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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金字招牌更闪亮
——曹妃甸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综述

供热长输管线
工业区段全线贯通

□通讯员 梁金凤 朱亚男
记 者 刘禹彤

良田沃野，瓜果飘香；鱼虾满船，五谷
满仓。秋收冬藏，如今的曹妃甸大地，一
派丰饶景象。

曹妃甸区享有“北方江南”“鱼米之
乡”的美誉，是我省产粮大区和主要商品
粮生产基地、河北大米之乡、中国河蟹之
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县（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
县。

依水而作、因水而生，使水稻、水产成
为该区农业发展的两张“名片”。“一袋米”

“一条鱼”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曹妃甸人，也
勾勒出这片“鱼米之乡”的现代农业底色。

稻花香里说丰年

在曹妃甸区唐海镇安子庄村的稻田
里，金灿灿的稻谷，颗粒饱满，散发着醉人
的芳香。收割机轰鸣欢畅，各种车辆往来
穿梭，把丰收的喜悦从田间带到农家。

曹妃甸区被誉为河北大米之乡，水稻
种植面积32万亩，年产优质稻谷20万吨，
以水稻作为农业的传统支柱产业，是河北
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的
粳米生产区。近年来，该区优化种植结
构，大力推广普及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粮
食生产稳步发展，水稻连年丰收。

农业品种结构优化，从以往追求向产
量要效益转为追求向品质要效益。其中，
水稻优质品种种植率逐年提升，高产品种
种植率70%以上，优质品种种植率30%以
上，同时加强蔬菜品种结构优化，重点发
展精品果蔬、精细果菜和特色品种种植。

曹妃甸区历来十分重视新品种和新
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工作。去年以来，
引进、试验水稻新品种 12 个，示范水稻新
品种3个，引进新技术1项；引进蔬菜新品
种 3 个，引进蔬菜栽培新技术 1 项。同时
推广水稻乳苗抛秧技术和基质育秧技术，
为全区种植业高产丰收创造了有利条
件。其中乳苗抛秧技术以其省工、省力、
省水，免去育秧环节，与机插秧相比亩节
约成本 200 元，亩增产 5%等优势获得了
该区农户的广泛认可，目前全区乳苗抛秧
面积达3万余亩。

鱼虾满船唱欢歌

水产是曹妃甸区又一主打名片。该
区海淡水养殖面积达 20 万亩，其中海水
养殖 8 万亩，淡水养殖 12 万亩，全区年产
各类水产品 10 万吨。这里是亚洲最大的
海水养殖场、国内最大的东方红鳍豚养殖
基地、国家级河蟹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和科
技兴海示范基地。

曹妃甸区依托优越的水资源条件，本
着集中打造、成片发展的思路，重点建设
培育了淡水鱼生态养殖基地、稻蟹混养基
地、中国对虾万亩连片养殖基地、河豚鱼
养殖基地、南美白对虾万亩养殖及丰年虫
卵养殖加工基地。全区优质水产品生产
基地达 20 处，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面
积 17.84 万亩，占养殖总面积的 84.2%，认
证无公害水产品 53 个，建设部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 17 个，中国对虾省级良种
场1个。

在该区水产业发展中，河豚鱼养殖生
产是新兴特色的产业之一。曹妃甸区是
我国最早开展红鳍东方豚人工育苗和池

塘养殖的区域，其良种繁育与池塘虾豚混
养技术、河豚鱼越冬技术研究成果国际领
先，养殖出的河豚鱼接近于天然，养殖面
积稳定在 1.4 万亩左右，年出口韩国、日本
优质河豚鱼产品 800 多吨，成为国内最大
的河豚鱼生产、出口基地。先后被命名为
河北省河豚鱼标准化出口示范县、农业部
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等荣誉称号，并于
2015 年获得曹妃甸河豚鱼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品牌农业富农家

稻米、稻田蟹、南美对虾、河豚、葡
萄⋯⋯物产丰富的曹妃甸从来不乏优质
农产品。可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
有品牌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品牌就没有竞
争力。“品牌”是真正叫响了产品名气、打
开外销市场这架天平上分量最重的砝
码。基于这一点认识，该区把“品牌”作为
发展壮大农业的“鹊桥”，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确定了多项发展
指标，大力实施名优农产品品牌创建。

曹妃甸区种植业已有省级著名商标
“自然园”“维谷”“保龙仓”“粟韵”“曹妃湖”
“稻殊”“鑫海湖”“唐丰”牌大米、“九农仓”
牌杂粮及“瑰香缘”牌葡萄等11个，水产有

“恒行”牌河蟹、“落潮湾”牌南美白对虾等
河北省著名商标及河北省名牌产品。近年
来，通过深入推进曹妃甸大米、胭脂稻、湿
地蟹、河豚鱼等特色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推
广使用，培育提升“曹妃湖”“曹妃甸对虾”
等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曹妃甸区特色
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社会美誉度，曹妃
甸农业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龙头”是支撑农业的脊梁。为推进产

业化经营，该区在重点扶持和培育龙头企
业上下了深功夫。尤其用好各项扶持政
策，积极推进辐射带动力强的各类农产品
的精深加工，延长了产业链条，增加了农产
品附加值。目前曹妃甸区立足水稻、水产
特色产业，鼓励和扶持良牛大米、德润水
产、欣澳水产等一批规模大、带动性强、成
长性好的龙头企业通过技改扩建扩大生产
规模，实现快速扩张。目前，全区拥有农业
部健康养殖示范场17家；国家级合作社示
范社1家、省级合作社示范社2家；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35家；省级著名商标22个，累计
建成各级现代农业园区19个。

安全是农业发展的基石。全区加快
推进对水稻、水产品“三品一标”的认证，
加快推进标准化生产和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质量认证。完善建立区
级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适时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生产信息数据纳
入平台管理，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生产
流向可追溯、存储信息可查询，形成源头
可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突出
农业投入品监管与生产经营档案管理，每
月至少开展一次农（兽）药、化肥、种子、饲
料及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专项整治活
动，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目前全区现有绿
色大米 3 万亩，有机大米 0.41 万亩，无公
害基地 6 个，总面积 3.97 万亩，涉及西红
柿、芹菜、甘蓝、葡萄、大米 5 种产品。另
外会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神鳌”牌牙鲆
等四家养殖企业 9 个产品加入了农业部
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曹妃甸农业

“生态、安全、绿色、有机”的金字招牌更加
响亮。

本报讯（王育民）近日，在曹妃甸区四农场
聚享现代农业园区内，养殖户一边收割水稻，一
边收获稻田中“立体养殖”模式进行混养的河蟹、
泥鳅和小龙虾，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收获场景。

据了解，该园区总面积 5567 亩，全部为特
色水稻立体种养，种植新优特品种，并开展稻蟹
鳅、稻虾鳅混养，实现粮食生产与水产养殖于一
体的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重点项目追踪

本报讯（周丹）近日，曹妃甸区供热长输管
线工业区段施工现场传来全线贯通的喜讯，为
工业区乃至主城区今年冬季的正常供热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曹妃甸区供热长输管线工程是该
区区委、区政府关于曹妃甸区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总体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该区的重点
建设项目，旨在将华润电厂热源长距离输送覆
盖到城区，减少大气污染排放。

为保证工期和质量，施工单位积极克服时
间紧、任务重、雨天多、供货环节受环保限产及
交通限行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历时 20 天，
累计加固既有主管线6000米,沟槽开挖及换填
75860 立方米,管道焊接 6000 米（双线）,设置
钢板桩5840米。

聚享现代农业园区

实现稻田“立体养殖”

□通讯员 张笑非 文丽

在曹妃甸工业区，曹妃甸区行政审批
局临港政务服务中心门前人车熙攘，“马
上就办、办就办好”的鎏金大字铸成铿锵
宗旨，向海而立。

从收发文件、转运审批，到一枚公章、
一站办理，这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前沿阵地；

从一线审批办理窗口，到“全国青年
文明号”，这里彰显着全区政务服务水平、
亲商营商环境的蜕变升级；

从先行先试的探索，到大刀阔斧的实
践，这里见证了曹妃甸转变政府职能、纵
深推进改革的弘毅之力。

先 行 先 试 ，“ 一 枚 公 章
管审批”实现体制突破

2015 年 5 月 7 日，曹妃甸区行政审批
局挂牌成立：作为全省 9 个试点之一、唐
山唯一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试点单
位，曹妃甸行政审批局率先试水“一枚公
章管审批”，集中整合分散在 22 个审批部
门的 154 项审批职责，42 枚公章变为 1
枚，实现全程“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
务和流水线式审批，文件“中转站”、公章
筑“围城”的审批模式自此画上句号。

这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崭新一页，
也是曹妃甸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坚实一
步：“一枚印章管到底”的审批体制突破，
既剪断了审批环节让市场主体束手束脚、
畏首畏尾的绳索，更强化了对市场主体的
规范监督，极大提升了审批效率，有力促
进了项目投资落地、达产达效。

一时间，一大批项目签约落地、开工

建设，产业项目聚集提速，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共建稳步推进，协同发展效果彰显，
曹妃甸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战略地位更
加突出。

但是，审批制度改革注定要进入深水
区——

今年 2 月，曹妃甸渤海国际会议中心
金色大厅内，曹妃甸区第二次党代会隆重
召开，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孙
贵石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抓实审管分离、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建立项目洽谈签约落地一条龙、
开工建设竣工投产一条龙式服务模式，让
各类市场主体在曹妃甸竞相释放活力。

刀刃向内，“放管服”改革
剪除发展烦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我们来说就是
一场自我革命。”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局
长郑树森说，“减程序，砍流程，削权限，切
实做到简政放权。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
心，政府必须将刀刃开向自身。”

按照一审一核、最多一审两核的原则，
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把行政审批事项的受
理权、决定权和处置权向科室集中，将原来
的核准权限“倒三角”分布彻底扭转为“正
三角”。目前，全局 148 项审批事项中，科
长终审事项140项，占总数的94.6%，主管
局长终审事项8项，占总数的5.4%，通过层
层梳理、反复压缩，划转来的审批事项被重
新归纳，审批流程被重新设计，手续更精
简、程序更便捷、审批更高效。

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投资项目科负责
人邢文继介绍说：“审批局成立前，企业投
资的建设工程项目全链条办理时限为195

个工作日；审批局成立后，我们通过流程再
造，将划拨土地项目压缩至 71 个工作日，
出让土地项目压缩至58个工作日。”

改革启动两年来，曹妃甸以行政审批
局为主体，垦区、临港、新城、南堡 4 个政
务服务中心为支撑，链接 15 个场镇为民
服务中心和 123 个村队便民服务站，全面
打通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政务服
务网络，并把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 29
项审批事项，直接授权场镇服务中心办
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
时，推进“互联网+微信”“互联网+审批”
的服务模式，网上政务大厅与实体大厅运
行同步、功能互补，权责清单、公开办理事
项、法律依据、申请条件、提交材料、审批
流程、监督电话等一目了然，实现网上事
项申报、审批、查询、咨询、评价和投诉“一
揽子”办理。

释放红利，为经济社会注
入强大动能

深化改革的措施千条万缕，但检验改
革成效的标准最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群
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

虽然已是一年多前的事了，可曹妃甸
新城商业中心“学府超市”的老板李女士，
对 办 审 批 手 续 时 的 情 形 依 然 记 忆 犹
新——

2016 年 9 月，大学开学在即，为使超
市赶在学生入学前正式营业，李女士来到
行政审批局曹妃甸新城（原生态城）政务
服务中心办手续。“当时工作人员逐条逐
项为我讲解流程，不到一小时，就拿到了
营业执照。”李女士说，“真想不到曹妃甸
有这么高的效率啊！”

今年以来，曹妃甸全区上下抢抓机
遇，攻坚破难，以争做“三个走在前列”示
范区、“三个努力建成”排头兵和建设国际
化沿海强市主力军为定位，围绕加速产业
聚集、补齐财力短板两大任务，凝心聚力
抓招商、上项目、促运营。行政审批局组
织国土局、规划局、住建局等部门，实行集
中办公，联合审批，为重点项目办理前期
手续，在项目外资备案手续和通过环评审
批等方面提供“保姆式”全程指导，优质的
营商环境有力推动了项目集聚，创造了

“曹妃甸速度”——
2016 年 9 月 6 日，北京东邦门业有限

公司投资 2.5 亿元的北京东邦绿建装备基
地项目签约落地，12月31日，项目整体投
产，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93天；

2017年7月，城建重工新能源汽车项
目正式投产，该项目 2016 年 4 月签约，5
月开工建设，当年主体竣工，从签约到投
产，不到一年半时间；

2017 年 6 月 8 日，金隅集团与曹妃甸
正式签订建设金隅·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产业园项目协议，7 月 1 日，项目签约不到
一个月，产业园内盾石机械项目辅机厂房
铆焊车间便正式开始试生产⋯⋯

今年 1 至 9 月，行政审批局共受理行
政审批事项25603件，办结率100%，全区
新设立市场主体 4258 户，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31.91%。截至9月底，全区共有企
业（统计范围内）20678 家，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35.26%，较行政审批局成立前增
长95.68%。

“然而，改革如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
缓。”郑树森说，“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曹妃甸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将奋
力向前，走向深化。”

一切为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纪实

本报讯（李连君）近日，曹妃甸
湿地迎来大批南迁候鸟栖息，其中，
丹顶鹤、东方白鹳、遗鸥等大批珍稀
鸟类达到70多种。

据了解，进入11月，北来南迁
途经河北的候鸟逐渐增多。面积达
5.4万公顷的曹妃甸湿地，作为全球
候鸟迁徙的三大通道之一，以其独
特的地理区位、丰厚的动植物资源、
爱鸟护鸟文化的积淀，早已成为候
鸟迁徙路线上的驿站和客栈，吸引
了大批珍稀候鸟在此驻足停栖。根
据曹妃甸湿地管理处巡护队调查，
目前曹妃甸湿地内栖有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东方白鹳1000余只，黑鹳36
只，丹顶鹤12只，遗鸥20只及灰鹤、
白琵鹭、黄嘴白鹭等国家二级、三级
水鸟约3万只，这些候鸟在迁徙高
速公路上的“幸福服务区”积蓄能量
后将继续南迁。

北京工美高级技校
将 建 曹 妃 甸 分 校
本报讯（周丹）日前，北京与曹妃甸区签署框架

协议合作建设“北京工美高级技校曹妃甸分校”。曹
妃甸将用三四年时间，招收 1500 名左右的学生，形
成以“燕京八绝”为主体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让北
京工艺美术“航母”在中国海港第一职教城起航。

据了解，曹妃甸将依托发挥北京的品牌资源优
势及成熟的办学经验，与曹妃甸职教中心和唐山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在曹妃甸创办北京市工艺美术高
级技工学校曹妃甸分校，为北京市和曹妃甸协同发展
示范区培养一批工艺美术产业高技能人才，将其打造
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知名职业教育学校，带动曹妃甸
当地工艺美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依托北京
工美集团和北京工美高级技校雄厚的企业资源和教
育资源，开展工艺美术学术交流、工艺美术展览展示、
工艺美术技艺技能体验、工艺美术社会培训等，传播
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精湛民族工艺。

据介绍，未来合作学校将通过设立大师工作室，
开展工艺美术学术交流、技术研发、校企合作等，吸
引一批工艺美术人才和企业，以此带动曹妃甸工艺
美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曹妃甸形成较强的工
艺美术文化氛围。

“亲情关爱行动”走进
唐山活动在曹妃甸举行

本报讯（刘晓林、刘丽媛）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抓实抓好“亲情关爱”帮扶救助工作，提
升计生特殊家庭群体的幸福指数，近日，由省计生协
主办，唐山市计生协、曹妃甸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亲
情关爱行动”走进唐山活动在曹妃甸举行。

活动中，省计生协社服部工作人员一行先后赴
唐海镇、十一农场慰问了两户计生特殊家庭，并参加
了八农场“亲情关爱”志愿者联谊会。联谊会上，对
圆梦女孩活动中的贫困学子代表进行了救助，对唐
山市“亲情关爱”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彰。通过联谊
交流，总结了亲情关爱工作成绩，探索今后开展活动
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了曹妃甸区亲情关爱活动的
服务水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特殊家庭群体的关心，
提升了特殊家庭群体的幸福指数。

曹妃甸面塑作品妈祖像
入藏湄洲岛妈祖文创馆

本报讯（吴金娜）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海峡两岸
（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曹妃甸面塑作
品——妈祖像被福建湄洲岛妈祖文创馆收藏。

据了解，此次文博会上，有曹妃甸区文广新局
（旅游局）组织的区内多家文创企业参加。曹妃甸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传承人李海花现场精心制作了
极具曹妃甸特色的面塑作品，并向参观者面授制作
技法，深受来自海峡两岸与会嘉宾的欢迎，其面塑作
品妈祖像被湄洲岛妈祖文创馆收藏。

曹妃甸湿地迎来
大批南迁候鸟栖息
珍稀鸟类达到70多种

11 月 11 日，
40 万吨级“意大
利”轮在拖轮的
协助下靠泊曹妃
甸 港 区 矿 石 码
头。这是该港区
矿 石 码 头 自
2015 年 底 靠 泊
第一艘 40 万吨
级矿石船以来的
第 16 艘，标志着
曹妃甸港实现了
超大型矿石船舶
到港常态化。

赵海涛摄

曹妃甸区四农场聚享现代农业园区内秋收
现场。 赵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