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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百科书”“课程包”

“必须要把牢哪些环保关？迎接检查需准备哪些
材料？排污许可证即将到期，该如何换证……”在沧
县，企业一旦出现环保难题，可以打开《沧县工业企
业环保自律手册》，先自我把脉。

为帮助辖区企业解决环保难题，市生态环境局沧
县分局主动收集整理企业关注、咨询较多的问题，印
制成《环保自律手册》分发到企业。“一本册子在
手，许多环保问题自己就能诊断了”，这本册子被许
多企业负责人称为环保“百科书”。

与《环保自律手册》配套的，还有一堂堂环保公
开课。自“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主题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沧县分局组织包联党员干部，组成“环保知识
宣讲团”，深入包联企业开展政策宣导。他们结合企
业实际需求，精心设计成“课程包”，供需要的企业

“选修”，为企业答疑解惑。

量体裁衣

精准开“药方”建“病历本”

危废台账登记不全面、原材料台账记录不完善、
活性炭更换记录不规范、废气处理设施未规范设置监
测平台及采样口……《新固废法》施行前夕，市生态
环境局运河分局驻企员为帮扶企业建立“病历本”，
并对整改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以前执法人员来检查督办整改，如今变成帮我
们发现问题，并帮扶指导、解决问题。这样，企业经
营运转更顺畅了。”拿到帮扶建议书后，运河区中冷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为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让环保帮扶帮到根儿
上，市生态环境局建立了“1+19+N”的长效工作机
制，由熟悉辖区企业情况的骨干力量组建起N支服务
小分队，担任全市 1045家已包联企业的驻企员。他
们围绕企业高度关注且亟须解决的疫情防控方案、涉
危废物存储、污染设施运行等方面难题，帮助企业排
查污染隐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绍：“环境执法监管的
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关停企业，而是引导他们守法。仅
靠一次次上门检查效果有限，把政策法律送到企业负
责人和员工的心坎上，他们的环保意识自然而然提高
了。”

牵线搭桥

执法人员当“店小二”

“压铸机需要整体密封，压铸车间要处于负压状
态，废气处理才能真正达到效果……”日前，沧州经
济开发区天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压铸车间内，河北环
境工程学院的两位教授，正在给企业负责人讲解当前
废气治理的新技术。

“VOCs污染治理相关法规、标准涉及的治理环节
多，我们面临着技术能力不足、专业人员不够、运行
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在废气收集治理设施
的运行、维护方面存在短板，通过执法人员牵线搭
桥，这些技术难题统统解决了。”公司负责人高兴地
说。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技改的难点堵点，环保执法
人员以“店小二”的积极态度，为企业牵线搭桥，并
依托高校的技术优势，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和智
力支撑。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滑永辉介绍说：“自2020年
3月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共出动帮扶人员
9169 人次。通过送法律、送政策、送科技、送方
案、送服务等方式，发放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环评政
策百问百答等各类宣传材料1万余册。并为企业开展
环保相关法律知识等相关培训，培训各类人员共计
2880人次。从督着改到帮着改，从被动整改到主动
自律，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越环保越受益。”

聚 焦

串珠成链
——全域旅游“好戏连台”

一花独放难成美景。2017 年，以
“瀛州寻古·渤海听潮”为主题的沧州市
首届旅发大会，开启了“全域旅游，大
美沧州”的新篇章。如今，历经 4届旅
发大会，沧州已实现旅发大会承办地县
域全覆盖，各县（市、区）充分挖掘特
色优势资源，纷纷将最具“情怀”的文
旅元素呈现于人们面前。

听，文化与风景的激情碰撞，正演
奏着美妙的乐章——

沧县打造“文化、工业、生态、
农业、美食+旅游”的全域旅游发展
格局。通过全域生态环境改善和景区
提升，打造了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
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小镇、沧东生
态公园、兴济运河美食小镇等众多景
点。

肃宁着眼“旅游+文化产业”，精
心打造了乐海、星海、状元湖公园 3
个景点。其中状元湖景区以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发展、生态景观修复和状元
文化发掘为主；乐海乐器工坊、星海
钢琴展厅布局旅游商品线上线下销

售、体验等业态，形成了“文化+工业
旅游”的标杆。

八极故里孟村，打造集文化交
流、休闲娱乐、美食亲子于一体的主
题文化旅游风景线。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触摸古迹
遗存的厚重，于田园间感受悠然的生
活……一路走，一路看，沧州美景各
具特色，美不胜收。我市紧抓京津冀
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依托
河海相济的自然资源和文武相兼的文
化资源优势，不断擦亮“运河古郡·渤
海明珠”的靓丽名片。如今的沧州，
已扬起全域旅游的风帆，成为更多游
客心生向往的美好“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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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知跪乳鸦知报，自古贤哲
皆敬孝。纵是朝朝奉母恩，惟嗟西
幕斜阳老！”

献县单桥村南耿家园（今并入
南单桥村），在明代万历年间出了
个进士——耿橘。耿橘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母亲林氏靠纺织供儿子
读书。1601 年，耿橘中了进士，
第二年便出任江苏常熟县令。他勤
于政务，爱民如父母，大兴水利，
很快使常熟贫瘠的盐碱滩变成鱼米
之乡。因政绩显著，升任兵部主
事。告老归乡后，尽心尽力侍奉母
亲达 10 年之久。母亲病故后，耿
橘亲筑悦亲台。

这是献县单桥栏板向我们讲述
的耿橘跪母的故事。一幅儿跪慈母
的石桥雕画，传达了母慈子孝的中
华美德，彰显了为官勤政爱民的政
风。景观，让蕴含其中的文化活了
起来。

旅游和文化天然互生共存，那
些拥有着丰富人文资源、浸润着历
史文化气韵的地方，总是格外吸引
人。一部《芙蓉镇》，让“挂在瀑
布上的千年古镇”声名鹊起；一篇

《桃花源记》，让武陵源承载起人们
对“世外桃源”的想象；“步步有
典故，处处有文物”的洛阳，成为
人们向往的旅游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
是旅游的核心资源。这几年，我市
充分挖掘蕴藏于狮城大地上的人文
资源，让游人在不同景区感受活生
生的文化：在黄骅，梦回秦汉；在
盐山，遇见徐福；在河间，听琅琅
诗经；在肃宁，与状元同享及第之
乐；在南皮，聆听一代名臣洋务运
动的宏愿……

以文促旅，更要以旅彰文。旅
游是文化的载体，在旅游中注入文
化之魂，是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
说话、让文化说话，让文化的独特
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点更加生
动地呈现出来，从而更好地实现文
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景观中
的文化可以实现与游客的隔空对
话；5G 时代到来，游客在家就能
感受旅游魅力。记者所听所看耿橘
跪母的景观与故事，就是借助互联
网，跟随导游脚踪收获的。

文旅融合的图景正向纵深铺
展，我们可以描绘出更美画卷！

一城一品
——景区景点“百花齐放”

这边温室内，红彤彤的草莓像一个
个害羞的姑娘藏在绿叶间，随手一拍，
无需滤镜就已美艳动人。旁边大棚中，
却是些“生面孔”，火龙果、香蕉树、
柚子树……许多南方的热带水果在这里
落了户。走进青县广旺农庄的温室大
棚，顿时忘了室外的严寒。

这几年，广旺农庄“出落”得愈发
洋气。气势恢弘的徽派门楼、高低错落
的马头墙、琳琅满目的新鲜果蔬……从
种地到种风景，广旺农庄一跃成为集观
光旅游、亲子垂钓、休闲采摘于一体的
国家2A级景区。

青县从特色蔬菜产业中挖出旅游资
源，并将旅游的“趣”与文化的“韵”

结合起来。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张
广王、全国乡村旅游
示范村司马庄，风光
旖旎的盘古公园、南海公
园，“天然氧吧”森林公园、
盘古湿地景区，声名远扬的历史古刹盘
古寺，独具“京作”风韵的红木小镇
……如今，全县形成了以“逛盘古、吃
蔬菜、赏红木、学武术、住民宿”为特
色的田园风情体验游，年吸引游客达30
余万人次。

走进黄骅南排河渔家风情旅游度假
带，“渔民号子”“海产品博览会”“滨
海骑行”……黄骅市浓墨重彩打造“最

渔乡、最渔味、
最渔俗”的渔乡原

味生活体验地，让游
客充分感受海堡渔村

的历史文化和日新月异的
变化。

漫步盐山千童文化园，仿若时光倒
流，“千童东渡”的故事瞬间浮现在眼前。

穿行于沧州大地，一城一景似一
珠，珠珠弄新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市依托独有的
文化旅游特色，充分挖掘特色优势资
源，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着力打造精
品旅游路线，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跨越式
发展。”

文脉不辍
——大运河文化带“群星璀璨”

一条运河穿城过，两岸风光入画
来。1月4日至6日，沧州大运河文化带
在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节目中惊艳亮
相，备受瞩目。

冬日，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的草
坪虽褪去绿装，但棵棵小草仍昂首挺胸
地立在寒风中，静静环抱着运河清流。
三三两两的市民在公园中或漫步，或健
身，轻松惬意。

这段运河呈现Ω形状，在整个大运
河的流经区域中比较少见。通过文物保
护、河道清淤、垃圾清理、拆迁拆违、
生态修复等，对此进行了微地形打造和
草皮铺设。如今，这里已成为老人能散
步、青年能运动、儿童能嬉戏的城市生
态休闲空间。

灰瓦白墙，翼角高翘，走进位于
青县流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仿
佛置身江南水乡。走进一家店，各式
红木家具精雕细琢、风韵典雅。青县
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红木小

镇，让延续千年的红木产业，绽放新
风姿。

吴桥县依托大运河原有生态，大力
实施大运河生态治理和修复，巧妙利用
河道蜿蜒曲折的特点，在“耳廓”上打
造了运河公园。

在泊头，“运河之链”“山楂树广
场”……全长1.9公里的大运河景观带项
目，集风貌保护、文化展示、观光休闲
于一体，潜移默化带动泊头文化和旅游
产业的发展壮大。

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美。
大运河不仅是沧州人的情感纽带，还是
沧州人的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为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
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充分挖掘大运河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市委、市政府站在
新的起点上，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积极谋划“一线多珠”发展格局。
如今，大运河已经成为狮城一道亮丽的
风景、一首流动的诗。

让文化
在景观中活起来

刘彦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