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太行山东麓，煤炭资源丰富，曾诞生

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煤矿。

河北石家庄井陉矿区就坐落于此，因地

势四周高、中间低，似一口井，故称井陉。

因煤兴城，因煤富民，然而，经年累月开

采下，煤炭资源逐步枯竭。2011 年，井陉矿

区被确定为第三批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

不仅如此，粗放的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环

境，大面积采煤塌陷令人触目惊心。

环境，亟待修复；转型，迫在眉睫。

可作为一座建在煤矿上的城市，产业转

型谈何容易？

兴与衰

出石家庄城区西南，来到井陉矿遗址。

路边不远，一座 36 米高的红砖水塔映入眼

帘，墙面星星点点的斑驳痕迹，诉说它走过的

漫漫岁月。一旁，黑色的南井井架默默矗立，

在周围树木映衬下格外醒目。“曾经正是这些

设备昼夜运转，将沉睡在地下的资源开采出

来。”听罢同行人介绍，记者不由得遐想当年

烟囱耸立、蒸汽升腾的采煤场景。

据《井陉矿区志》记载，1898 年，中德合

资的井陉矿设立在矿区凤山镇，采用现代化

采煤工艺，实现了矿井开采、排水、运输等全

方位机械化。到 20 世纪 60 年代高峰期，15
对矿井同时生产，井陉矿区主焦煤产量居全

国煤炭行业第二。

“过去整个矿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与煤打

交道。”现年 40 多岁的矿区居民李健说，长辈

们大多是煤矿或焦化工人出身，一块煤握在

手里一看，就知道种类和品质。

李健回忆，童年生活比较富足，能穿新衣

服，隔三差五吃肉。

但是，那时的记忆却多是灰色的：四周大

小烟囱林立，冒着黑烟。天空总是灰蒙蒙，一

到冬天就容易咳嗽。“煤矿附近山体岩石裸

露，连废弃的煤矸石都堆成数十米高的小山，

天热时甚至会自燃，可见淡淡火苗。”李健说。

80 年代开始，矿区煤炭资源逐步枯竭，国

有大矿开始陆续关停闭坑。井陉矿区产业链

开始由“地下”转为“地上”，各式各样焦化厂、

洗煤厂、水泥厂遍地开花，粗放生产。

外出 10 年后，矿区长大的刘军梅回了一

次老家——井陉矿区横涧乡刘赵村，村子变

得几乎认不出。

房子破败、院墙倒塌、荒草丛生、荒无人

烟。仔细一看，每家每户的屋墙、院墙都有七

拐八拐的裂缝，有的甚至整体裂开。刘军梅

边走边叹气，“因为地表塌陷破坏地基，民房

开裂，家园都成了危房。”

2009 年，160 户村民不得不举家搬迁，搬

到县城边上的房子居住。

刘军梅介绍，在采煤塌陷区，不仅水泥路

会出现断裂，老百姓的耕地也会出现裂缝，甚

至一个个大坑。“不少耕地因此无法浇灌，农

业减产。”

而在城区周边，更是形成了集中连片的

采煤塌陷区。“如今矿区政府以南数百米，曾

是一个巨大的塌陷坑。地势低洼，地下渗水

外加周边煤矿长期将疏干水排到这里，形成

臭水坑。垃圾遍布，臭气熏天，周边百姓路过

都得捂鼻子。”刘军梅说。

据统计，井陉矿区采煤沉陷影响面积达

34.78 平方公里，占矿区总面积的一半。

治理采煤塌陷，刻不容缓。

舍与得

2008年开始，井陉矿区对大量的采煤塌陷

区开展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修缮塌陷区

破损的道路，维修加固农田水利、电力和通信

基础设施，全方位整治面积较大的“臭水坑”。

“城南的臭水坑总面积超过 1500 亩。将

污水排干后，光是垃圾和淤泥就清运了 20 万

立方米。”石家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井陉矿区

分局副局长程中杰回忆，底部铺设防渗膜并

挖土方回填，并根据地形起伏，对上游溪流河

道修整改造，保持水土。最后，对坑坑洼洼的

土地，“削峰填谷”进行平整。

塌陷地治理“平”了，可矿区却又要面对

新抉择：过去的臭水坑，变成了人人眼热的

“香饽饽”！原来，这片地区处在矿区城区中

轴上，周边是居民区，向北走几百米就是矿区

政府所在地，区位优势明显。下一步如何开

发，成为关键。

有人建议，既然塌陷区不宜盖高楼，可建设

低密度的楼房或者商业综合体，发展房地产；

有人建议，可以扩建焦化厂，增加财政收

入，创造更多就业；

甚至还有人提议，矿区耕地少，干脆把这

片地分了种地也不错……

众说纷纭。经过反复调研讨论后，矿区

区委区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建设生态湿

地公园。

“商业开发固然有短期收益，但矿区面积

小，公园绿地更少。为了人民福祉和长远发

展，应把绿地还给人民，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

百姓生活质量。”矿区住建局负责人表示。

2014 年 7 月 1 日，杏花沟生态公园正式

开园。公园占地 1500 亩，由人工湖、湖心岛、

空中栈桥、漫水桥、滨湖广场、观景塔、杏园林

等景点构成，是一座集矿区特色文化展示、雨

洪生态调节、农业体验、市民休闲于一体的城

市生态公园，绿地率达 90%。

夏秋季节走进公园，沿着木栈道步行，只

见几条木板桥阡陌纵横，水鸟在芦苇中嬉戏

穿梭。沿着高空栈道漫游，波光粼粼的人工

湖、整齐挺拔的森林尽收眼底。公园内，三三

两两的居民散步，或健身，或拍照，好不惬意。

就这样，“绿色”在城市徐徐铺展。

利用城北采煤塌陷区建设 600 亩清凉湾

湿地公园，在城区边边角角见缝插针建设“口

袋公园”，公共绿地面积逐年增加。

目前，矿区建成 27 处公园，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25.6 平方米。井陉矿区也获评河北省

首批省级园林城区，2021 年 12 月荣获河北省

人居环境进步奖。

减与增

自 2012年开始，井陉矿区陆续关停全部数

十家矿山。2017 年，矿区关停了全部洗煤企

业；2018年起又陆续关停了全部焦化企业。自

此，百年矿区的“矿”字，退出历史舞台。

长期以来，煤炭和焦化产业是矿区支柱

产业，关停后，原有职工何去何从？本地新的

经济增长点又在哪里？

来到河钢集团石钢公司井陉矿区新厂

区，草木葱茏、群花争艳。这里原址是家焦化

厂，如今按照 4A 级景区标准打造的新厂区，

综合绿化率达 51%。

在炼钢车间，不见火光四溅，遍布电炉、

精炼、连铸等工序的几十台机器人和智能化

设备正高效而有序地“工作”着。

2020 年 10 月，年产钢 200 万吨、钢材 192
万吨的河钢石钢环保搬迁项目在矿区建成投

产。新厂区以废钢为主要原料，实现电炉短

流程炼钢、全流程智能制造，从源头上降低排

放。经初步测算，相比老厂区，石钢新区吨钢

综合能耗降低 62%，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75%。

井陉矿区以这个项目为龙头，建设冶金

新材料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目前，银亮材加

工、高线冷拔、线棒材精加工等一批冶金新材

料上下游项目在矿区落地实施；粉末冶金钢、

高端弹簧等 36 个优质项目已完成签约，产业

发展生机勃勃。

38 岁的高磊以前在焦化厂做了十多年设

备点检工人。焦化厂关停后，他和一批同事都

来到石钢新厂区工作。“虽然和以前一样在点

检岗位，但新的设备和工艺完全不一样。”高

磊回忆，以前焦化厂温度高，里外全是粉尘，

有时踩在高炉顶上干活，尽管铺着耐火砖，身

上还得穿着厚靴子、厚衣服做好防护，捂得非

常难受。“如今在新型钢厂，不光收入涨了，厂

房先进没有高温、粉尘和毒气，安全又舒适。”

“黑”色产业走了，好天气多了。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如今整个矿区颜

色也变得明艳起来，平时经常带着老人孩子

出门遛弯。”李健这样形容近几年的空气质量

变化。数据显示，与 2014 年相比，2022 年井

陉矿区空气质量大幅提升，优良天数由 88 天

增长到 255 天，PM2.5、PM10、二氧化硫等主

要污染物下降均超过 60%。

破与立

有的产业转型走得更远。

井陉矿区某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范雨亭

本是一家焦化厂的车间主任，如今承包了几

百亩土地，种植林果、中药。

老范发现，近几年矿区游客越来越多。

特别是周末，石家庄市区的游客驾车 50 公里

来井陉矿区游玩，不少人来到他的苹果园采

摘。“采摘价比批发价高了两三倍，还省去了

人工费和运输费。”老范眉开眼笑。

一个老矿区，怎么变身吸引游客的景点？

“对原有裸露山体和矿区遗址进行生态

修复，打造成为兼具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的

旅游资源。”矿区文广体旅局局长魏江峰道出

答案。

2018 年开始，井陉矿区开展了露天矿山

复绿行动。

站在城北京昆高速井陉矿区（贾庄收费

站）下道口向东眺望，迎面可见一座阶梯式山

峰，人工开凿过的痕迹依然可寻。这是原某采

石场的开采平台，如今平面已种上林草。从高

处俯瞰，如同放大的梯田，别是一番风景。

过去由于采矿技术落后，矿区存在大量

的渣堆、掌子面的开采平台。“有的地方削山

采石料，不仅山体光秃，采石绝壁甚至达百米

高。”程中杰说。

关停矿山后，矿区对开采平台的掌子面

进行台阶式治理和复绿，最大限度恢复自然

景观。“低于 45 度的缓坡，我们覆盖一层 40 厘

米厚的土层，而后进行种植喷播。”矿山恢复

治理项目负责人牛子良说，“陡峭边坡治理是

世界性难题。在台阶覆土植树过程中，我们

在边缘砌上半米高的石墙，再种上爬山虎。

待若干年后依托长势覆盖掌子面，既实现绿

化，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据统计，通过建设公园绿地、矿山植树复

绿，井陉矿区森林覆盖率由 2014 年的 46.7%
提升到如今的 58.2%，生态改善明显。

2019 年，井陉矿区在西部山区修建了一

条贯穿南北、全长 11.2 公里的西环旅游路，把

区内主要旅游景点、景区串联在了一起。

沿着西环旅游路，自北向南，由富于商贾

文化特色的贾庄古镇出发，一路领略复绿后

的清凉山和天户峪群山风光，路过景色宜人的

杏花沟生态公园，最终抵达有百年历史的正

丰煤矿工业遗址。一路风景，令人流连忘返。

生态修复复绿，历史遗址赋能，转型中的

井陉矿区摸索出发展文旅的新路径。

井陉矿区区委书记段利勇介绍，近年来，

井陉矿区通过发放惠民旅游补贴券等举措，积

极带动旅游消费。今年春节期间，井陉矿区累

计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7000
万元，文旅产业正在成为矿区的富民产业。

一
个
资
源
枯
竭
的
百
年
矿
区
走
上
转
型
路

井
陉
之
变

本
报
记
者

张
腾
扬

核心阅读

河北石家庄井陉矿区，因煤
而兴，也因煤而困。2011年，井陉
矿区被确定为第三批国家资源枯
竭型城市。十多年过去，立志“减
黑增绿”的井陉矿区现状如何，走
过了一条怎样的转型之路？

近日，记者走进矿区，穿越城
乡，近距离探查这里的山水林田，
感受百年老矿转型发展脉络，剖
析其中的抉择取舍。

■一线调研R

本报呼和浩特 2月 9日电 （记者张枨）日前，在呼和浩特

海关所属集宁海关监管下，内蒙古首列农产品“铁路快通”中

欧班列从乌兰察布市七苏木铁路国际物流园驶出。该班列共

装载 55 个标箱，满载来自内蒙古本地的葵花籽，将从内蒙古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到达俄罗斯科列措沃，这是乌兰察布

号中欧班列首次通过“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农产品。

“铁路快通”模式下，海关通过对铁路舱单电子数据进行

审核、放行、核销，实现对铁路列车所载进出口货物转关运输

监管，无需运营企业另行申报并办理转关手续。运用“铁路快

通”模式通关，能节约通关时间 24 小时，缩短整体运行时间

1—2 天，单箱节省费用 200 元以上。

据悉，2022 年，乌兰察布市通过中欧班列出口葵花籽 2 万

多吨，同比增长 27.9%，中欧班列已成为我国葵花籽等农产品

出口的重要通道。

内蒙古开行首列

农产品“铁路快通”中欧班列

本报北京 2月 9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国气象局日前向

社会发布新版《基本气象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包含 12 类 52 种气象数据和产品。新版《目录》大幅增加

了国产自主研发产品比例，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模式数据、实

况和再分析数据、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等各行业需求最大最迫

切的高质量、高价值气象数据均纳入其中。部分产品覆盖时

间长度超过 40 年，能够为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是新版《目录》的第一批数据和产

品。这些数据将于 2 月 15 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中国气

象数据网等多种方式申请下载和使用。

2015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基本气象资料和产品共享

目录》，7 年多来累计支持各类项目 11639 项，累计向 21 个行

业 45.9 万个注册用户提供了 2055TB（太字节）的气象数据。

中国气象局

12类基本气象数据对社会开放

虽已立春，位于戈壁深处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茫崖市冷湖镇，依然寒风猎猎。海拔 4200 多米的赛什腾山

山顶，工人们正在加紧对中红外观测系统（AIMS）的主光学系

统进行装调与检测。

“作为我国天文领域首个工作在中红外波段的观测设备，

中红外观测系统（AIMS）现在除了望远镜本体以外，其它分系

统都具备了现场集成的条件，预计今年 9 月底就能达到结题

验收目标。”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

观测基地总工程师王东光介绍，“多亏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良

好条件，届时，我们就能捕捉到更精准的太阳磁场数据，为太

阳磁场进行更精准的‘把脉’。”

2021 年 8 月 18 日，《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震惊学界，

中国科学家找到一个可与世界顶尖天文台址比肩的潜在天文

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干旱的气候、璀璨的星空、极

佳的视宁度……经过连续两年多的建设，这座戈壁小镇汇集

了越来越多像王东光一样的“追星人”，“冷湖所在的经度区域

尚属世界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空白区，随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的建设，这里将成为国际光学天文研究的重要基地，也将成为

探索宇宙奥秘、培育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策源地。”王东

光说。

“截至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落地 9 个天文望远镜

项目，预计建设 35 台望远镜，其中两台望远镜已投入科学观

测，两台望远镜已完成主体安装，29 台望远镜已完成观测塔

楼土建施工和望远镜主体研发，剩下两台望远镜正在抓紧

研制。同时，以科技、科幻、文创、科普、旅游为特点的科幻

文创旅游目的地也正在加快建设中。”指着眼前热火朝天的

建设现场，冷湖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田才让说。

优质的天文观测条件可遇不可求，最美星空更要得到最

严保护。今年 1 月 1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

测环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光学观测环

境的区域进行划分。“在暗夜保护核心区内，光源的种类和亮

度都将被严格控制，我们将全力保护，努力让科学家们都能看

到自己想看到的星体。”田才让说。

转眼已是傍晚，近乎无限透明的天空中，群星闪耀的银河

如大幕初开，虽然荒凉的戈壁滩一派苍茫，但机器的轰鸣声和

建设者们的身影，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春的讯息……

青海冷湖加快建设成为东半球国际

优质天文基地

不负春光 逐梦星辰
本报记者 贾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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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钢集团石钢公司新貌。

河钢集团石钢公司供图

图②：井陉煤矿旧照。

图③：建设后的西环旅游路。

图④：井陉矿区城郊复绿前。

图②至图④为井陉矿区区委宣传部提供

图⑤：井陉矿区城区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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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 2 月 9 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9 日在

司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

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周强强调，人民法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

刻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

地位，切实找准司法服务的切入点结合点，积极履职尽责，为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周强强调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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