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王东岭 马飞
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用新发展理

念谋划发展，用生态文明建设统

领发展，致力走出一条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

路。围场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

优势、把生态资本转变为发展资

本、以绿色产业发展引领经济转

型升级，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富

民强县的金山银山。

植根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绿

色产业体系。以打造京津冀绿

色农产品特供基地为目标，坚持

薯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品牌

化、特色种植规模化、经营主体

联合化发展路径，不断提升围场

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推进后沟牧场种薯基地建

设，新增富硒马铃薯种植5万亩，

支持马铃薯产业联合体争创国

家级产业化联合体、蔬菜产业联

合体争创市级产业化联合体。

深入开展“扶龙工程”，加快百万

亩马铃薯、百万亩林果中药材、

百万只肉羊、百万头肉牛等产业

化项目建设，加大对宇航人、富

龙现代农业、木兰林业集团、津

垦奥牧业、新瑞肉牛等龙头企业

的培树力度，推进天原药业与上

海金安国纪深度合作，打造中国

健康医药行业领军企业。年内，

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率提高到

63%。

加大环境治理，让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围场重点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稳步提升环境质

量。新建 1座半截塔污水处理

厂，总投资8845万元，铺设污水

管道23公里，受益6095名常驻

人口，解决企业污水排放及半截

塔园区污水处理问题。强力推

进河长制工作开展，按“属地管

理、分级分段、一河一策”原则明

确各级河湖长责任。目前县级

河湖长8名（总河湖长2名，分流

域河湖长6名），乡级河湖长336

名，村级河湖长 362名，每个村

配备3名河湖管理员，钓鱼台水

库、黑山口水库各1名、小滦河梯

级水电站2名，四合永湿地4名，

实现河湖管理保洁全覆盖。截

至目前，累计投入资金 2000万

元，清理环境卫生及涉河垃圾58

万方，河长巡河管河作用初步显

现。逐步完善水政执法长效机

制，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进一

步提升水环境质量，严厉打击破

坏水资源、污染水环境等违法行

为。今年计划实施2020年河道

生态流域治理项目，预计总投资

资7700万元。其中棋盘山29号

至哈里哈乡界的生态河道治理

工程，投资2500万元，治理长度

5公里；西路嘎河流域克勒沟段

生态河道治理工程，投资 2200

万元，治理长度4公里；护村护地

坝工程，投资3000万元，治理长

度10公里。

融合生态旅游，奏响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乐章。天蓝山清

水秀景美，旅游是围场一张闪

亮 的 绿色名片。打好“生态

牌”，守住青山绿水，垒起“金山

银山”，在山水之间逐梦“绿富

美”，走“生态路”吃“旅游饭”。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引领，推进塞罕坝森林小镇、御

道口飞天小镇、哈里哈猎苑小

镇等节点规范提升，国家雪上

项目训练基地竣工投用，重点培

育文化体验、休闲观光、冰雪温

泉、低空旅游等一批吸引力强的

新业态，提升国家“一号风景大

道”品牌影响力。推进坝下旅游

资源利用开发，编制完成“五镇

五驿”围塞风景线项目规划，启

动部分节点项目建设。持续完

善旅游景区软硬件设施，新建

A级旅游厕所 13座，提升旅游

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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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场践行“两山”理念深耕生态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霍腾达）为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滦平县小营

满族乡积极开展“脱贫奔小康，党

员先行”活动，积极将党的先锋优

势、组织优势凝聚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强大动力，力促党

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争先锋、

展风采、求实效。

机制化管理，促进党员“无职

有位”。该乡以支部为单位，持续

开展“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聚

焦政策宣传、基层组织、民情调

解、统战联络、党风监督等重点工

作，结合党员自身实际，为党员设

岗定责。党支部建立健全基层党

员管理机制，完善脱贫攻坚档案，

督促党员按时上岗、履职尽责，跟

踪式记录进展成效，并将其纳入

党员先锋指数考评范畴，目前，共

有520名党员参与此项活动，有

力强化了基层脱贫力量。

深度化结合，促进党员“有

位有为”。该乡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强化党

员教育培训，坚定“有位就能有

为”信念，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充分调动党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冲锋

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发挥好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推动

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奋

斗目标。

典型化宣传，促进党员“有为

有位”。该乡加强基层党组织阵

地建设，以活动载体搭建平台，进

一步展现党员风采。坚持“典型

引领、示范带动、以点带面、整体

推进”原则，深入挖掘不同领域、

不同特色的先进典型，精心总结，

采用多渠道多题材多方式宣传，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辐射效应，

吸引越来越多有能力、有威信、有

爱心的党员加入脱贫队伍，形成

党员全员上阵抓脱贫、全力以赴

奔小康的良好格局。

体制化考核，促进党员“有位

有威”。该乡积极公开脱贫攻坚

承诺事项，制定任务指标计划，定

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进展，实现

有计划有落实。党支部责成专

人，不定期对党员履职情况进行

督导。结合实际进行党员小组式

划分，建立小组成员间互相监督

机制，对过失与不足及时提醒批

评。同时，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和

社会监督，并将各层次意见建议

作为年终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

人间四月芳菲尽，深山连翘

绽新芽。走进丰宁满族自治县天

桥镇龙潭村，放眼望去，山上条条

地垄随着山势蜿蜒，全村1200多

亩连翘药香飘千里，吸引周边不

少游客前来拍照、赏花，阡陌之间

充满欢笑。

龙潭村是丰宁最南端的一个

深度贫困村，全村153户 371口

人。村里无产业，村集体没收入，

百姓被大山所困愁眉难展。但这

里植被良好、山清水秀，山野特产

丰盈，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游

玩。“虽然游客不少，但之前发展

理念不行，村里一直富不起来。”

龙潭村党支部书记崔阳说。

2018年初，在北京闯荡成名

的崔阳返乡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当选的那一刻，我就在心里

发誓，一定要带领大家一起过上

好日子，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和

期盼。”崔阳说。

如何带动村民摆脱贫困？崔

阳知道村里老辈人每年都会用村

里大山上的连翘叶、连翘花、石韭

花等各种中药材配置一些茶叶，

具有清热解毒祛火等功效。通过

网上查阅得知，连翘不仅是一味

中药，还是一种优良的观赏花木，

开花时香气淡雅，花色艳丽可

爱。经过反复商讨，村“两委”班

子一致决定，把发展连翘产业作

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

村里既没钱也没地怎么办？

崔阳便动员村两委班子、大户以

现金入股，村民及贫困户以荒山

荒地入股，成立连翘种植合作社，

村集体占股10%，全村95%的村

民成为合作社股东。经过一年多

苦干实干，当初的1260亩荒山秃

岭，已经成为价值不菲的连翘种

植基地。该村还投资45万元，建

成了 200亩苍术中药材基地和

140万株苍术育苗基地，准备连翘

林下套种苍术500亩。去年4月

份，村里又流转土地种植了100亩

欧李，打造百亩欧李观光采摘园。

效益好百姓乐。“仅药材种植

贫困户每年每人就有1.5万元的

收入。”崔阳高兴地说，今年龙潭

村由大户带动流转了600亩土地

种植山楂，19万余元的流转土地

费用已经发放给百姓，由怡达公

司提供苗木，合同价每斤0.6元回

收果品，目前3.3万余株山楂苗已

经栽植完毕。

产业兴百姓富。“自从村里种

了药、栽了果后，我再也不用为生

计发愁了。现在我就在家门口打

工，每月能挣3000多元，还能照

顾家里，家里比以前富裕了。”正

在栽植红果的村民李凤霞笑呵呵

地说。“我们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74户、贫困人口199人。在中

药材种植产业的带动下，目前还

有未脱贫贫困人口2户2人，全村

人均收入一下提高了不少，是中

药材种植产业让我们找到了致富

方向，好日子还在后头。”崔阳憧

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今龙潭村已经成为春有千

亩连翘花开，秋有各种野果点缀

的魅力山村。站在山岗上，崔阳

满怀信心：“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

有资源，发展集林药、果药、花

药、药旅、药养于一体的复合经营

模式，构建中药材田园风情乡村

旅游综合体，着力在乡村旅游上

下功夫，百姓奔小康不用愁，乡村

振兴指日可待。”

千亩连翘连起致富路
□通讯员 刘海波 刘子超

——丰宁满族自治县龙潭村发展中药材种植富民产业见闻

宽城精准监督
确保“四不摘”政策落实

滦平小营满族乡“四化四促”助脱贫
积极开展“脱贫奔小康，党员先行”活动

兴隆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今年计

划完成生态造林15万亩、湿地保护20万亩以上。图为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水务局100余名干部职工到湖清线公路两侧

植树，为建设美丽幸福围场增绿添彩。 王东岭 杨静南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杨旭 安晓
娜）今年以来，兴隆县按照“水

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

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不断

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

擦亮兴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金字招牌。

完善“水建设”，抓实水灾

害防御。该县把握“测、防、报、

调”四个关键，全力做好水旱灾

害防御工作。投资 31.58 万

元，完成5个自动雨量监测站

的更新改造，完善20个乡镇

168个行政村群测群防体系，

加强对27个简易雨量报警器

的运行维护。投资115.68万

元，在全县1座中型、26座小型

水库建设远程无线视频监测

站；投资90万元，新建2座防

汛堤。制定水库汛期调度运行

计划，完善防洪抢险应急预案。

维护“水生态”，构建京津

绿色屏障。该县坚持生态优

先，推进绿色发展，积极实施高

效节水、造林阻沙等措施，力保

京津充足、安全用水。投资

2487.63 万元，铺设节水灌溉

管道190.5公里，新增节水灌

溉面积1.94万亩。投资230万

元，实施国家级县城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项目。投资1290

万元，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建设，治理小流域面积30平

方公里，水源工程55处、节灌

工程55处。

保障“水安全”，助力脱贫

攻坚。启动2020年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按照农村

饮水安全“先建机制、后建工

程”建设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实

饮水安全管理“三个责任”和村

级饮水安全责任制，组建了县

乡村三级管护机构，加强对现

有工程的管护水平。

加大“水监管”，保障河湖

长治久安。用好密云水库上游

潮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投资1341.6 万元实施雾灵山

镇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投

资1525.3 万元实施兴隆县泃

河及支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协调破解跨界河道保洁联动难

题，积极与周边县市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加大水事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

本报讯（通讯员宋立新 张莹光）“帮扶政策是否

落实到位？”“你们家脱贫后是否还有干部包

联？”……日前，宽城满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组成扶贫

领域专项监督组，聚焦“四不摘”政策落实情况，深入

田间地头进行走访调查。

为深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宽城纪委监委贯通

运用“四项监督”，紧盯脱贫攻坚重点任务，采取走

访、暗访等形式，精准发现脱贫攻坚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同时，制定脱贫攻坚

“监督清单”，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弄虚作假、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日常监督，定期对产业

扶贫、住房保障、问题整改、资金管理使用开展“回头

看”“回头查”，对于发现的贪污挪用、虚假冒领、优亲

厚友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从严快速查处。

隆化构筑全县30分钟
森林火灾扑救圈

本报讯（通讯员商学伟）春季是森林草原防火的

关键时期。隆化县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抓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铁腕抓好落实，全力开展五项清理。按照“谁区

域、谁清理”原则，将各村林地、坟头、地块、矿山逐一

落实到责任人，建立台账清单，制定清理标准，全面

清理一切可燃物。

加强网格管理，保持防火高压态势。层层分解

县级领导、乡镇干部、村干部、护林员网格化监管责

任，同时开展丧葬迷信用品集中执法行动和全域禁

牧舍饲行动。

强化联防联控，严厉打击野外用火。将全县划

分为10个火灾扑救联防区，依托5000余人的微信矩

阵群和覆盖全县的林火监控系统，加强联防技防，构

筑全县30分钟森林火灾扑救圈。加大巡逻检查和打

击力度，一旦发现违法用火行为，第一时间落地查

人，坚决顶格处罚、不留余地。

平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抓好春季农业产业管理，引导农民抢抓农

时，扎实抓好食用菌、设施菜等特色产业发展，

为农业增产增收夯实基础。图为该市榆树林

子镇农民正在采收西红柿。李平文 樊泽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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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营子区法院召开全院工作大会，安

排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等各项工

作任务，要求全体干警坚持疫情防控和审判执

行工作两手抓，深入开展虚假诉讼专项整治活

动，强化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审判

质效和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院办 摄

为保障复学后学校师生饮食安全，平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调执法人员组成检查组，对复学的

平泉第一中学和河北省蒙中高级中学食堂进行专项督导检查，确保新学期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图

为执法人员对平泉第一中学食堂进行督导检查。 胡志涛 王鑫 张柏茹 摄

双滦区税务局
减税降费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白子军 陈珊珊）近日，双滦区税

务局紧紧围绕“减税费优服务 助复产促发展”第29

个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聚焦“四力”要求，积极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办税缴费“零”接触。借助电话、微信视频等方

式，积极引导企业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自助办，

让“线上申请、线上咨询、线上反馈”成为常态，截至

目前，已辅导网上申报业务2000余户次。

优惠政策“广”宣传。开通税收业务咨询电话，

借助微信公众号、短信平台、微信群等线上渠道，推

送相关政策信息4000余条；围绕支持防护救治、物

资供应、公益捐赠、复产复工等4个方面进行重点政

策解读。

辅导答疑“勤”沟通。进一步拓宽沟通交流渠

道，在办税服务厅、政务中心等地张贴优惠政策“二

维码”确保纳税人、缴费人“一扫尽知”“一听尽知”；

实施精准辅导，加速问题解决处理，辅导纳税人自助

办税，确保“一企一策一人”，让业务办理更加便捷，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