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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书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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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河北沙河市鸿昇玻璃有限公司的光伏

电子玻璃生产线。

赵永辉摄（中经视觉）

图② 游客在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

的老君顶景区体验漂流。

曹建雄摄（中经视觉）

图③ 河北白洋淀内的村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②②

③③

①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在“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不断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大力推动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开辟发

展新境界，推动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再上

新台阶。

生态环境新变化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林海滴翠，百花烂

漫，这片“美丽高岭”筑起一道绿色长城，成

为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

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海”，从茫茫荒原到生

态宝地，几代塞罕坝林场人伏冰卧雪、艰苦奋

斗铸就的塞罕坝精神是河北推进绿色发展的重

要法宝。

在被誉为“华北之肾”的白洋淀，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当地曾遭遇“口渴”、污染等问题。

如今的白洋淀水面波光粼粼，鸟儿飞回、鱼儿

重现、生物多样、水清岸绿，水质从 2017 年的

劣Ⅴ类提升到Ⅲ类，跻身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野生鸟类增加到 237 种。

盛夏时节，乘小艇在白洋淀边的王家寨码

头上岸，一座集装箱大小的污水处理装置映入

眼帘。王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说，这座可移

动式污水处理装置日处理量达 80 吨，处理后的

尾水水质优于河北省一级 A 污水排放标准，可通

过 压 力 泵 导 排 到 淀 区 之 外 ， 用 于 绿 化 和 农 业

灌溉。

10 年来，河北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

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蓝 天 保 卫 战 取 得 新 胜 利 。 2013 年 至 2021

年，河北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由 104 微

克/立 方 米 下 降 到 38.8 微 克/立 方 米 ， 下 降

62.7%；优良天数由 149 天增加到 269 天，重污染

天数由 73 天减少到 9 天。2022 年 1 月份至 6 月

份，河北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9%，优良天

数比 2021 年同期增加 5 天。

碧水保卫战取得新突破。2021 年，地表水

国考断面优良比例提高到 73%，同比上升 10.7 个

百分点，比 2015 年提高 33.8 个百分点，劣Ⅴ类

断面全部消除。2022 年 1 月份至 5 月份，河北国

考断面优良比例 77.9%，同比再提升 15.6 个百分

点，12 条国考入海河流全部达到Ⅳ类及以上水

质标准，秦皇岛湾北戴河段被生态环境部评选

为全国首批 4 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之一。

净土保卫战取得新进展。全面完成土壤污

染 详 查 和 耕 地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类 别 划 分 ， 河 北

2236 个污染地块全部纳入重点监管，受污染耕

地和建设用地 100%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

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5%。

生态修复保护取得新成果。河北完成“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其中，兴隆县、

井陉县等 9 个县 （市、区） 被

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 示 范 区 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乡村振兴新突破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麻纸做窗，到

处透风。”保定市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

宗秀说。现在，骆驼湾村已矗立起一栋

栋青砖灰瓦的太行特色新民居，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950 元达到

2021 年 的 17480 元 。 在 骆 驼 湾 村 口 ，

乡亲们立起“我们过上了好日子”8

个大字。

骆驼湾村所在的阜平县地处太

行深山区，山场面积 326 万亩，占

总面积的 87%，耕地面积仅 21.9 万

亩，人均 0.96 亩。全国脱贫攻坚

进军令在阜平发出，2020 年初阜

平脱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由 2012 年 的 3262 元 增 长 到

12342 元，增长 3.7 倍。

张家口市崇礼区，曾经的贫困

山区，如今乘着北京冬奥会东风，超

4 万人吃上冰雪饭；张北德胜村，从破

败不堪到生态宜居，“薯光大道”“铁杆庄

稼”“民宿旅游”三轨齐发，德胜村吹响了从

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得胜号”；沽源全县藜

麦产量突破 350 万公斤，年加工能力达到 9000

吨，已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藜麦种植和初

加工基地，年销售收入 4000 万元，带动 1800 余

户农户户均增收 1000 多元⋯⋯

10 年来，河北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

改善，组建 151 家县域医联体，补充乡镇卫生院

全科医生 2.1 万名，所有行政村实现标准化卫生

室和村医配备全覆盖；改造农村危房 29.5 万户，

完成 35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建成饮水工程 3.4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95.5%；共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5.3 万个，发展合作社 5.3 万家，培育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56 家，打造特色产业样

板村 1119 个，培育年销售额 10 亿元农产品加工

集群 20 个，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28 个。

转型升级新成效

崇礼太子城，一柄彰显中国浪漫的“雪如

意 ” 静 静 守 望 着 这 片 热 土 。 冬 奥 圣 火 缓 缓 熄

灭，而这座惊艳世界的“冬奥遗产”续写着河

北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新传奇，也见证

着后奥运时代发展的生动起笔。

不久前，张家口全季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在位于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

如意”举行揭牌仪式，这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 会 成 功 举 办 之 后 “ 雪 如 意 ” 举 办 的 首 场 活

动，标志着张家口冬奥场馆正式开启赛后运营。

在坝上草原，林立的风车和星罗棋布的光

伏板将风能和光能转化为清洁“绿电”，穿过

600 多公里的崇山峻岭，点亮北京的万家灯火，

也书写下河北省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由黑变绿、由重变轻、由旧变新，河北当

家产业结构悄然生变，基本形成了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主导、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10 年来，河北先后出台建设全

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及制造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数字经济等系列政策文件，深入开

展万企转型、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治

理等专项行动，围绕存量调优、增量

调强，统筹谋划、综合施策、强力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产业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去产能成果突出。“十三五”期间，河北累

计压减退出粗钢产能 8212万吨、煤炭产能 5590万

吨、水泥产能 1194.9 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4999 万

重量箱、焦炭产能 3144.4 万吨、火电产能 234 万

千瓦，六大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圆满收官，钢

铁产能从峰值时的 3.2亿吨减至 1.9亿多吨。

调 结 构 进 展 明 显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实 现 由

“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2021 年

服务业占生产总值比重 49.5%，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 61.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以

上，2021 年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21.5%。

转动能步伐加快。“十三五”以来，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从全国第 24 位提升至第 18 位，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累 计 提 高 14 个 百 分 点 ， 达 到

60%；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 5 倍，总数达到

1.1 万家，跻身全国前十位，科技型中小企业年

均增长 1.2 万家，总数达到 9.5 万家；数字经济

规模占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33%，两业融合、服

务型制造、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发展。

提质量成效显著。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连续

3 年居中等竞争力水平，创建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202 家。钢铁等六大重点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基本实现全覆盖，“十三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1.3%，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水耗分别下降 26.1%、27.6%。

回首十年，美丽河北展新颜。展望未来，

燕赵大地正以青绿执笔描绘美丽河北新画卷。

盛夏的河北张家口市沽源县库伦淖尔

湖，如一面巨大的镜子，上下天光，一碧万

顷。一叶渔船上，头戴草帽的“渔把式”孙

河熟练地将银光闪闪的渔网抛出，这是今

夏休捕期后孙河撒下的第一网，也是库伦

淖尔旅游度假区重新开业一周后第一次捕

鱼。让 68 岁的孙河想不到的是，他扔了几

十年的捕鱼手艺，就这样又捡了起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孙河所在的库

伦淖村位于库伦淖尔湖边，全村 443 户、

1019 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一半以

上人口的生计来源于库伦淖尔湖中盛产

的鲤鱼、鲫鱼 。 然 而 无 节 制 的 捕 捞 破 坏

了鱼群生态，湖里的鱼越来越少，加上地

下水超采和环境污染，水质、水位连年下

降，库伦淖尔湖成了库伦淖村人最大的

“乡愁”。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禁渔。开始是不

许在产卵期捕鱼，后来为了恢复渔业资源，

家家户户的渔网都上交了。”孙河回忆，放

下 渔 网 的 库 伦 淖 村 人 开 始 摸 索 新 发 展

道路。

随着近年来有着“华北氧吧”“京北绿

肺”“京津水塔”之称的沽源县立足首都水

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不

断厚植生态优势，加大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力度，压减地下灌溉用水约 1350 万立方

米，库伦淖尔湖水位连年上涨，周围植被

逐年恢复。同时，凭借建设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的契机，沽源县对潮白河流域和滦

河流域实施综合治理开发，发展生态旅

游、民宿旅游、健康养生、冰雪旅游。

库伦淖村村民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

“靠水吃水”道路。依托库伦淖尔湖生态

优势，库伦淖尔旅游度假区 2015 年成立，

一到夏季便游人如织。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度假区

搞起全季旅游，开发了冰雪娱乐项目和冬

捕观赏项目，不少渔民到景区工作，或从

事冬捕表演，或承担巡湖任务。种了一辈

子莜麦的田玉娥把 16 亩地流转给度假区，

每年固定收入 6000 多元，她还在度假区后

厨打工，每月工资 3600 元，收入比过去种

莜麦翻了几倍；扔下渔网的许万明与儿子

一起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旺季一天可接

待 100 多位客人，年收入超 30 万元⋯⋯

如今，库伦淖村的村容村貌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村民住房更宽敞了，进村道

路更宽阔了。2021 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

27.3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1.1 万元。

“与过去靠水吃水不同，现在的库伦淖村

人也能靠水吃冰，靠水吃旅游，我们稳稳

端住了生态这个金饭碗。”库伦淖村党支

部书记杨斌自豪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