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首都食品安全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京津冀

责编：孟渤钧 版式：武凯强

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冬奥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速”

“用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在张北
柔性直流工程现场，这一颇具诗意的口号
格外醒目。

2020年6月，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
示范工程正式投运，每年可向北京地区输
送约141亿度的清洁能源。此外，该工程
还将为冬奥场馆的“绿色运行”提供保障，
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首次
100%清洁能源供电。

“绿色办奥”，是中国向世界的承诺。
2022北京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将投入
655辆氢燃料车，为赛事提供交通及物流
保障服务。

氢燃料车是给汽车加氢，通过氢氧离
子的化学反应“现场发电”。其燃料来源
于氢，排放出水，绿色无污染。同时，还具
有能量补给速度快、用时少的特点。

在张家口市区，已有444辆氢燃料电
池公交车上路运营，覆盖城区9条公交线
路。张家口目前拥有2座制氢厂、8座加
氢站，能够满足冬奥会氢燃料汽车的保障
要求。

据介绍，每辆氢燃料公交车运行一万
公里可以减排二氧化碳11.8吨左右。冬
奥会测试赛期间，氢能大巴车在零下20多
摄氏度的条件下平稳运行，其稳定性与安
全性得到验证。

作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近年来张家
口市不断加速建设氢能综合利用产业体
系，已初步形成制氢、加氢、储氢、氢能产
业装备制造、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制造、
氢能整车制造等全产业链，“氢能张家口”
已成为城市发展新名片。

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河北省
以“两区”建设为根本目标，突出“两山、两
翼、三环、四沿”，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营造林3954
万亩，“三化”草原完成生态修复治理272
万亩，张承地区成为我国华北地区空气质
量最好的地区，完成京津保平原生态过渡
带造林绿化576.8万亩。

大力度服务保障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办奥”指示精神，
张家口市“十三五”完成营造林1368万亩，
全市林木绿化率达50%，奥运会核心赛区
超过80%，将为成功举办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的冬奥会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

（高博 杜一方）

本报讯 李连成 王芳 2021年
以来，保定市有效推进农产品追
溯、农业标准化生产建设，不断
提升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水平，
全面加强农业智慧监管体系建
设，助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截
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县级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207家，其中市级以
上182家，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
区物联网应用率达到100%。清
苑区、顺平县3个现代农业园区
被评为省级智慧物联网示范试
点，清苑、望都、高碑店、涿州、顺
平、徐水等县（市、区）建设8个市
级物联网示范点。

全面推进农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以规模化、区域化为基
础，以标准化生产资料为手段，
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实现
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在农业
生产、流通、运营、监管各环节的
融合利用。主要农产品追溯体
系初步建立，动物检疫电子出证
系统进一步完善，跨省调运动物
电子出证数据全国互联互通，构
建起以农产品优质安全为核心
的高产、优质、高效、可追溯的现
代都市农业生产体系。目前，依
托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
溯平台实施电子追溯企业达到
1013家，开具电子合格证27342
批次，位居全省前列。

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体系建设。制定了《保定市农业
标准化生产推进方案》及粮油、
果蔬、畜禽养殖、水产等四个行
业标准化生产推进方案，组织起
草并立项市级农业地方标准25
项，逐步形成以蔬菜、食用菌、水
果、中药材、畜禽产品为重点，以
国家和行业标准为基础，以省
级、市级地方标准为主体，以农
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集约化规模
化种植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为
内容的农资供应、技术指导、生
产管理、质量检测和收购销售
“五统一”标准化生产模式，促进
农业规模化与标准化有机融合，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
现质量兴农。

全面推进农产品智慧监管
技术创新。以政府、高校、农业
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推动信息
化与农业装备、农机作业服务和
农机管理融合应用。协同发挥
科研院所、高新企业在技术、人
才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智慧农业
技术研究，突破核心技术，强化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全面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督管
理水平提升。健全完善农产品质
量监督管理标准体系、农业质量
监督检查体系和农业标准生产技
术推广体系，建立信息资源的共
享运行计划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将收集、传输、应用和分析等资源
共享环节中的标准进行统一。

京张高铁开通满两周年，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加速度”；“零度以下经济”成为热词，冰雪产业如火如荼；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绿色正成为协同发展的靓丽底色……

在“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引领下，京津冀在交通、产业、生态等多领域深入合作，共享冬奥机遇。下好京津冀协同
发展这盘棋，冬奥会正绘就点睛之笔。

时值寒冬，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
举办地之一的张家口却迎来了一年中
最“热”的时候。除冰雪运动和旅游广
泛开展外，张家口正借举办冬奥会东
风，大力发展冰雪装备产业，“零度以
下经济”成为张家口的热词。

目前，张家口规划建设了高新区
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
园等冰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区。截至
2021年12月15日，全市累计签约冰雪
产业项目97项，总投资373.28亿元，
落地项目79项，投产运营项目41项。

张家口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常
务副主任梅晓春表示，产业园重点定
位发展滑雪服、滑雪板、滑雪鞋等个人
轻装备，造雪机、压雪车、索道等重型
装备，目前已初步实现从个人到场地、
轻重装备结合、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运
动体验会展全覆盖的全产业链布局。

“半城葡萄半城钢”，作为张家口
的工业核心区，宣化区工业基础雄厚，
产业工人充足。目前宣化冰雪产业园
规划面积3200亩，致力于打造国家级
冰雪装备产业集群，先后设立国家级
冰雪装备检测、检验中心，切实建设国
际一流的冰雪装备研发与制造基地。

2020年初入驻宣化冰雪产业园的
张家口市宣化宏达冶金机械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生产景区用脱挂式索
道上下站设备的企业。“之前企业生产
的脱挂式索道市场需求量不大，冬奥
申办成功后，给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张家口市宣化宏达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长生说。

据了解，该公司之所以选择在宣
化区冰雪产业园入驻，是因为政府对
入园企业给予了较大力度的优惠补
贴，并为他们开通了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3年来企业销售额从3000万元增
长到一个亿，今年的总销售额预计能
达到1.2亿元。

近年来，宣化区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冬奥会筹办机遇，把“冰雪经
济”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不断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成宣化区冰雪
产业园，做足“冰雪+”文章，延伸拓展
冰雪产业链，卡宾滑雪、科诺工程塑
料、宏达冶金机械等一批知名企业先
后落地投产，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目前，张家口正在把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产业带建成奥运经济增长带、
文化产业集聚带、区域合作示范带。

崇礼已建成云顶、太舞、万龙等七
大滑雪场，成为我国最大滑雪运动聚
集区。2020年底，崇礼冰雪旅游度假
区跻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序列。

让冰雪运动走进千家万户，贫困
县吃上“冰雪饭”，“冷资源”释放出“大
热量”。河北冰雪产业正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并逐步迈上高质量发
展之路。

冬奥筹办一路走来，“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引领着北京与
河北在多个领域展开广泛深入合作，
跑出了新的加速度。

以公共服务为例，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接管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医院，
成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医
疗保障定点医院。冬奥会京冀医疗保
障合作协议的签订和众多医疗合作项
目的落实，有效整合京津冀优质医疗
卫生资源，有序推动冬奥会医疗保障
工作。

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
快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三件大
事”取得扎实成效。截至目前，河北全
省累计承接京津转入企业和单位近4
万家，涉及投资额1.28万亿元。雄安
新区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
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新阶段，“未来
之城”拔地而起。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基本就绪，
成功举办系列测试赛。76个重点项目
全部提前完工，细致做好配套设施、服
务保障等工作，得到国际奥委会充分
肯定。

保定全力推进农业
标准化生产和智慧
监管体系建设

“零度以下经济”如火如荼 “绿色办奥”助推京津冀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