）实施办法》，并推介205
个项目，共5.06万亩。

南海自 2007 年开始实施“三旧”改
造，2014 年 8 月份成为广东省新一轮深
化“三旧”改造综合试点，截至2018年底，
南海区已认定“三旧”改造项目 17.08 万
亩，实施改造项目774个，涉及土地面积
超 5.27 万亩，改造规模在全市乃至全省
均名列前茅，连续7年获得佛山市“三旧”
改造考核一等奖。

2018 年，南海共引入超亿元项目
166个，计划投资总额1170亿元，同比增
长13%。“两高四新”各个产业领域均有龙
头项目或国家级平台进驻，初步形成较强
的“虹吸效应”：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09 亿元，同比增长 6.2%，地区综合实
力连续 5 年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百强区

第 2名。
随着“三旧”改造进入深水区，城市更

新工作遇到瓶颈，改造比例失衡问题突
出，南海的政策红利优势正逐渐弱化。南
海迫切需要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掀起

“三旧”改造新高潮，通过空间格局再造，
为南海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基于此，南海对2015 年开始实施的
“三旧”改造政策主文件实行了升级，推出
了《佛山市南海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
实施办法》。《办法》除了落实上级政策的
规定性内容，还立足于南海自身发展，城
市更新整体利益平衡，推出了联动改造、
混合开发、土地置换、片区统筹整备、建筑
面积认定及补偿标准、转移容积等创新性
举措，其中联动改造、混合开发、片区统筹
整备等为全省首创。例如，《办法》在提
出“工改居”的同时，要挂钩一定比例的工
业提升项目。“村级工业园改造目标不是
从旧厂房到新厂房，也不是旧园区到新园
区，根本目标是建设一个将城市开发、房
地产开发、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创新创业

为一体的创客新都市。不能用‘打补丁’
的思维去推动村级工业园改造，要整体统
筹，连片开发。”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黄志豪说。为了加快连片成片改造，
平衡不同改造方的利益，带动各方参与改
造的积极性，《办法》允许并鼓励实施跨性
质、跨用途、跨空间的混合开发模式推动
连片改造。

作为南海区城市更新工作的年度盛
事，2019 年度城市更新项目投资推介会
共推介项目205项，5.06万亩。其中，工
业类 60 项，占地 19408 亩。今年的推介
会首次将旧村改造项目纳入重点推介范
围 ，共 推 介 旧 村 改 造 项 目 8 个（面 积
4547.87 亩），通过加大投资推介力度进
一步掀起整村改造新高潮，推动旧村改造
驶入快车道。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南海区产业
用地供需平台”，打通供需两端信息服务
渠道，打破产业用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壁
垒，让政府、企业、村集体利用新平台，寻
获新商机，赢得新发展，加快促进项目落

地，推动南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海区致力于推进企业投资

便利化，本次推介会上发布了《佛山市南
海区工程建设领域深化改革流程再造工
作方案》解读，将通过扩大模拟审批范围、
推行标准地建设、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数
据资源共享、完善区镇联动等措施进一步
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减轻
企业负担，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
投产。

在此次项目推介会上，对东华软件华
南区（大湾区）总部项目、全影汇 VR 总
部、夏北永胜旧村改造、保利良溪广场、海
逸新经济小镇、本嘉新材料项目、“联东U
谷·西樵国际企业港”项目、翰盈科技工业
城、首创禧悦台、沥中工业二区（一期）、中
国中药健康产业园共11个项目实行现场
签约，涉及用地面积超1700亩，计划总投
资额超400亿元。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表示，通过重大项
目的签约，进一步展现南海区位、空间、产
业和生态等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

广东佛山南海区打造“三旧”改造升级版——

向 存 量 土 地 要 产 业 发 展 空 间
本报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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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构筑环首都、环雄安绿色生态屏障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为强化进口食品安全监
管，深圳海关持续推进“进口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据
深圳海关对外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海关
共抽检 3727 件进口食品样品，完成检测项目 5.6 万项
次，检出安全项目不合格且未批准入境的食品 42 批，
共计83.9吨。对检出的不合格进口食品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处置，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我国市场。

为保障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丰富、放心、安全的进
口食品，深圳海关坚持源头治理，严把对华出口食品国
家和地区“准入关”、境外输华食品生产企业“注册
关”、输华食品进出口商“备案关”三道关。对未获得
准入资格的国外食品，一律禁止进口。同时，加强进口
食品检验，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我国市场，对发现微生
物不合格、食品添加剂不合格、污染物不合格、品质不
合格等检验不合格食品一律予以销毁或退运。

强化安全监管

深圳海关严把进口食品“三道关”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通讯员曹海琳报道：辽宁沈
阳市沈北新区对企业审批需求做到快速响应，专门开出
了“移动审批车”。

狮子王农业公司负责人没想到拨打一个电话，政
府的服务就上门了——沈北新区营商局审批大厅工作
人员魏勇韬随“移动审批车”到企业现场踏勘，利用
车载设备现场打印，为企业完成了粮食收购许可证换
证办理。

2018年以来，沈北新区以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为目
标，始终站在企业和群众的视角开展审批便民服务，不
断尝试把办事窗口延伸至企业。首批推出25项“零公
里服务”举措，涵盖了工商、公安、发改等11大类审
批业务，企业群众办事升级为“一次也不用跑”。其
中，18项服务通过“指尖政务”“掌上办事”可实现网
上登记和申请，相关证件通过快递送达。其余7项服务
需要踏勘审批的，则实行上门服务，带有互联网、打印
设备的移动服务办公车将直接开进企业现场，踏勘合格
即可现场发证。

推出25项举措

辽宁沈北新区开出“移动审批车”

位于青岛平度市南村镇
的永芳源公司是青岛市一家
农产品加工“隐形冠军”，年
出口创汇 1 亿美元，公司总
经理王勇同时也是青岛市泡
菜协会会长，他对泡菜产业
了如指掌：“平度的泡菜出口
量占全国60%以上。”

王勇简单介绍了泡菜的
制作工艺，原材料除了白菜、
辣椒，还有苹果、梨、葱、姜、
蒜、韭菜等。“这些原材料在
家门口基本都可获取，且平
度靠近青岛港口，进出口方
便，这也是平度泡菜生产企
业较多的原因。”

作为青岛乡村振兴的主
战场、主阵地，平度如何推动
产业振兴，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农业产业的出路在现代
农业与产业融合，必须不断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平度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平度将靶向目标
瞄准了农产品深加工和出口
这一重要环节。

据了解，目前平度已培
育青岛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82家，数量占青岛
市的27%。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达 582 家，其中销
售收入过亿元的有19家，农
产品加工业年产值位列全国
同类县市前列，出口产品遍
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
口额约 7 亿美元，主要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70%。

在青岛天祥食品集团产业园内，一箱箱出口韩国的
辣椒制品正等待装车出口。“企业年产辣椒制品2万吨，
年可储存食用植物油3万吨，国家标准粮食储备库可储
存粮食7万吨，去年全年进出口额达6000余万美元。”青
岛天祥食品集团总经理于强介绍，企业年加工转化农产
品14.5万余吨，带动农户13.6万户，扩展农产品种植面
积42万亩。

与南村镇相隔不远的仁兆蔬菜小镇是青岛市首批
10 个外贸品牌小镇，全镇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96
家，家庭农场11家，农民创业园、农业示范园区23家，蔬
菜企业30余家，每年助农增收3.5亿元。蔬菜和加工产
品出口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蔬菜
产品出口创汇1.4亿美元，占整个青岛市蔬菜出口的三
分之一。

除了菜、粮、油，平度的“草”也成了出口的“金条
条”。草编产业是新河镇的支柱产业，全镇拥有大小草编
企业200多家，如今的新河镇已成为“世界工厂”，编包、
草帽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据统计，新河草编制品
基本上全部出口，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出口额达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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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毗邻河北雄安新区
的河北廊坊霸州市近日采购约 300 万
株苗木，开展规模化植树造林，打造
与雄安新区零梯度对接、无差异连贯
的生态过渡带。按照计划，霸州今春
将新造林4.6万亩。这是廊坊市打造的
环首都、环雄安绿色生态屏障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为打造环首都、环雄安等区域绿色
生态屏障，廊坊在去年造林28万亩基础
上，今年将实施多项重点绿化工程，造林

50万亩。在首都环线高速（密涿高速廊
坊段）两侧，廊坊将按照每侧绿化宽度不
低于200米的标准造林，与北京段实现
零梯度对接。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雄安新区边界地区，廊坊将持续扩
大万亩秀林规模，完成3处以上、每处5
万亩以上多功能、高品质生态林建设，形
成三大界域生态隔离带核心区。每个县

（市、区）至少形成一处2万亩以上优质
秀林，形成县域生态隔离带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