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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丁）2月8日，记者

从唐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上获悉，该市今年将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抓实建设生

态唐山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环渤海地

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重大项目、“一港

双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海洋

经济和临港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科

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

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十项重点工

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唐山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今年唐山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7%，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PM2.5平

均浓度下降10.6%以上，每万元生产

总值能耗和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

氮、氮氧化物减排完成省达任务；城镇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

8%，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围绕实现上述目标，该市将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聚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

推进唐山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制定出台《加快建设环渤海地区新型

工业化基地实施意见》，推动传统产业

向中高端跃升、向下游产业链延伸。

以打造“唐山周末”品牌为目标导向，

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带动城市转

型。构建“铁海港公空”立体化物流发

展格局，努力打造立足京津冀、服务环

渤海、对接东北亚的现代化国际物流

中心。

围绕“破”“立”“降”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

坚持完成化解任务、实施减量置换、推

进退城搬迁三措并举，确保过剩产能

只减不增、真去真退。抓实“京津孵

化、唐山产业化”，年内引进京津等地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60项以上，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80家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100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1000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

比重达到 1.6%左右。打好用电、融

资、物流、税费等降费减负“组合拳”，

全年降低实体经济成本50亿元以上。

开掘释放大美海洋天然良港优

势，打造沿海临港产业带。突出曹妃

甸沿海开发的龙头带动作用，全力推

进金隅·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产业园

等项目建设，中冶瑞木新材料产业园、

新澳肉牛屠宰加工等项目竣工投产，

天坛家居、森工木业等50个木材加工

贸易项目建成运营，年内曹妃甸区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9%以上，产业投资增长20%

以上。全力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

海洋航运物流等产业。新建海洋牧场

1-2个。

优化“双城”空间布局，提升城市

现代化国际化水平。高水平建设城南

经济开发区，全面启动5.3平方公里起

步区建设，中铁未来动力产业园等5

个项目落地开工。翻修改造龙泽路、

胜利路等城市道路，打通国防东道、龙

富南道等断头路，二环线10月份全线

通车。出台《推进“一港双城”建设实

施意见》。

拓展改革开放深度广度，激发高

质量发展新动力。一方面，发挥重点

领域改革牵引作用，打响唐山“四最”

营商环境品牌。另一方面，坚持“引

进来”“走出去”并重，全方位扩大对外

开放。

抓实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三

品一标”和品牌农产品占比达到

55%。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

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垦改

革、供销社综合改革等工作，释放农村

发展新活力。

坚持生态唐山、绿色发展，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力实施“退十

计划”，年内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59微克/立方米左右，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控制在7.0左右，让老百姓享受

更多的幸福蓝天。全面落实“水十

条”“土十条”，开展重点用能单位

“百千万”行动，完成省达削减煤炭

总量任务。

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加大

民生投入，办好实事工程。守住安全

稳定底线，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

发生。

本报讯（记者李艮春 通讯员刘
杰 王小敏）2月7日从定州市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

2018年，该市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国百强，

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

美丽定州新局面。

定州市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以

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7%以上、7.5%以上，每万元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污染物减排完成上

级下达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该市将主要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抓招商促开放，强化经济发展支

撑。全市谋划纳入项目库投资超

500 万元项目 1200 个以上。实施

“京津研发、雄安研发，定州生产、定

州制造”产业发展计划，推动“定州制

造”向“定州智造”转变。重点推进两

城（厨具新城、鞋服新城）、三园（印刷

产业园、食品产业园、北方汽车文化

产业园）、四基地（通用机场及航空产

业基地、中低速磁浮项目基地、国家

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新能源汽车基

地）建设，加快实施一批拉动经济增

长、支撑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着力

破解项目审批、土地利用、环境评价

等方面的瓶颈制约，解决好项目落地

难、落地慢的问题，确保引进更多战

略投资。

优结构促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细分领域的“单项

冠军”企业，建成省级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示范集群各1个，新增

规上企业20家，全市总量力争超过

400家。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

行动计划，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启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工作，实施技术改造项目30个，培

育省级研发机构20家、绿色工厂1

家、数字化车间2个、科技型中小企

业80家、管理创新示范企业2家、

众创空间和星创天地2家，工业和

信息化标准化示范中小企业20家，

新增军民融合企业5家，争取专利

申请量超过900件，通过省创新型试

点市验收。

强功能严管理，改善提升城市面

貌。推进市区北扩东移，加快实施

96平方公里的生态新城建设；开展

城市大外环建设，加快推进曲港高速

东引线、易官公路定州段等道路建

设。推进“四馆一中心”（体育馆、文

化馆、科技馆、图书馆和会展中心）建

设，持续改造提升路网，推动五星级

酒店、高档购物中心、时尚商贸街区

建设，打造全国首个智慧非遗文化博

物馆，争创公共交通示范市。开展建

筑业和房地产业攻坚年行动，持续推

进文明创建活动，制定出台整套城市

管理办法，加快建设城市水系。

夯基础增效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建设集畜牧设备制造、奶牛饲养

繁殖、奶业生产加工、生物制气育肥、

生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快推进“三

品一标”认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试点工作，推动苗木花卉产业提

质增效，培育一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

的农产品品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

万人以上。

推改革增动力，激发新旧动能转

换。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启动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动经济转

型动力变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新增市场主体

5000户以上，打造“投资定州、事事

无忧”环境品牌。

重监管强治理，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深入开展“利剑斩污”和“零点行

动”，加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严

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推进

全市焦化、玻璃制品行业脱硫脱硝工

程，持续推动钢网、防水卷材、铸造等

重点行业升级改造。深入实施“水十

条”，全面推行“河长制”管理，启动实

施唐河、沙河、孟良河综合整治工程，

确保城乡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保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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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 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18年主要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PM2.5平均浓度下降10.6%以上

定州 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争创全国百强

本报讯（记者张秀娟）从2月9日

召开的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在加强和

改善民生上克难碰硬，使群众感受到

更多发展新温度。其中，年内10个

深度贫困县、206个深度贫困村四类

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全部启

动，全省改造完成9.3万户，力争开工

3.79万户。

2017年，我省棚户区改造开工

20.2万套，基本建成12.69万套。今

年，我省将扎实推进新一轮棚改工

作，实施棚户区改造三年攻坚计划，

2018、2019年集中攻坚，2020年扫

尾、基本完成棚改任务。开工建设

23万套，省政府将与各市签订目标

责任书。

今年，我省还将大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制定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方案，一年试点铺开，两年集中攻

坚，2020年全面收尾。推进新建住

宅小区配套设施完善，自今年1月

起，利用半年时间开展新建小区配

套设施大检查、大整改活动，加快完

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推进“消除城市重点易涝点三年

行动”，开展老旧管网改造攻坚。石

家庄市要确保黑臭水体不出现反

弹，其他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市黑臭

水体消除80%以上，县城（县级市）基

本消除。

统筹推进生活垃圾、餐厨垃圾、

建筑垃圾、粪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6.6%以上，县城达到92.3%以上。

认真落实《河北省“厕所革命”三

年行动实施意见》，推进城市公厕达

标建设，新增城区标准公共厕所

1700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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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晓梅 高琳哲）经过层层筛选及专业评

选，2月9日，省环境保护厅发布我省十大环境新闻。分别为：

1.“大气10条”5年目标任务超额完成。2013年，国务

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0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出，

到2017年，京津冀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左右。2017年，

我省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65 微克/立方米，与

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39.8%。

2.制发“1+18”专项方案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去

年3月31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大会，制发

《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18个专项实施方

案，力推大气污染治理尽快步入规范化、法治化、常态化轨道。

3.2017秋冬空气质量创5年同期最好水平。2017年10

月1日到12月31日，我省PM2.5平均浓度比2016年同期

下降了37.4%，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领跑全国，创5年来最好

水平。2017年，全省平均达标天数202天。

4.环保垂改新体制正式运行。作为全国第一个试点省，

我省6个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11个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

正式挂牌成立，机构调整、人员划转、职能定位、经费保障等

基本到位，管理新体制正式运行。2017年共督察政府部门

2276个，追责问责相关责任人339人、县处级干部9人。

5.查处一批非法排污“大老虎”。2017年，我省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9.4万人（次），检查企业54842家（次），检查发现各类环

境问题9234个，立案行政处罚环境违法案件2215起，责令停

产、限产企业586家，取缔违法企业386家，移送公安机关279

人，并严肃查处和公开曝光了一批“明星企业”非法排污案例。

6.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2013年到 2017年，全省

累计压减炼钢产能6993万吨、炼铁产能6442万吨、水泥

产能7057万吨、煤炭消费量4400万吨、平板玻璃7173万

吨，“6643”工程全面收官。对散乱污企业，共整治改造

38785家，整合搬迁898家，关停取缔68747家，基本消除

了散乱污产业集群污染问题。还积极推进工业企业全面

达标排放行动、主城区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44家。

7.重拳打击涉危废违法犯罪。环保联合公安、卫计委等

部门，组织开展了史上规格最高、声势最大、要求最严的全省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和处置危险废物违法犯罪雷霆行动，共抽

查涉危企业1972家，查处各类违法违章问题1831个，暂停

17家危废经营企业活动，30家企业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并立案处罚涉危问题企业83家，罚金853.78万元。去年，

全省共破获涉危险废物案件4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21人。

8.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去年12

月5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

卫士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在修复环境方面的努力。

9.打造环保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平台。去年9月，省大

气办联合长城网、河北新闻网、河北发布、河北环保发布、河

北省环保厅官方网站共同开设“大气环境突出问题举报平

台”，每月通过该平台向社会公布举报查处情况。去年11

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用排污许可证后监管系统，去年12

月，向公众开放环境监测、城市污水处理等4类环保设施，让

公众生动直观地了解环保工作。

10.环保工作专班入驻雄安新区。去年12月，省环保厅

成立支持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并派驻工作

专班，支持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建设。

我省2017年
十大环境新闻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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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专门为该企业设计制

造了三款数控自动化大型橡塑设

备，每年可为企业带来3000多万元

的产值。

清河县搭建的校企对接平台，不

仅为清河的汽配企业解决了创新升

级中的人才、技术难题，还为高校科

研成果的转化找到了资金和载体，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加

盟。截至目前，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合作单位已由原来的12

家发展到30多家，为清河汽配企业创

新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后盾，推动

了清河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实现产品

由低端向高端、汽车整车制造由低端

向高端的跨越。

河北御捷是一家新能源电动汽

车生产厂家，也是国内首家以轿车标

准生产电动汽车的企业。近年来，御

捷的业绩增长迅猛，不断推出新产

品，但是，御捷新能源电动汽车一旦

提速到40公里/小时，就会出现较大

的噪音，通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他们联系到了石家庄铁道

大学相关专家，成功解决了噪音问

题，为御捷车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由低

速到高速跨越解决了关键技术难题。

推动产业整体进军利润
“高地”

对清河汽车零部件产业而言，转

型升级不是简单扶持几家明星企业

就可以解决的。为此，该县根据规

模、技术、设备等指标，将全县400多

家企业划分为三档，实行分类指导，

目标是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

提升。

以前，宇明公司生产设备落后，

很多环节都需要工人手工操作，不仅

成本高，操作也不规范，很多产品不

符合要求，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通

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的牵线搭桥，他们邀请到武汉理工大

学的科研团队，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升级，通过近8个月的时间，把原有

的生产线改为汽车换挡摇臂自动生

产线，原来需要13个工人，改造后3

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不仅大大节省了

人工成本，还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

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也是企

业谋求转型的一大着力点。清河县

一家企业和湖北化学研究院联合开

发了TPEE改性密封条材料，该材料

环保、比重小，性价比高，材料技术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为了将这一新材

料推广到全县汽配企业，清河县依托

产学研合作体系，打造500亿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建

设，充分发挥集群的扩散效应和成本

优势，快速形成产业规模。

除了做强“第一档”企业，清河县

还积极做大“第二档”企业，扶持“第

三档”企业，通过三个档次企业的梯

次升级，最终实现整个产业集群向利

润高地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