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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县城建设攻坚行动
今年我省完成
城镇棚户区改造20.2万套

本报讯（记者刘岚）我省70个县城完成高速口、

高铁站等交通节点到县城引线的综合整治；南水北调

受水区的93座地表水厂全部实现水源切换；2017年

完成城镇棚户区改造20.2万套。

记者从2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县城建设工作

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16年我省启动县

城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重点聚焦“一补三化”（即

公共设施补短板、产城教融合化、环境容貌整洁化、建

设改造精品化），逐渐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发展环境，

县城发展动力持续增强，承载能力逐步提升。

所有县（市）全部启动城区内涝防治

在县城建设攻坚行动中，我省大力推进公共设施

补短板，路网结构逐步改善，涿鹿、高碑店等县（市）的

21个绕城改线项目落地实施，70个县城完成高速口、

高铁站等交通节点到县城引线的综合整治。辛集、晋

州、定州等县（市）以次干路、支路为重点，打通断头

路、卡脖路，城区道路通达性进一步增强。

供水能力大幅提升。南水北调受水区的93座地

表水厂全部实现水源切换，出厂水水质全部纳入省级

督查范围，89个县（市）建成应急备用水源。

所有县（市）全部启动了城区内涝防治，整治易涝

点300余处，今年汛期全省没有发生严重的城区内涝

灾害。迁安市作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稳步

推进试点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我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积极推进县级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和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共有

84个县（市）建成全民健身中心，72个县（市）建成公

共体育场馆。全省新建和改扩建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项目55个，其中37个场馆即将投入使用。

85个县（市）完成产业园区升级

攻坚行动中，各地积极推进产城教融合发展，各

县（市）全部完成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步启动了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及各类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其中控详规编制覆盖率达到100%。

新区建设初具规模。邯郸市以推进县城新区建设

为抓手，整体提升城区承载能力和产城教融合，所辖12

个县（市）高起点、高站位开展了新区规划和项目建

设。黄骅、高碑店、安国等县（市）立足地方产业特色，

优化整合空间和要素资源，整体推动产教城融合发展。

各县（市）还积极发展高效、低碳的绿色产业，产

业逐步实现集聚。截至目前，永清、涿州等 85 个县

（市）已完成县城产业园区升级。

在教育资源优化方面，各地合理配置中小学和幼儿

园资源，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黄骅、安平、曲周、承

德县等县（市）职教中心产教园区建设正有序推进。

23个县（市）达到“洁净城市”标准

在整治城乡环境容貌方面，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

进，涉县、滦平等县（市）完成了城区及周边山体排查，96

个县（市）制定了修复治理方案。晋州等有改造任务的

12个县（市）完成污水处理厂污泥设施升级改造。

园林绿化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全省119个县市

（不含沧县、邢台县有县无城）中，有112个县（市）获

得省级及以上园林城称号，29个县（市）获得国家级

称号，园林城创建工作位居全国前列。县城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11.9平方米、绿地率达33.72%。

环境容貌整治初见成效。乐亭、定兴等23个县

（市）达到“洁净城市”建设标准；推进城乡垃圾一体化

处理，南和、怀来、文安等县（市）推行城乡一体化环卫

服务外包，提高了垃圾清扫效率。同时，城市管理水

平稳步提升。112个县（市）建成了数字化城市管理

平台，50个县（市）完成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今年完成城镇棚改20.2万套

我省还全力推进建设改造精品化，县城风貌特色

日益彰显。正定、临漳、滦县等县（市）深挖历史文化

内涵，把历史元素、文化符号运用到城市建设中，打造

了正定历史文化街、邺城建安文化广场、滦州古城等

一批人文景观，传承了历史文化。

在旧城改造中，2017年完成城镇棚户区改造20.2

万套；“一区三边”违法建设集中整治中，各县（市）集中

清查处理县城（城市）建成区和高速铁路沿线安全保护

区、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沿线建筑控制区违法建设，已

拆除违法建设1656万平方米，占列入台账的93%。

27 日上午，在陈家庄村记者注意到，

“保护生态、禁烧禁抛、尊老爱幼、孝敬父母、

爱护公务、讲究卫生”等充满正能量的村规

民约宣传墙随处可见。

据村主任马玉亮介绍，以前村里垃圾

随处堆放，污水沿街泼洒情况普遍。经过

两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如今村里实现了大

街小巷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村庄色调统

一，村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便民服

务中心又开设了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

卫生室。

为改善居住环境，村里统一建设厕所

440 座，清理垃圾杂物 27000 立方米，清理

断壁残垣和路障 35 处，清理违章建筑 520

平方米，全村电、液化气等清洁能源使用

率达到 100%，如今，这个不起眼的小山

村，已经变成了生态美丽的宜居村庄。

在村民秦海霞家里，记者看到，宽敞

的小院里窗明几净。秦海霞告诉记者，以

前村里整体环境差，村民都有不好的习

惯，垃圾随便倾倒在街边路旁，脏水也是

随便往街上泼洒，冬天里脏水冻成冰，出

门都很难走。现在有了大家认可的村规

民约，村民都开始自觉爱护公物、讲究卫

生，污水集中收纳统一处理，垃圾定点倒

入垃圾箱，村里的环境变得这么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村规民约的号

召下，陈家庄村民彻底改掉了以前的陋习，

大家共同爱护村里的环境卫生，环境美了，

村民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小山村变身生态宜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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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张家口记者 张岩 通讯员 闫宗春

张家口市宣化区河子西乡陈家庄村位于城区西郊，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近年来，这

个小山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创建精神文明工

作，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深入人心，成为村民共识，

这个小山村如今从里到外都透着美丽。27日，记者来到陈家庄村采访。

陈家庄村的移风易俗推进工作和精神

文明建设也紧密结合，为了加强乡风文明建

设，引导群众扬正气、讲仁爱、重礼仪、尽孝

道、守诚信，陈家庄村积极开展了各种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包括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

媳妇、优秀村民、最美庭院等评选活动，用榜

样的力量推动全村社会风气的净化与道德

水平的提升。

村民孙翠红是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先

进典型，84 岁的婆婆朱素兰对儿媳妇赞不

绝口，“我能活到现在，多亏了儿媳妇，每天

早上先过来给捅炉子，然后倒脏水、做饭、洗

衣服，不嫌脏不嫌累。”村民董胜把经商赚来

的钱用在保护生态上，他自掏腰包 3 万多

元，在村里的后山义务种植枣树、松树，就为

了让村里的生态更好一点。

采访结束时，村主任马玉亮信心满怀

地表示，有了村里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有

了村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

们好依托这个良好的基础发展乡村旅游，

到明年，这里就会变得绿树满山、瓜果飘

香，葡萄、大枣挂满枝头，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要把陈家庄的美丽传递给外界，传递

给每一位游客。

礼义仁孝净化了社会风气

据了解，2017年初，陈家庄村根据村情

实际，在广泛召开村代会征求村民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完善了新的《村规民约》，新的《村

规民约》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培育

文明新风，坚决抛弃陈规陋习，自觉抵制低

俗之风。村里在主街道墙面绘制了富有教

育意义的文化墙，村规民约的内容被制成精

美的宣化画，耳濡目染下，村规民约如今已

深入人心。

陈家庄村包村乡干部武和云介绍，在移

风易俗工作推进中，陈家庄为营造除陋习、

树新风的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

文化墙等形式，在全村范围内宣传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积极意义。陈家庄村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

通过理事会监督成员，大力倡导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对婚丧喜事的宴请人数和桌数，

违约处理方式等都做出了明确要求，逐步改

变了原先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

风气。

为了让新的村规民约真实起到效果，村

里还通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专题座谈会等

形式常打招呼、常敲警钟，进行正确引导；同

时开展道德讲堂，将移风易俗作为必讲内容。

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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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宣传墙村规民约宣传墙

现在村里干净整洁宜居现在村里干净整洁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