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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张梅胜张梅胜 张千张千

衡水湖衡水湖：：悠悠生态万顷波悠悠生态万顷波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近日，

以“推进产业数字化 助力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衡水市2021年度

特色产业行业指数发布会举行。

当前，衡水市正在按照“产业

振兴强市、结构调整富民”的总体

战略部署，大力实施产业振兴工

程，探索建立“两图两库N指数”现

代规划体系，引领推动特色产业集

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有全

国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名城。

特色产业指数发布对于提高

产业集群知名度、增强业内话语

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正在日益成为市场价格“风向

标”、产业决策“智囊库”、产业发展

“晴雨表”、区域品牌“新高地”。

活动现场，河北省复合材料

协会、河北省工程设施装备质量

促进会、衡水市丝网产业协会、衡

水市皮毛行业协会4家行业商协

会发布2021年前三季度行业指

数，宣传衡水市特色产业发展态

势，展示该市今年以来产业数字

化发展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推进

产业数字化进程，促进衡水市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复材产品价格指数稳中走

高、复材原材价格指数高位上行、

复材产业发展指数持续向好、复

材科技创新指数持续上涨、复材

产业景气指数波动运行……“中

国·枣强复合材料产业指数”动态

展示了枣强复材原料和产品的价

格波动状况，简明、清晰地展现了

枣强复材产业在不同时间周期内

的发展状况、景气状况和竞争实

力；结合“衡水·中国工程橡胶指

数”运行结果，对“双碳”新形势及

衡水工程橡胶企业面临的问题进

行了分析和概述，并就控制电耗

和降低碳排放两方面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策略和建议。

截至2021年8月，安平丝网

产业景气指数收报于128.78点，

位于年内第二高位，且增长势头

不减……自“安平·中国丝网指

数”发布以来，门户网站访问量增

幅超过90%，指数发布成果已逐

步显现，该指数正逐步成为丝网

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助力安

平抢占丝网行业的信息发布中心

地位。

熟皮产品价格指数高位回调、

成品大衣价格指数稳中微跌、裘皮

产业发展指数波动走高、裘皮产业

景气指数持续高位运行……“中

国·大营裘皮产业指数”是衡量大

营裘皮产业价格变动和产业发展

水平的行业综合指数，能够系统

地反映大营裘皮产业的发展状

态，已经成为业内外人士了解大

营裘皮产业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2020年“中国·枣强

复合材料产业指数”“衡水·中国

工程橡胶指数”“安平·中国丝网

指数”“中国·大营裘皮产业指数”

4大特色产业指数相继发布。4

大指数运维至今，共发布80余期

指数数据、50余篇指数点评、14

份指数运行报告。同时，产业指

数相关点评、研报被国家级平台

中国价格信息网收录，进行连续

转载与发送，大幅提高了指数影

响力，也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

了数据支撑。

近年来，衡水市紧紧抓住数

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积极探索产

业数字化新业态，推动数字经济

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成功发布

丝网、皮毛、复合材料、工程橡胶4

个产业指数，在探索建立特色产

业指数发布体系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也在全国同行业中

树立了标杆，大大提升了该市特

色产业的影响力。

衡水市将继续扩大特色产业

指数发布阵容，推动橡塑、铁塔等

产业集群发布产业指数，强化产业

分析及施策精准性，树起行业领域

新标杆，增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市场

话语权和定价主导权，让传统产业

插上“数字”翅膀，使大数据更好地

服务于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提档升

级，不断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一湖秀水悠悠，两岸绿意相随。

这里是衡水的地标，是外地

人来衡水必去的景点。人们把这

里比作“鸟的天堂”。这里有11

个西湖那么大。这就是衡水湖。

衡水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华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淡

水湖，有着“东亚地区蓝宝石”“京

津冀最美湿地”“京南第一湖”等

美誉。衡水湖是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83平方公

里，水域面积75平方公里，也是

华北平原唯一保持沼泽、水域、滩

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

系统的自然保护区，是旅游休闲

度假的绝好胜地。

壮美景观惊艳游客

烟波浩渺、水天相连的衡水

湖，如一位憨厚、纯朴、安详的老

者，在衡水这块土地上沉睡千

年。相传衡水湖是大禹治水留下

的“禹迹”。手持神奇金铲的大禹

在冀州城北的地上掘了一铲土，

随即方圆几十里内的土竟然都飞

到了大禹设计的堤埝一线，成功

地挡住了洪水，从而也留下了这

片浅碟形洼淀。

《史记》记载：“禹行自冀州

始”。《尚书・禹贡》也记载，大禹

治水时就曾“至于衡漳”。那段历

史发生在公元前2100多年，黄河

流经现在的冀州、桃城一带，洪水

泛滥成灾，大禹带领人们疏河道、

筑堤埂，在此取土，这些都是黄河

与衡水湖血脉相连的见证。

“博广池”“千顷洼”都曾是它

的名字，历经时代变迁，最后演变

成了现在的衡水湖。如今，衡水湖

以丽日、蓝天、水净、草绿、荷红、鸟

鸣等独特的壮美景观惊艳亮相在

世人面前，倾倒了众多游客。

衡水湖自然恬静之美

从曾经的千顷到现在的75平

方公里，对于衡水湖来说，浓缩下

来的都是精华。它如同镶嵌在冀

东南大平原上的一块晶莹温润的

碧玉，呈现出“水清村美城秀、苇绿

蒲青荷红、鱼跃鸟翔”的自然风光。

在自然风光里，有著名的衡

水湖十二景：十里风荷、长堤霁

雨、碧水银湾、落日熔金、西湖鹭

鸣、烟波垂钓、兵法锦城、佛法道

安、冀州老街、信都古韵、竹林晨

曦、盐河怡年。

这些自然景观，单听名字都

引人入胜。如能沿湖而行，细细

观赏体会，更能被这天籁之地所

打动。湖水澄碧，百鸟婉转歌唱，

湖上珍禽悠游，湖畔草木繁盛，鲜

花盛开，可谓绿带绕碧水，人在画

中行。

一年一届的衡水湖马拉松赛

创办于2012年，首次举办即被中

国田径协会评为银牌赛事，此后

更是连续被评为中国田径协会的

金牌赛事。2019年5月21日，衡

水湖马拉松赛被正式授予国际田

联“金标赛事”称号，成为国内第

九场“金标赛事”，也是河北省唯

一一场世界田径“金标赛事”。

到2021年10月，衡水湖国际

马拉松赛连续举办10届，正是因

为这里空气清新湿润，负氧离子

含量高，是一座“天然氧吧”，所以

被马拉松赛组委会及运动员们所

青睐。一路走来，“绿色马拉松，

美丽衡水湖”的品牌越叫越响。

鸟的天堂 人间仙境

衡水湖是河北省首家国家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虽然名为湖，其

实它更像一个由动物、植物、微生

物组成的活跃生态系统。

人们常说：“从来鸟儿最聪

明，偏向好山好水行。”作为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的

重要驿站，衡水湖吸引了数以百

万计的候鸟在这里停歇驻留、营

巢繁殖。“圣洁精灵”丹顶鹤亭亭

玉立在衡水湖畔，“鸟中熊猫”震

旦鸦雀在这里繁衍子孙，“水中芭

蕾舞者”凤头䴙䴘演绎浪漫爱情

故事，“长辫子精灵”白鹭翱翔在

蓝色的天空，极危鸟种青头潜鸭

吸引英德专家不远千里前来衡水

做调查研究工作。

衡水湖是影响中国鸟类种

群数量的重要地区之一。2017

年一次性观测到世界极危物种

青头潜鸭308只，约占世界总量

三分之一，衡水湖被授予“青头

潜鸭重要栖息地”。2019 年、

2020年连续两年参与全国越冬

水鸟越冬同步调查，监测到青头

潜鸭、东方白鹳、灰鹤、豆雁等越

冬候鸟，鸟类种群数量超5万只，

创近年新高。

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

地表水Ⅲ类标准，大气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4600个/立方厘米，鸟

类种类达到327种，衡水湖真正

成了衡水的绿肺、鸟类的天堂。

因水而兴，凭水而盛。今日

的衡水湖，湿地连绵，生态宜居，

天然氧吧沁人心脾；百鸟歌舞，

万物兴旺，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

谐；风景如画，鱼肥水美，引来八

方游客……

日前，衡水市仲裁委组织单位志愿者深入结

对小区土产家属院居民家中，发放“向市民报告”

文明城市创建宣传资料，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目的意义和取得的创建成果，征询社区群众对

创城的意见建议。图为志愿者邀请市民填写调

查问卷。 闫宏利 摄

桃城区32所

中小学以社团活

动为平台，有针对

性地开设舞蹈、围

棋、轮滑、陶艺、足

球、乐器等不同种

类的社团 200 余

个，培养学生兴趣

爱好，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图为该

区新苑小学学生

在开展陆地冰壶

比赛。

王建全 季燕 摄

本报讯（通讯员鲁林锋）为切

实保障秋收期间安全、可靠用电，

国网武邑县供电公司针对秋收特

点，从提升供电服务入手，提早准

备，多措并举，为秋收安全用电保

驾护航。

该公司加强线路设备运行管

理，加大线路巡视力度，抽调30

余名员工成立秋收党员服务队，

进农村入农户，下田间到地头，帮

助农户检查维护秋收用电设备；

对农村高低压线路、设备进行集

中排查；开辟秋收用电“绿色通

道”，简化临时用电办理程序，为

农忙用电提供优质服务。严格执

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以赴确

保秋收用电万无一失。

武邑供电
保障秋收安全可靠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闫学诗）随着

气温不断降低，配网负荷逐步攀

升，为保证电网稳定可靠运行，国

网衡水市桃城区供电公司夜巡人

员按照“领导包片、一线一主人、一

台区一经理”原则，对配电设备进

行专项隐患排查，做到隐患发现、

分析、处理的闭环管理，保障配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用户温暖过冬。

自夜巡工作开展以来，21个

班组累计出动186人，对5座35千

伏变电站、36条10千伏线路、203

个台区开展红外测温658次，发现

并处理异常6处，为电网在迎峰过

冬期间安全可靠供电保驾护航。

桃城区供电
夜巡“问诊”保线路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珊珊 通讯员田畅）安平县行政审

批局通过创建“阳光股室”，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保障行政审批过程公开透明，让群

众办事更便捷、更放心、更舒心。

公开审批服务事项。该局以现代化电子技术为

依托，大力推行阳光政务，将审批服务事项的服务内

容、设定依据、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承诺时限等内容

予以公布，其中183项行政许可事项已在河北政务服

务网公布。申请人可以根据需要在受理窗口免费领

取所有事项一次性告知书。

启动窗口“不说NO”服务。该局全面推行“窗口

无否决权”制度，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站在群众立场迎

难解难，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

开展“一窗受理”，推行日清日结。该局依托衡水

市政务服务综合办公平台，将原来7个分类窗口整合

为1个综合受理窗口，统一窗口出证，实现了一窗受

理、受审分离，并在大厅即办件和现场勘察科推行日

清日结制度。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李维杰 燕青）今年

以来，景县紧盯地下水压采任务目标，大打“节引调蓄

补管”组合拳，通过强化节水、增加引水、扩大蓄水等

务实举措，加快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确保到

2022年完成地下水压采任务。截至8月底，深层地下

水位98.19米，较去年同期回升3.47米，进一步改善

了水生态环境。

以节为本，让用水量降下来。该县积极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建设了15万亩节水农作物示范区，种植雨

养谷子、高粱等抗旱节水农作物，实施季节性休耕项

目1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2万亩、滴灌节水项目0.3

万亩，可压采地下水2706万立方米；大力实施县工业

园区江水直供工程，支持海伟、本源等化工企业实施

节水技术改造，实现一水多用、循环利用；积极推进阶

梯水价改革，投资3992万元实施39.4公里城镇供水

管网改造工程，大幅提升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以引增源，把外调水引进来。该县充分利用引

江、位山引黄、潘庄引黄、南运河引卫4条线路大力引

调外来水。今年以来，共引水1.32亿立方米。

以蓄筑基，让地表水留得住。该县紧紧围绕县域

内“两河一江多渠”，持续加强河道清淤、河渠坑塘连

通和桥闸涵建设修缮力度，有效增加外调水和雨洪水

的调蓄能力。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 通讯员辛培 师磊）“快来看

看今天‘冀小文’‘冀小明’说了什么，听说浏览量已经

突破20万了……”近日，网友王永荷看完冀州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动漫视频，将它转发到朋友圈进行了

分享。

连日来，冀州区盘活各类资源，集思广益，创新举

措，动员居民主动参与创造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环

境，倡树文明健康生活新风尚，掀起全民共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热潮。

据了解，为提升市民文明意识和守法意识，提高

市民参与举报不文明行为的积极性，冀州区开展了不

文明行为“随手拍”有奖举报活动。市民发现违法停

车、乱贴乱画、乱丢乱倒、门店违规外摆等不文明行为

后，可以利用手机进行拍摄，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冀州

随手拍”上传照片进行举报，投诉受理后，市民将获得

系统积分，每10个积分抵扣1元，凭积分可在该区11

家超市进行消费。被举报的不文明行为也将在官方

媒体进行曝光。

在不断探索实践中，该区还摸索出了一些巧办

法，小寨乡在改造小胡同小街巷时，将拆除残垣断壁

的废旧砖头“变废为宝”，硬化了群众家门口4.8万平

方米路面；市区重点解决车辆乱停乱放“顽疾”，新建

停车场3个，增加停车位1006个，并采取“技防+人

防”方式，全面提升城市科学化、智慧化管理水平。

创城没有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者。如今，走进

冀州，随处可以感受到学文明、讲文明、促文明的浓厚

氛围，文明之花的绽放，正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城市的

发展蜕变。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

员柳呈礼）近年来，衡水市持续

推进智慧环保建设，通过实时监

测、超标报警、数据分析、指挥调

度、审核反馈线上五步闭环监管

机制，生态环境感知能力不断加

强，生态环境监管能力不断优

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020年下半年以来，衡水市

先后投资400余万元，全力推进

生态环境指挥中心建设。该中

心的定位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以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

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

段，以“双网格合一监管体系”为

抓手，以“五步闭环监管机制”为

重点，以统一指挥调度为核心的

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体系，为衡水

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化、数

字化建设，贯彻科技环保理念，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跨

越发展描绘出宏伟蓝图。

衡水市生态环境指挥中心

占地200平方米，设置有300英

寸的作战指挥屏幕和24个操作

工位，实行大屏指挥作战与人工

坐席值守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在

各县（市、区）配套建设了13个分

指挥中心，选聘了5500余名环

境监管网格员，实现了中心与分

中心之间、中心与网格员之间的

实时视频指挥调度。

衡水市生态环境指挥平台

全面整合21个分散独立的业务

系统，基本建成了以全市162个

空气监测站、261套秸秆高点摄

像头、184家重点污染企业在线

监测、313个施工工地扬尘监测、

51家重点VOC企业监测、22个

环境信访渠道、4套移动污染源

监控系统为基础的覆盖全市的

环境感知物联网，同时应用GIS

地理信息技术将相关监测信息

汇总在数字地图上，形成了“生

态环境保护一张图”的线上管理

模式。

今年以来，该市在生态环境

指挥中心前期开发建设的基础

上，依托生态环境指挥调度平台

和“生态衡环”App软件以及衡

水市将空气站点指数监测、施工

扬尘监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

测、重点VOC企业监测、工业企

业分表计电等业务流程纳入市

县联动的指挥交办工作体系，实

现“实时监测”“超标报警”“数据

分析”“指挥调度”“审核反馈”的

线上五步闭环监管机制；将侧重

环境巡查的乡村环境网格人员

与侧重环境监管的生态环境系

统网格人员通过移动互联网技

术有机融合，以全市5500名网

格员队伍为核心，打造“双网格

合一监管体系”。

衡水为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翅膀

“““““““““““““““““““““““““““““““衡水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地区单体面积最
大的淡水湖，有着“东亚地区蓝宝石”“京津冀最美湿地”

“京南第一湖”等美誉。这里湿地连绵，生态宜居，天然
氧吧沁人心脾；百鸟歌舞，万物兴旺，昭示着人与自然的
和谐；风景如画，鱼肥水美，引来八方游客

衡水：“五步闭环监管”保护生态环境

方地 关注

安平行政审批局
打造“阳光股室”优化营商环境

景县
“节引调蓄补管”压采地下水

冀州区创城“小举措”
撬动城市“大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