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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WEN

初夏的渤海湾，海风激荡，大潮奔
涌。不远处的黄骅港内汽笛长鸣，门机
挥舞着“手臂”装卸货物。放眼整个港
城产业园区，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星罗棋
布，成排成片的在建项目正在抓紧施
工，孕育着无限生机与希望。

沿海临港，是沧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支撑，也是沧州最鲜明的特色
和优势。从一片盐碱滩涂到项目遍
地，从单一煤炭输出港到涉及矿石、
粮油、通用散货业务的综合贸易港，从
辐射冀中南、鲁西北到开通东南亚外贸
直航航线……这片希望的热土发展浪潮
层层迭起、奔涌不息。

围绕“加快沿海经济强市建设步
伐”的目标，全市上下坚持向海发展、
向海图强，解放思想、踔厉奋发，以国
际化视野审视和推动沧州沿海经济发
展，全力以赴推动港口转型升级、项目
建设和招商引资、全面扩大开放等重点
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港口建设蹄疾步稳，辐射
带动能力显著增强

4月 15日，来自马来西亚的“美人
鱼号”10万吨级油轮成功靠泊黄骅港泰
地液化码头，这是黄骅港迎来的首艘 10
万吨级国外油轮。当天，泰地液化码头
正式开通外贸服务。

据了解，黄骅港泰地液化码头处在
渤海湾陆上运距最短位置，可为京津
冀、晋蒙鲁等腹地众多石化企业提供进
出海服务，搭建海上外贸新通道，并完
全实现外贸货物在本区域内报关入罐、
装车或管输，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沿海要发展，港口是龙头。近年
来，我市始终坚持把港口作为推动沿海
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不遗余力推动黄
骅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港口功能和集
疏运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服务
港、国际贸易港、“一带一路”重要枢纽
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

综合港区泰地液体化工码头和罐区
工程、散货港区矿石码头一期（续建）
工程、煤炭港区3号4号通用散货码头工
程等项目如期建成……聚焦“我们有什
么、到底缺什么、问题是什么、应该怎
么办”，我市深入研判、精准施策，始终
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黄骅港建设步
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集疏运体系不
断完善。

港口对腹地的牵引，对产业链的融
合支撑和更深更广地开放发展意义深
远。依托港口龙头带动作用，黄骅港持
续推进集疏运体系建设，总投资5.7亿元
的液化管廊项目、南疏港二路改造提升
工程等项目建设完工；总投资37亿元的
邯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中心站项目
（港外编组中心站）、综合物流园铁路专
用线等项目扎实推进。

在此基础上，全力实施港口转型工
程，推动港口运输功能向海陆双向辐
射、多式联运集成、区域协同发展枢纽
港转变。深化与上港集团合作，开通黄

骅港至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线；依托
“西北内陆—东南沿海”集装箱公铁海联
运示范工程，成功开通运营 6条海铁联
运主力干线，挂牌运营内陆港达到 8
个；开启河北省中欧班列“公铁海”联
运新模式，黄骅港国际化水平和对外辐
射能力显著提升。

2022年，黄骅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
突破百万标箱，刷新自2016年集装箱正
式运营以来的历史最好纪录。今年一季
度，黄骅港完成吞吐量7897万吨，同比
增长5.8%，实现首季“开门红”。

临港产业加速聚集，发展
引擎不断优化

随着黄骅港功能日益完备，港口对
产业的拉动作用也愈发显著，国内外大
企业纷纷选择到沧州投资兴业。大项
目、大工业让沧州沿海生机勃发，成为
环渤海、环京津区域内具有强劲发展活
力的地区之一。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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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力推动沿海经济发展综述—我市全力推动沿海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屈 鹏 本报通讯员 张诗启

行走在沧县捷地减河分洪设施展示
园，通波园、巡礼园、流光园……一步
一景、一园一画，别有一番韵味，已成
为游客体验运河文化的“打卡地”。

靓丽纷呈的沧县捷地减河分洪设施
展示园，是我市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统筹保护、传
承、利用，把全域 216公里大运河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优势和稀有资源，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加快建设独具沧州特色、彰显狮城魅力
的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努
力打造“中国大运河非遗之城”新名片。

突出运河保护，彰显沿线
特色风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推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我市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保持大运河外观、风貌的原真
性、唯一性。中心城区实施绿化提升工
程，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建成旅游码
头、步行景观桥，打造了城市精彩中轴
线，擦亮千年运河“金色名片”。

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
操为征伐乌桓，命董昭开凿平虏渠，这
便是大运河沧州段的前身。从那时算
起，运河已在沧州大地流淌了 1800多
年。大运河不仅是沧州人的情感纽带、
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也是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生态廊道和靓丽景观。

清风徐徐，碧波荡漾。泛舟运河之
上，河道两侧蒲草青青、芦苇苍苍，美
景如诗如画。市民李飞携一家老小乘船
赏景后激动地说：“沉浸式体验，天蓝
水清岸绿景美，宛若画中游。”顺着船
头眺望，复建的南川楼、朗吟楼、清风
楼呈三足鼎立之势，与悠悠运河水相得

益彰，描绘出一道颇具历史韵味的风景
线。

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黄金航
道”，大运河沧州段蜿蜒流淌、宛若玉
带，特别是沧州中心城区段保存完好，
九曲十八弯、沿途多遗迹、处处是风
景，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原真
性。去年9月1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
旅游通航，这是自二十世纪70年代我市
大运河船舶停运以来首次恢复通航，再
现了“一船明月过沧州”的盛景。

乘着国家对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
水的东风，我市坚持引、补、蓄、调并
重，实施引江、引黄等补水工程，实现
运河全线有水。同时，全力做好全线河
道清淤、巡河驿道建设、河堤修筑等工
作，堤顶路实现全线贯通。

围绕做好“绿”的文章，2022年，
我市积极开展大运河沿线补植补绿、道
路绿化工作，实施两岸绿化美化，完成
运河沿线两堤之间及堤外 500米内土地
流转，建成城区生态公园和堤外郊野公
园。同时，实施“坡、岸、堤”分类保
护，并注重保持运河完整自然形态、生
态绿化层次和骨架，实现透林观河、亲
水赏河。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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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侧记—我市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孙 健 本报通讯员 岳培新 刘占勇

运河鸟瞰运河鸟瞰（（资料片资料片））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
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
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千家万户。”“在脱贫攻坚、推进共享中努
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是人民的勤务
员，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
事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饱含着深沉的爱民之意、赤诚的为民之心，是我
们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

民生福祉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省委十
届二次全会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强化公共服务，兜牢民
生底线，实施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
实事，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
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列为前进道路
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在河北展现美好图景，就要把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持在加快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
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

要锚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目标任务，在践行宗旨为民造
福上下功夫，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精准办
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民生实事。要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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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力办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好民生实事
河北日报记者 王敬照

5 月 26 日，备受关注的河
北省第六届园博会将在沧州举
行。这是沧州的一件大事喜
事，更是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承载着全
市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
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
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时
间上的流淌，也是空间上的绵
延。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好
园博园，建设独具沧州特色、
彰显狮城魅力的大运河文化
带、生态带、旅游带，既是提
升沧州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的必然举措，更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的实际行动。

“舟行沧州披长卷，桨开运
河入画来”。千百年来，这条沟
通南北的文化大动脉，在沧州
绵延流淌，滋润着狮城大地，
造就了沧州经济互联、文化交
融的繁荣景象，也筑牢了沧州
人的“根”与“魂”。自然河
道、水工遗址、沿岸村落、文
化遗存，保留着大运河原真性

和唯一性，犹如一颗颗“历史
珍珠”，镶嵌在运河两岸，珍藏
在一代又一代沧州人的记忆
中。让大美运河绽放时代之
美，既是每一个沧州人的期
盼，更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运河之美，美在古韵今
风。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深入推进，堤顶路及绿色生态
廊道全线贯通，朗吟楼、南川
楼、清风楼重现三足鼎立风
采，百狮园、运河公园成为市
民亲水休闲的好去处，园博
园、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成
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大运河
从“地理空间”正在加速向

“文化空间”跃升。特别是京杭
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
游通航，“一船明月过沧州”盛
景再现，一幅古今交汇、人水
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运河之美，美在文化传
承。我市始终坚持古为今用，
大力开展非遗传承人技能培
训，强化非遗展示传承，创作
文学艺术精品，培育文旅精
品线路……特别是中国大运
河非遗展示馆的建设，集运
河沿线 8 省市特色非遗文化之
大成， （下转第七版）

让让大美运河绽放时代之美大美运河绽放时代之美
———喜迎河北省第六届园博会系列评论之一—喜迎河北省第六届园博会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行走大运河 喜迎园博会

河北日报讯（河北日报记
者刘荣荣）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连日来，我省
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单位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展开调查研究工作。广大
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开展问题大梳理、难题大
排查，持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

“我们这次来是听真话、听
实话的！工程进展怎么样，项
目建设中还有啥困难？大伙儿
都说说……”近日，省发展改
革委调研组来到灵寿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实地了解
工程进度。

“进场道路、交通洞、通风

洞等开工项目需要办理先行用
地审批手续，希望能够加快手
续办理进度。”灵寿县华灏水力
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连春
如实反映。

调研组当场答复：“我们抓
紧沟通协调自然资源部门，协
助你们尽快完成先行用地的组
卷工作，尽快上报尽快审批。”

聚焦新型能源强省建设，
连日来，省发展改革委组成多
个调研组，对全省11个在建的
抽水蓄能项目逐个进行实地调
研。针对问题清单，实施台账
管理，逐一进行解决，确保项
目进度和质量安全，加快建设
清洁高效、多元支撑的新型能
源强省。

企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难
题，还有哪些期盼？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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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民生实事办好民生实事办好民生实事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
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
们排忧解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习近平
总书记来河北考察时，多次看望慰问困
难群众，对民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河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
力办好民生实事，认真解决就业、医疗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强化公共
服务，兜牢民生底线，实施民生工程，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022年，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重达到81%，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89.7万人，完成棚户区改造11.8万套、老
旧小区改造3698个，全省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5%，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 推出更多惠民生、暖
民心举措，全力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毕业后，我就可以直接去文安县

中医院上班了。”4月 22日，看着刚签
的就业协议书，桑博轩一脸的兴奋。

桑博轩是河北中医学院的学生。当
天，该院举行2023届毕业生春季校园招
聘会，900多人现场签约。

“我学的是针灸推拿，到县级中医
院工作更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桑
博轩说。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群
众生活，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面对今年
就业压力加大的形势，我省各地各部门
多渠道发力，打出稳就业“组合拳”。为
高校毕业生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
送培训，健全援企稳岗扩就业政策，推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退役军人
就业保障，抓好零工市场建设……随着
一项项硬举措落地落实，今年一季度，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16万人。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
峰多次要求全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全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省委十届二次、三次全会对民生工

作作出明确部署。今年，聚焦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我省继续
实施20项民生工程，着力办好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事。

现代化的智慧课堂、高标准的体育
设施，走进廊坊开发区第八小学，良好
的教学环境让人赞叹。

这所学校去年 9月建成投用，设有
48个班、2160个学位，不但有效缓解了
周边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难
题，还让走进校园的孩子们感到现代化
的教学氛围。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今年
我省在去年基础上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扩
容提质工程，截至 3月底，计划新建、
改扩建的 100所学校中，96所已经开工
建设，力争在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前不久，家住邢台市南和区三召乡

的张女士，因脑血管狭窄在南和区人民
医院治疗了两个星期，出院结账时自己
仅花了 2000多元，“当时看着每天的费
用单，以为怎么也得花个万八千的，没

想到报了这么多。”
既要看好病，还要少花钱。今年

我省实施“三个百分之一”行动，即
通过扩大目录、集中带量采购、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分别提高住院实际报销
比例 1%，有效缓解百姓“看病贵”问
题。

民有所求，政有所为。创建1000家
以上省级食品安全标准化学校食堂，开
展孕妇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服务，支持 4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
化改造……今年省级财政安排 230.4亿
元资金，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同
比增长 17.7%，努力让人民群众得到更
多实惠。

■ 下大力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近日，家住唐山市团结里社区的63
岁居民蒋艳丽，迷上了打乒乓球。

只要天气好，每天清早，她就来到
社区小广场的球台前，和邻居对打几
局。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