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各级党委政府构筑“大质量”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我省公布《2017年河北省质量状况》

迈向质量时代 建设质量强省

为客观反映 2017 年全省质量总体状
况，省质监局会同省直 17 个部门及 13 个行
业协会共同编写了《2017 年河北省质量状
况》。与往年相比，《2017 年河北省质量状
况》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加快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的

“六大质量体系”，新增了生态、社会与文化
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力求通过深入客观的分
析，剖析制约我省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提
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为全省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为各级
党委政府构筑“大质量”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一、质量总体状况

2017年，全省生产总值实现35964.0亿
元，比上年增长 6.7%；人均生产总值 47985
元，比上年增长 6.0%，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质量强省战略深入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全面
开展，工业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食品药品
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空气质量稳步提
升，全年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行业性质量
安全事故。

（一）产品质量
1、工业产品质量持续稳定提升
●监督抽查合格率稳步提升。国家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我省 1050 家企业生产的
85 种 1116 个批次产品，平均抽查合格率
92.8%，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连续三年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4469家
企业生产的 93 种 4875 个批次产品，平均抽
查合格率 95.8%，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
点。近年来，我省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保持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2013-2017 年国家监督抽查和省级监
督抽查产品质量合格率情况 （%）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区域覆盖了全省 11
个设区市。在国家监督抽查中，承德、张
家 口 市 抽 查 合 格 率 为 100% ， 廊 坊 、 邯
郸、石家庄、沧州、保定、唐山、邢台市
抽查合格率在 90.0%以上，其他 2 个市抽
查合格率均在 85.0%以上。在省级监督抽
查中，张家口、唐山、石家庄、承德、廊
坊、衡水、秦皇岛市抽查合格率在 95.0%
以 上 ， 其 他 4 个 市 抽 查 合 格 率 在 93.0%
以上。

2017 年国家监督抽查和省级监督抽查
产品质量合格率各市情况 （%）

●许可证企业产品质量合格率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全省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企业共3554家。其中，获得国家工业产
品许可证企业 912 家，获得省级工业产品
许可证企业 2642 家。2017 年省级监督抽
查 20 种 1472 家企业生产的 1578 个批次产
品，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98.0%，高出全省
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分布
情况

● 全 省 不 合 格 产 品 检 出 率 持 续 下
降。全省市级以上检验检测机构共检测
我省 23376 家企业生产的 54362 个批次产
品，检出不合格产品 2862 个批次，不合
格 产 品 检 出 率 为 5.26% ， 比 上 年 下 降
0.74%。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持续提升。
2017 年，经对全省 13753 家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201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全省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 82.44，比 2015
年提高 0.65。连续多年跟踪测算结果表
明，全省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呈现持续
上升的态势。

2007-2016 年全省制造业质量竞争力
指数

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显示，
31个行业中有25个质量竞争力不同程度提
升，9 个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超过全省平
均水平 （82.44）。汽车制造业质量竞争力
指数为 90.59，率先突破 90 分，进入较强
竞争力阶段。

2、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
●蔬菜等农产品质量保持稳定。原农

业部对全省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
98.2%，其中蔬菜、畜禽产品、水产品合
格率分别为 98.8%、99.7%、93.8%，比上
年分别提高0.1%、1.9%、7.3%。农产品品
牌占有率提高。全省获得认证的无公害农
产品为530个，比上年增长37.31%。

3、食品药品质量稳定提升
●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稳定。共抽检各

类食品 20457 个批次 （国抽 7979 个批次，
省抽 12478 个批次），实物质量合格率为
98%，比上年提高 0.91 个百分点。全年药

品监督抽验 6639 批次，合格率为 98.9%，
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

4、出口商品质量保持较高水平
全年共检验检疫出口商品货值42.93亿

美元、100728 个批次，检出不合格商品
227 批次、货值 0.11 亿美元，批次不合格
率为 0.23%、货值不合格率为 0.25%。共
收到国外预警通报信息 35 批，与上年相比
减少16.67%。

5、特种设备保持安全稳定态势
全省特种设备在册总数 588175 台，

设备拥有量约占全国总数的 4.5%，位居
全国第 5 位。全省特种设备总量比 2016
年底增加 42274 台，增长 7.7%，多年来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全年未发生特种设
备安全事故。

6、质量社会监督作用日趋明显
据省消费者协会统计，全年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共13458件，投诉总量比上年增加了
931件，投诉解决率达到91.72%，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1429 万元；质量投诉 5404
件，占投诉总量 40.15%，比上年下降 8.93
个百分点。

（二）工程质量
●建设工程质量稳中有升。全省共监

督房屋建筑单位工程 49952 个，比上年增
加 4.1%；市政基础设施单位工程 865 个，
比上年增加 22.18%。竣工监督验收单位工
程9750个，比上年增长50%。大中型工程
项 目 及 其 他 工 程 项 目 竣 工 验 收 合 格 率
100%。

●公路工程建设进展较快。全省公路
建设投资 647.72 亿元，高速公路通车总里
程6566公里，高速公路路基工程、路面工
程整体质量处于安全稳定状态。

（三）服务质量
全省服务业质量水平明显提升，服务

品牌培育和创建成效明显，23 个服务行业
中的 222 个服务品牌被评为河北知名品
牌 ， 有 效 期 内 河 北 知 名 品 牌 总 数 达 到
504个。

（四）空气质量
秋 冬 季 空 气 质 量 为 五 年 来 最 好 。

2017 年 全 省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65 微
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7.1%，比 2013
年 下 降 40% ， 超 额 完 成 大 气 “ 国 十

条 ” 确 定 的 较 2013 年 下 降 25% 的 目 标
任务。

（五）其他质量方面
养老服务质量逐步改善；教育发展质

量稳步提升；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
“双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二、质量提升措施及成效

2017 年 培 育 河 北 知 名 品 牌 （产 品）
423 项，有效期内河北知名品牌 （产品）
总数达到 1547 项。君乐宝乳业、郭娜陆
地航空班通过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
奖”公示。15 家组织和 13 名个人获得
2017 年省政府质量奖，2013-2017 年全
省 有 效 期 内 省 政 府 质 量 奖 获 奖 组 织 64
家、个人 50 名。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建设
成果明显，秦皇岛获京津冀区域首个“全
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称号；获批创建的
衡水、廊坊、迁安、黄骅等市县扎实推进
创建工作。推动“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
工作，18 个园区获批创建“全国知名品牌
示范区”，3 个园区获命名；自 2014 年开
展“河北省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以来，
已批筹 33 个，验收命名 2 个。全省新增地
理标志产品 7 项，共拥有地理标志产品总
数达 69 项。

标准制修订取得突破性进展。批准发
布 247 项河北省地方标准。其中，工业类
65项、农业类104项、服务业类26项、节
能环保和生态类 22 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类 30 项。全省累计制修订省级地方标准
总数为2536项，总数居全国前列。全省企
事业单位主持和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共计 222 项。运用标准促进
钢铁行业去产能约 645 万吨。检验检测能
力不断增强。2017 年，全省新增检验检测
机构 193 家，经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
达 1907 家。新建计量标准 131 项，全省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总量达到3799项，授权专
项计量标准 475 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不
断完善。全年各类组织获得现行有效认证
证书共计 58482 张，比上年增加 7543 张，
增长14.81%。

近 年 来 ， 质 量 强 省 战 略 深 入 推 进 ，
质量提升行动扎实开展，质量整体水平
和竞争力稳步提高。但我省质量竞争力
不强，质量技术基础薄弱，质量安全隐
患突出，质量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
然存在。

2018 年，全省质量工作应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继续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深入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高质量发展一系列部署和“双
创双服”活动要求，大力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全面提高全省整体质量水平和核
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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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 东

“1000 千伏特高压钢塔基础施工的立
柱高差按照国家建设标准是水平误差允许
在 5 毫米以内，现在我们通过提高标准、改
进工艺，实现全部基础施工的立柱高差控
制在2毫米以内的突破，创造了电网建设的

‘雄安质量’。”6 月 4 日，在雄安新区雄县相
庄村，1000千伏特高压定河（河北保定—天
津海河）交流输电线路施工现场，施工项目
部党支部书记宋伟介绍。

按照最新的设计标准，1000 千
伏特高压定河线可抵抗烈度为 7 度
的地震、11级狂风、10毫米覆冰

新建双回路钢管塔8基，新建线路2.26
千米，工程完工后将为直通雄安新区的两
条高铁运行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正在施工的 1000 千伏特高压定河线
跨越拟建的京雄城际铁路、京港台高铁工
程，是雄安新区首个大型电网建设工程，也
是世界首例特高压输电线路切改工程。

1000千伏特高压定河线还是未来雄安
新区外来电力 100%清洁化的重要输电通
道。借助国家电网这个全球最大的能源互
联网在全国范围优化配置能源资源的优
势，中国北方的风电、南方的水电等清洁能
源将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雄安新区，助力
这座千秋之城成为绿色智慧新城。

电网建设的“雄安质量”来自顶层设计
和系统设计。为了保证“雄安质量”在项目
实施中落地见效，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专门
制定了1000千伏特高压定河线迁改工程安

全质量管控方案，涉及六大类22个方面，从
设计方案、物资验收、施工作业、工艺管理、
人员培训、分包队伍管理等各方面作出了
高于行业标准的严格规定。按照最新的设
计标准，1000 千伏特高压定河线可抵抗烈
度为 7 度的地震、11 级狂风、10 毫米覆冰；
杆塔结构重要性系数提高至 1.2，增强了杆
塔结构的整体强度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工程现场实行“痕迹化管理”，每
一道关键工序都留下影像、视频资
料，并纳入工程档案管理

在编号为 N2 塔的施工现场，一个支在
木架上的橄榄球大小的摄像头格外引人注
意。这颗时而静止、时而旋转的“橄榄球”
有着大用途，它可以全天无死角监控现场
施工的安全和质量情况。距离摄像头五百
米之外，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东西也能被看
得一清二楚。摄像机连接着项目部电脑和
关键管理岗位人员的手机，管理人员即使
远在千里之外也能了解和掌握施工现场的
实时动态。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电网的“雄安质量”
来自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他介绍，自主研
发的三维动画技术交底软件，通过三维数字
技术模拟施工关键环节的真实情形，具有可
视化、协调性、优化性、模拟性和信息综合性
等特点，并首次应用在工程施工中。通过

“兵棋推演”，以1∶1标准模拟施工的真实情
形，有效提升了关键环节的质量把控。

工程现场实行“痕迹化管理”，让每一道
关键工序都留下影像、视频资料，并纳入工
程档案管理，确保施工质量可印证、可追溯。

无数施工节点以小时甚至分钟
为时间单位准时完成

1000 千伏特高压定河线 8 基钢管塔
中，最重的 N8 塔全重 242 吨，塔高最高的
N3 塔 全 高 120.4 米 ；最 轻 的 N6 塔 也 有
137.6吨，最低的N1塔全高也有95米。每个
基塔由数千块塔材、上万颗螺栓组成。这些
外表看上去差不多的巨塔，由于地质、地
貌、水文、气象条件不同，受力也不一样，每
块塔材甚至每颗螺栓都是经过精心计算、
量身定制的，上万颗螺栓紧固率百分之百。

宋伟表示，电网的“雄安质量”来自工

匠精神，无数施工节点以小时甚至分钟为
时间单位准时完成。8基钢管塔中，使用地
脚螺母最少的一基塔也有 96 只，总共加起
来有近千只。在基础浇注时，螺母和螺栓
分离，安装时进行配对，确保地脚螺栓和螺
母绝对精确匹配。

“‘雄安质量’是由一项项工程、一个个
细节、一次次作业来创造的，1000千伏特高
压定河线迁改工程就是雄安新区电网建设
的标杆。”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负责人表
示，今年，雄安新区将开工建设22项大型电
网工程，他们将按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
求，干好每一项工程，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发
展增砖添瓦。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
雄安协作校区成立创造电网建设的“雄安质量”

——探访世界首例特高压输电线路切改工程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日前，河北雄安
新区生态环境局出动6台环境执法车、环境
监测车和公安执法车，对安新县芦庄乡“散
乱污”有色金属加工集中区域进行突击执
法检查，这是该局成立后首次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

执法人员来自新区生态环境局、省环

保厅第四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省环保厅
支持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专班、保
定市环保局监测站，以及省公安厅、保定市
公安局驻雄安新区联合工作组。

安新县芦庄乡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
中，有金属熔炼企业十几家。联合执法人
员先后来到芦庄乡林村村东和牛角村村

南，对有色金属熔炼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检查发现，经过前期对“散乱污”企业采取

“两断三清”集中治理，一批小规模有色金
属熔炼企业已被关停、取缔。但个别企业
厂区内，还留存一些原料和部分机器设
备。通过对3家规模较大、手续齐全企业的
检查，发现部分存在管理粗放、厂区环境有

待改进、物料产品储存堆放不规范等问题。
联合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取样，当天

送检，待检验结果出来后，根据堆放原料的
污染程度，将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

据此次检查总指挥、雄安新区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贾见勇介绍，按照新区及
省环保厅要求，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精
准把握“雄安质量”生态环境内涵，严格
生态环境监管，坚持铁腕执法，加快对历
史积存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治理。指导
相关县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
提出新区涉重金属企业环境管理清单，
通过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加强污染企业实
时监控。

突击检查“散乱污”有色金属加工集中区域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开展首次联合执法

6月4日，雄安新区雄县相庄村，1000千伏特高压定河交流输电线路施工现场。 谷玉龙摄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近日，安新县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与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天津市第二商业学
校在安新县职教中心举行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天
津市第二商业学校）雄安协作校区正式成立签约暨
揭牌仪式。

未来，双方将在集团化办学、教育教学、师资培
养、联合办学、实习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面向新区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借鉴国家现代
职教示范区经验，分享国家现代职教示范区成果，
引进国家现代职教示范区模式，建立高质量高水平
的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雄
安协作校区，探索并推进职业教育“中高本硕”贯通
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打造新型职业教育集
团，搭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河北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与雄县昝东小学签订教育帮扶合作协议书，并
举行河北师大附小雄安校区揭牌仪式。

根据协议，河北师大附小雄安校区将建立健全
家校合作育人机制，成立校、年级、班级三级家长教
师会；精心营造人文氛围，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
风，完善核心理念系统，设计体现学校特点的视觉文
化系统；大力争取各种教育资源对学校的支持，建设
智慧校园；积极组织开展教研活动和教学改革，建立
完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评价制度。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日前，新编河北梆子历史
剧《燕赵风骨杨继盛》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该剧由容城县和保定市文广新局共同打造，6月1日
该剧排演启动仪式在容城县举行，8 月将首次公演，
之后在京津冀等地进行巡回演出。

国家艺术基金于201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杨继盛是明代著
名谏臣，与元初著名学者刘因、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
合称为“容城三贤”。此次容城县与保定文广新局牵
手合作，聘请全国著名编剧孙德民为艺术总监、国家
一级编剧王景恒为编剧、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级
导演马海燕为导演，对杨继盛人物形象进行全新创
作，力求将该剧打造成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艺
术精品。

河北师大附小
雄安校区揭牌

历史剧《燕赵风骨杨继盛》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