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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崇礼，，一座河北小城的冰雪奇缘一座河北小城的冰雪奇缘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雪中的张家口市崇礼区景象。 陈晓东摄 （资料照片）

在北京冬奥会
成功申办近两年之
际，由中国体育科
学学会、河北省体
育局、张家口市崇
礼 区 政 府 主 办 的
2017 科技冬奥论坛
暨体育科技产品展
示会 7 月 28 日在崇
礼召开，旨在为科
技冬奥提供智力支
撑。与会人士就科
技冬奥进行了介绍
和讨论。图为参观
者在展示会上体验
产品。

新华社发

近半个月来，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高频词汇。7
月 14 日至 15 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8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均点名提及地方政府债务，并对控制
地方债务、防范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专家
指出，当前，中国地方债风险虽总体可控，但相关
风险不容忽视，局部地区的风险更需特别留意。在
此背景下，国家强调加强地方债管理、化解地方债
风险并提出相关要求、出台具体措施释放了明确信
号：变相融资、隐性债务等违法违规举债将被坚决
遏制，债务增量也将会被严格控制。

债务率下降8.7个百分点

谈及地方债，其债务率及风险状况一直是国内
外关注的焦点。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5.32 万亿元，控制在全国
人大批准的限额 17.19 万亿元以内。如果以债务率

（债务余额/综合财力） 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率是 80.5%，不仅仍低于国际
通行警戒标准，且较2015年89.2%的债务率下降了
8.7个百分点。

“债务率的下降，充分说明近年来逐步建立的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监督体系开始见效。在限额管
理、预算管理及构建常态化监督机制等措施下，地

方政府债务总量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整体状况明
显好转，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随着管理体系的不断
完善、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地，未来地方债风险会
更加可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介绍，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批准的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是 18.82
万亿元。到6月底，地方又发了一部分债，现在的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 15.86 万亿元，还是控制在
18.82万亿元这个限额以内的。

违法违规举债难有空间

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
业内人士指出，前几年，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
导致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带来了很大的隐患。近年
来，随着新预算法的出台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得到了一定规范，但通过融资平
台公司变相融资、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举
债、进行违法违规担保融资等问题依旧未得到完全
解决。

对于违法违规举债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近
日再次提出明确要求：“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各地要落实属地责任，堵住‘后门’，坚决遏
制违法违规举债。”

具体来看，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日前在
介绍地方债管理问题时指出，地方政府一律采取在
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规范举债，除此之
外，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债。坚决制止地方
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相融资，要督促地方严格
执行国家出台的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
务等各项规范管理政策要求，防止地方政府把它异
化为变相举债的渠道。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

化转型，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加大
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查处问责力度。

“应该看到，遏制违法违规举债是依法规范地
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必然要求，这是一项长期工
作。”白景明说，在此过程中，相关要求会越来越
明确、管理措施会更加全面有效，这些都将推动不
规范举债债务的大幅减少，违法违规举债将很难再
有空间。

债务增量将被严格控制

防范和化解地方债风险，还需充分处理好存量
与增量两个问题。在白景明看来，既要强调消化存
量，也需重视控制增量，进而保持政府债务的合理
规模。对于存量债务，国家已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逐步置换这部分债务，这有利于促进政府债务依法
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减轻地方政府到期债务集中偿
还压力，并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负担。

增量方面，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
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强调地方债增量控制，应进一步完善限额管
理，确定的限额决不允许突破。同时，地方政府在
举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可承受性及合理必要性，且
凡是地方政府新增政府债务，就必须纳入预算，进
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此外，关于地方债问责，应将
债务管理纳入干部考核评价，该问责就问责，不能
让地方把借钱当儿戏，要遏制其举债的冲动。”白
景明说。

需要指出的是，控增量不代表无增量。7月2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要求开好“前门”，支
持地方政府合法合规举债融资，加大对易地扶贫搬
迁、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支持。

地方债频被点名如何看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地方债频被点名如何看
本报记者 邱海峰

7 月 30 日，江苏省首家“军嫂创业涉税服务站”在南京成
立。这份由南京地税党员志愿者在“八一”建军节前向军嫂们送
上的创业特殊礼包，旨在为驻宁部队军嫂提供快捷、专业化的涉
税服务，鼓励军嫂用足用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地创新创业。

孙 军 王 锐摄 （人民视觉）

军嫂喜获创业礼包军嫂喜获创业礼包

7月 29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灵山古村西瓜节热闹
开幕，吸引了十里八村的乡亲和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欢乐度夏。图
为小朋友在参加吃西瓜接力赛。 曹晓东摄 （新华社发）

皖南山区 欢乐瓜节

时值盛夏正午，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气温只有20摄氏度。这个地处内蒙古高原与
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小城，有着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不用下车，也能感觉到整座城对
冬奥火热的激情——此季无雪，路上仍挂满
与冰雪有关的标语，城中遍是雪具店。

自从 2 年前的 2015 年 7 月 31 日，张家口
携手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后，崇
礼的冰雪奇缘便进入了全新的境地。然而，
实现梦想的过程，需要的是各个方面的共同
努力，尤其是张家口人的不懈奋斗。

如何“精彩、非凡、卓越”

对张家口市和崇礼区而言，眼前的任务
极为繁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指示是，要
着眼于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
会。

“要提高标准，一般的标准不行，必须是
颠覆式的改变。”张家口市委常委、崇礼区委
书记王彪感慨。在崇礼区的规划中，设计了

“六个方面的脱胎换骨”，涵盖了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城乡面貌、生态环境、社会事业
和全民素质。而这些，也正呼应了习近平

“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
卷”的要求。

筹备冬奥之不易，体现在方方面面。距
离冬奥会虽说还有5年，但此地每年9月底便
下雪，雪期持续至来年 4 月，算下来施工时
间极为有限。按规划，2019年全部场馆要建
设完，只剩15个月可动工。

不容犹疑，去年当地用 8 个月时间完成
了奥运核心区 6.26万亩土地的征收工作，今
年便迎来了基础设施开工年。趁着没有天寒
地冻，一切都在快马加鞭，7 月已开工项目
14个，8月要开工的项目有10个，9－10月要
开工的项目有9个。

场地虽大，比场地更大的是环境。申奥
成功，崇礼的生态红利有目共睹，但达到奥
运标准尚需砥砺奋进。

在这个季节来到云顶滑雪场，一路绿树挺
拔、绿草茵茵，植被覆盖率明显高于许多地方。
但对高标准的冬奥会来说，这还不够，崇礼的
目标是，到 2022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67%，
赛事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超过80%。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北省委书
记赵克志坦言，张家口种树难。在这大片的
山区里，阳面山坡多、水分少、板块重，当
地流传一句话，“三年不见树，五年不见人”。
但赵克志明确提出，包括今年在内的 3 年，
这里要造林700万亩。

在崇礼区委宣传部长刘永刚的记忆里，
参加工作20多年来，种树一直是张家口“最
重要的事情”。“什么都能耽误，就是绿化不
能耽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谁也不能当历
史罪人。”

全民健康与全面小康

在崇礼视察时，习近平强调，之所以要
办一届绿色、节约、廉洁的冬奥会，其重要
意义在于，全民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题中应有之义。

借由冬奥会希望实现的全民健康目标，则
是习近平在 2015 年会见国际奥协主席、亚奥
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强调的，北京举办
冬奥会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目标
打动了很多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国际奥委会对全民参与也极为重视。
在崇礼城中心的冰雪博物馆旁边，是可

容纳数千人的广场，欧式美食街、酒吧街、
酒店鳞次栉比。这个距冬奥会赛场十几公里
的地方，将成为 2022 年冬奥会颁奖台所在
地。之所以选择在市区颁奖，起因正是国际

奥委会提出的，希望当地人民能够参与其中。
更大的红利则在于，当地就此实现的发

展跨越。
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临时展馆，习近平

年初看过的沙盘上，规划有一条延崇高速直
达雪场，一条高铁直达此地，这些愿景在
2019年就将成为现实。过去欠发达的张家口
市，可以借此机会补齐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的
短板、生态环境脆弱的短板、人才匮乏的短
板以及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北京。

当地农民也在借机转型。雪场附近几个
村的人，多年来以种圆白菜为生。过去，冰
雹一打，地里的圆白菜甚至面临绝收的风
险。如今，滑雪产业逐渐成熟，崇礼从年轻
人到老年人，都在这个产业中逐渐寻找着自
身的新定位。雪具店、雪场甚至路边洋气的
咖啡馆，一问，都是当地人在运营。

崇礼就是崇礼

过去，崇礼穷且偏，守着大好雪山，没
人想到这儿可以跟现代滑雪挂上钩。

一切从20年前起步。1996年，中国第一
家民营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在极为艰苦的
条件下建成；2003年，北京好利来公司前来
投资了现代化的“万龙滑雪场”；2005 年，

“长城岭滑雪场”投入运营；2006 年，国内
第一家外商投资滑雪场“多乐美地滑雪场”
正式开业；2012 年，冬奥规划赛场之一的

“云顶滑雪场”开门迎客。
与之相随的是，从每年几千人的滑雪规

模，到2003年后突破每年4万人，到2009年
后每年超过20万人，到如今每个滑雪场的滑
雪人数都在剧增，有的甚至连年翻番。

过去几年间，崇礼开始承办各类国内国
际赛事。仅2016－2017年雪季，就承办了国

际雪联高山滑雪积分赛、国际雪联远东杯赛
等60多项赛事，而在冬奥会之前，崇礼还将
承办2021年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世界锦标
赛等重要比赛。

崇礼当然有自己的优势。这里是理想的
天然滑雪场，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山
地条件优越，温度风速适宜，滑雪期更是长
达 150 多天。每年雪季来临，崇礼都是全亚
洲开放最早的雪场，过去几年间日本、韩国
等国的专业队伍开始慕名前来，将这里作为
训练基地。

但崇礼也有其所不能为。习近平在崇礼
考察时明确指出，崇礼就是崇礼。崇礼的定
位要搞清楚，就是不要又搞成一个大而全、
无所不包的大都会。

就此，如何理解崇礼的未来？
当地给出的理解是，崇礼最大的优势是

适合发展滑雪运动，最大的价值在于生态和
环境，而其灵魂在于文化，必须突出中国元
素、当地特色，决不能贪大求洋。

小城的大奇迹

崇礼与滑雪的缘分，可上溯千年。《辽
史》 载，1037 年，辽兴宗率群臣，“夏四
月，猎野狐岭。闰月，猎龙门县西山 （今崇
礼野鸡山、老虎沟一带）。”史载，辽兴宗狩
猎之时，山陡雪深，马不堪用，乘“雪橇”
逐走兽。

老虎沟附近的太子城村发掘出来的历史
文物，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如今这历史回荡的地方，正迎来世界各
地的滑雪爱好者。

光有历史还不够，千年的冰雪产业要对
接国际标准，当地非蜕变不可。

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莉对这一

点感触尤深。2011 年起先后任崇礼县代县
长、县长、县委书记的她，完整经历了申奥
的全过程。她还记得，国际奥委会给出的申
办答卷，上来就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10
个方面 101 道题，看完我就明白冬奥会为什
么伟大了。”

于是，申办团队集体在酒店里“闭关”，
每天早7时到夜里1时，在专家帮助下逐个回
答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按国
际惯例，人家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讲故
事。经此一役，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思维方
式都变了。

当地人也开始从田间走上滑雪场。
“不能一听来滑雪的都是说普通话的，没

有说当地方言的。”“外界来参观的时候，总
问我们会不会滑雪，我们也觉得很尴尬。”崇
礼区旅游局副局长于进河提供了一个别致的
视角，他告诉记者，从 2015 年开始，当地便开
始在中小学生和干部队伍中普及滑雪，2016
年培训了3000人，今年则计划培训7000人。

不仅如此，这些“说当地方言的”人，
也在磨练着与世界沟通的语言技能。这里已
经与北京新东方展开合作，计划用 3 年时间
为张家口培训外语人才3万人。

云顶酒店服务员小郑，此前一直在当地酒
店工作，从小也没接触过滑雪。在通往云顶滑
雪场的索道上，她漫不经心地指着中、高级赛
道说，“我现在滑的都是这些难度级别的。”

用语言，用行动，用雪场上飞驰的身
影，用山峦上覆盖的绿树，用世界最顶级的
赛道，用地球人都懂的友善，这个河北小城
正在筹备的，可能是建城以来影响最大的一
件事。

但崇礼是有底气的，就连它的名字都来
自儒家思想中的“崇尚礼义”。如今，世界给
了它一个前所未有的展示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