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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3月22日是世界水日，今年主题

是“珍惜地下水，珍视隐藏的资源”。

在我国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省，

长期依靠超采地下水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惊人的地

下水“大漏斗”问题引发关注。

如何治理“大漏斗”？人们一直在

努力探索。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研究水安全问题，提出“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新思路，此后，国家在河北先期开展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

8年来，河北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治水新思路，综合治理地下

水超采。世界水日到来之际，记者实

地走访，了解河北地下水“大漏斗”修

复的过程。

“水龙头”拧紧了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

“我刚给麦田浇了返青水，麦收前

最多再浇一水就够了。”站在麦田里，

河北辛集市马兰村村民刘志军说。他

家7亩小麦种的都是节水品种“马兰1

号”，相比普通小麦开春后要浇四五

水、浇一水每亩耗水40多立方米，节

水小麦只浇一两水就能高产。

“马兰1号”是马兰农场培育的节水

高产品种。农场技术场长张冲说，多年

来，农场近20个节水小麦品种推广遍及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覆盖面积

3500多万亩，节水超125亿立方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拧紧水

龙头的事，是个等不得、拖不了的当务

之急。

华北平原是我国小麦主产区，曾盛

行“肥大水勤”的种植模式。其中，河北

75％的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长期超

采，河北形成近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漏

斗区，引发湿地萎缩、地面沉降等问题。

邢台宁晋县米家庄二村村民高现

军，曾经为浇地费时费力费水而挠

头。大水漫灌，每亩地浇一次要用水

四五十立方米，不少水白白浪费。

2016年，宁晋县建设5万亩高效

农田示范区，高现军的农田安装了喷

灌设备，并推广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

术，现在种植小麦、玉米用水量不到原

来一半。

为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河

北打出“节、引、调、补、蓄、管”组合

拳。截至2021年底，全省累计关停取

水井13万多眼，并推行季节性休耕、

旱作雨养、节水灌溉，推广抗旱节水品

种，压减农业用水量。

拧紧“水龙头”，既可减少浪费，还

能创造效益。

近年来，河北一批工业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等，实现一水多用、循环利用。

邯郸富亿达纺织有限公司投资1300万

元引进水循环系统，企业每天新增用水

不到1立方米，而此前每天新增200多

立方米，一年可节支约30万元。

抽水井“下岗”了

“过去我们吃井水，水质太硬了，水

存在缸里容易发浑。煮水没几天，水壶

上就有厚厚一层水垢，（下转第三版）

华北地下水“大漏斗”修复进行时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齐雷杰 赵鸿宇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磊）3
月22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省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王东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

四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和文

件精神，听取2021年我省自贸区建设

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2022年重点

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自贸试验

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正谱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

省政府始终将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服务国家大局和扩

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自贸

试验区建设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要

充分肯定成绩，正视存在的差距，加大

工作力度，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持续用力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

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抓住历史性窗

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推动自贸试验

区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重点领域

制度创新，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聚焦深化“放管服”改革、投资贸易、金

融服务、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府职

能转变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

探索力度，努力推动制度创新。及时

梳理各片区和省有关部门形成的改革

试点经验、制度创新案例，结合实际向

全省复制推广，真正为国家试制度、为

地方谋发展。

会议强调，要着力实施产业链

精准招商，提升外向型经济规模和

质量。（下转第三版）

王正谱出席会议

王东峰主持召开省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加大自贸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力度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 通讯员崔晨 于瑞芳）河北省税务部门精

准落实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2021

年共为高新技术企业落实税费减免109.71亿元，首次超过百亿元。

按照现行税收政策，高新技术企业执行15%的所得税优惠税

率；制造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其他行

业为75%；对新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设备、器具，允许一

次性扣除。

数据显示，河北高新技术企业户数大幅增加，规模日益扩大。

2021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户数首次突破万户大关，达到11138

户，同比增长18.24%，较2019年增长44.40%。2021年河北高新技

术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8.53%，企业盈利面达76.19%，企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产品需求日益旺盛。

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去年
享受税费减免首超百亿元

3 月 22 日 ，邢

台市南和区气象局

工 作 人 员（中）指

导 和 阳 镇 沙 道 村

的果农，利用便携

式 移 动 气 象 站 观

测气象。

世界气象日即

将到来，各地开展

以气象为主题的科

普活动，提高人们

对气象的关注和了

解，增强环境保护

意识。

新华社发
（张驰 摄）

近日，武安市税务局深入白沙村“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宣

讲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助力农村农业向专业化、产业化发展，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苏帆 白利红 摄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

者四建磊 吴韬）3月22日

晚，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省

视频调度会议在石家庄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王正谱主持，省委副书

记廉毅敏出席。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

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沧州市连续几天防疫全面

清零，但廊坊、唐山依然有

阳性病例检出，石家庄出

现关联阳性病例，再次警

示我们疫情防控不容丝毫

松懈。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上下

联动、联防联控，科学精准

细致管理，坚决筑牢“三道

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

保疫情不扩散，切实拱卫

首都安全。

会议强调，要对重点

区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

面“回头看”，有力有序有

效防范和管控。廊坊、沧

州、唐山要对社会面和隔

离点已检出的阳性病例全

面进行“回头看”，确保密

接、次密接和风险人员一

人不落、全面落实管控措

施，消除疫情传播扩散风

险，廊坊、唐山市尽快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强化流

调溯源，科学、精准、高效

查找源头，赶在病毒前面

斩断传播链条。进一步严

格封控管理，坚决防止封

控区域内人员流动。石家庄要紧急动员，全力排查阳性病例的密

接、次密接和风险人员，根据流调情况迅速采取管控措施，确保把疫

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会议指出，要全面消毒消杀，彻底净化环境。大力开展春季爱

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消杀力量，采取层层分解、网格管理、包片包

干、分区域分时段推进等方式，全面开展消毒消杀。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要开展大扫除，社区要加强卫生环境整治，农村要全面推进“厕

所革命”，抓好坑塘沟渠、垃圾污水治理，消除病毒孳生环境。大力

倡导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切实增强全民疫情防范意识。

会议强调，要科学精准开展医疗诊治，坚决防止病亡和院感。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充分发挥专家组作用，加强联合会

诊，坚决防止轻症转重症和病亡。严格定点医院管理，配齐配足防

护设施，增强医护人员和患者防护意识，坚决防止院感。

会议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持续用力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发挥8支队伍和7套信息化系统作用，全面做好负压救护车、

集中隔离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防疫物资准备，（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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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赶考路上书写时代答卷
□本报评论员

时代变迁，精神永存。今年3月

23日，是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

考”73 周年纪念日。建设现代化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我们必须进一步

弘扬赶考精神，时刻保持赶考的状

态和信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

着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在“大考”

中创出新业绩、交出优异答卷。

一

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离开

西柏坡进京“赶考”，毛泽东同志意

味深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

绩”。从那天开始，赶考这个饱含着

对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洞

察、浸润着对人民政权长治久安深

刻忧思的词语，深深烙印在了中国

共产党的漫漫征途上。

为什么赶考？为谁而考？——

赶考是一场使命的奔赴。赶考不是

一次简简单单的应试，也不是为了

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的利益。我们

党是肩负着人民的期待去赶考的，

是为了光耀中华民族“门楣”，让作

为“父老乡亲”的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这场赶考永恒的主题。

考什么？谁来出题？——赶考

是与时代的同行。70 多年赶考路，

从温饱到全面小康，从站起来到强

起来，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同行、与

问题交锋，通过了一次次历史大

考，创造出一个个伟大奇迹。今

天，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考卷已

经列出，赶考就要“敢”考，有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用无悔奋斗和改革创新

洋洋洒洒作答。

谁是考官？谁来阅卷？——赶

考是向人民的靠拢。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不管是哪个时

代的赶考者，最铁面无私的监考人只

有一个、最权威的判卷人也只有一

个，那就是人民群众。（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