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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范小餐饮登记行为

小餐饮从业人员
必须每年进行健康体检

□记者 马彦铭

2016年，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省质监
局制定了《钢铁企业通用质量要求》《钢铁
企业通用技术要求》两项省地方标准，倒逼
钢铁行业提质增效、去产能。

两项地方标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
实施。实施两年多来，这两项地方标准在促
进我省钢铁企业提质增效、去产能方面发
挥了哪些作用？近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从质量和技术角度对现有产
能进行评估，体现标准对产业发
展的引领性

7 月 26 日，记者来到武安市河北新金
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高线车间，看到这里
已经没有进行生产了。该公司科技部科技
标准室主任江建华介绍，去年10月，高线车
间就已停产。

“从两项地方标准正式实施开始，高线
车间不再生产光圆钢筋 HPB235 和带肋钢
筋 HRB335。”江建华介绍，这两个品种
的钢材主要用于建筑行业，由于不符合两
项地方标准有关指标，公司不再进行生
产。同时，结合两项地方标准和公司质量
提升计划，公司对高线车间的其他钢材品
种进行了改造升级。高线车间 2015 年钢
材 产 量 为 61.64 万 吨 ， 2016 年 产 量 为
59.02 万吨，2017 年产量为 20.83 万吨，
一些质量技术标准相对较低的钢材品种不
再进行生产。

从省质监局了解到，运用两项地方标
准，我省有关企业从质量和技术角度对现
有产能进行评估，对落后产能进行甄别，解
决了“去谁、去多少”问题。同时，由于两项
地方标准的指标高于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
平均水平，部分企业要达到标准，必须对生
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或改进管理模式。由于
投入很大，倒逼企业自觉退出产能。

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郭永志介绍，
两项地方标准共设定 25 项质量指标和 31
项技术指标，除 1 项新增指标和 1 项指标
执行国家标准外，其余指标均高于国家
标准或行业平均水平，分 2016 年、2017
年 至 2019 年 和 2020 年 三 个 阶 段 实 施 。
据测算，两项标准共影响我省钢铁产能
2705 万吨。

25 项质量指标中，“炼钢用生铁合格
率”2016 年指标为 99.78%，比行业平均水
平高出 4%；热轧钢带“断后伸长率”和带肋
钢筋“最大重量负偏差”等指标高于国家标
准 1.5%—3.8%。31 项技术指标中，“计量器
具配备与管理”9项指标均高于现行国家强
制性标准 20%以上，圆盘条、钢筋、钢带等
产品工艺技术控制精度指标高于国家标准
3.3%—12.5%。

两项标准实施以来，一些钢铁企业通
过执行标准，有效退出了落后产能。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下属的鑫山钢铁
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状况和需求，依据标准
淘汰420立方米高炉1座，并与东北大学共
同研发薄带冷轧高效电机用硅钢工程技术
项目，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崇利制钢有限公司按照标准，对生产
工序各关键控制点进行优化改进，拆除1座
505立方米高炉和1座35吨转炉。

邯郸市紫山特钢集团建发高强度标准
件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标准，调整产品
结构，淘汰落后产品，炼钢由60万吨减少到
30万吨，炼铁由60万吨减少到52万吨。

郭永志说，我省钢铁企业实施两项地
方标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较高，体现了标
准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性，对落后产能有了
相对科学的判定，企业明确了化解产能目
标，避免了盲目性。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6 年底，两项地
方标准共促进淘汰钢铁产能 382 万吨。
2017 年，我省运用标准手段促进钢铁行业
去产能约645万吨。

引领钢铁企业积极实施技术
改造，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提质增效

在去产能的同时，两项地方标准还引
领全省多家钢铁企业积极实施技术改造，
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了我省钢铁产品
质量水平，实现了提质增效。

结合两项标准和公司提质增效计划，
河 北 新 金 钢 铁 有 限 公 司 2017 年 实 施 了
1250 热轧带卷板生产线拓宽改造项目，产
业链条得到延伸，产品附加值得到提高。

公司副总经理史志强告诉记者，该生
产线原来热轧钢板的宽度规格为 600—
1100毫米，改造后，宽度规格达900—1300
毫米。“这就增强了产品的后续加工深度。”
他介绍，改造前，热轧钢板的后续产品多用
做结构用板；改造后，后续产品可用于生产
涂镀板、冲压板，还可生产家电板、汽车板。

在我省，对照两项地方标准要求，实施技
术改造、实现产品升级换代的企业越来越多。

青县冀丰钢铁有限公司及青县宏昊钢
铁有限公司，对照标准，2017年采取煤制气
改天然气、淘汰煤气发生炉和大量旧设备
等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其中冀丰钢铁公
司的综合质量目标合格率达 98%，产品出
厂合格率达100%。

首钢迁安钢铁公司通过钢种成分优
化、牌号归并、工艺路线调整、降低质量切
损等系列攻关，2017 年降低成本 4485 万
元；炼钢BH钢过剩碳命中率由50%提升到
99.57%；生铁合格率 100%，生铁一级品率

71.39%，连铸坯合格率 99.87%，钢材合格
率 99.79%，钢材产品等级品率 119%。同
时，企业聚焦质量瓶颈，坚持管理和技术优
化同步推进，实现了质量零缺陷，连续 3 个
月被评为“长城一级供应商”。

迁安市九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实
施两项标准，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生铁合格率达
99.92%，生铁一级品率达 93.10%，连铸坯
合格率达99.87%，钢材合格率达99.86%。

河钢集团石钢公司按照标准要求，实施
烧结、炼铁、连铸、轧制到探伤全流程的工艺
改造及工装改进，高端产品比例达41%。

两项标准实施后，2016年，省级监督抽
查了115家企业生产的173批次钢铁产品，
主要包括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热
轧型钢、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钢板/钢带、
钢坯、钢管、圆钢、盘条等产品，所检项目全
部合格，抽样合格率 100%。2017 年，省级
监督抽查了 125 家企业生产的 167 批次钢
铁产品，其中164批次产品合格。

除钢铁企业质量和技术标准之外，我省
有关部门还按照提高标准、分段达标、梯次
退出的原则，修订完善了环保、能耗、水耗、
安全等4类地方标准，同步研究制定了企业
规范管理、行业优化升级、钢铁产能走出
去、钢结构标准和推广等政策措施，既为解
决好“去谁、去多少、怎么去”提供标准依据，
又为钢铁行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政策支撑。

业内专家介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
段、法治办法推动钢铁去产能，加快了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质量技术标准如何倒逼钢铁去产能
——我省实施地方标准促进钢铁企业提质增效、去产能探访

结合两项地方标
准和公司提质增效计
划，河北新金钢铁有限
公司实施了 1250 热轧
带卷板生产线拓宽改
造项目，产业链条得到
延伸。图为该生产线
的在线测宽仪。

记者 马彦铭摄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农业厅获
悉，按照省农业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建设方案（2018—2022 年）》要求，近日，
河北省二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
团队启动。

我省一期 11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2013—2017 年）活动期间，
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按照

“首席专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推广站
长”的组织架构，将全省 110 多个农业科
研、教学、推广单位和龙头企业的 2000 多
名农业科技骨干聚集在一起，紧紧围绕11
个产业重大关键问题集中攻关、技术集成
和示范推广，构建了农科教深度融合的体
制机制，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技术
进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二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建设了小麦、玉米、蔬菜、棉花、食用

菌、中药材、杂粮杂豆、薯类、油料、水果、
生猪、奶牛、肉牛、羊、蛋鸡肉鸡、草业、特
色海产品、淡水养殖等18个主要农产品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将在 2018—2022
年研发集成推广一批节水、优质抗病抗逆
新品种和技术模式，使主要农作物优良品
种覆盖率和主推技术覆盖率均达到 98%
以上。依托创新团队综合试验推广站，建
设打造 200 个以上产业特色鲜明、基础设
施过硬、运行机制灵活、示范带动作用明
显的区域试验示范基地，通过与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体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和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结合，建立 200 个以上

“农科教、产学研”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的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重点科技示范
区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二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将围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开

展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集成示范节水节
肥节药、农机农艺融合、种养结合、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等绿色技术模式；围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产品产后处理、初加
工和物流体系研究，研发推广一批高质高
效、绿色发展、健康养殖、循环利用的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集成示范一批农产品储
藏、清洗、保鲜、加工等技术；突出解决一
批关键技术难题，提出综合解决方案，实
现一个产业一套解决方案。

打造平台，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以 18 个产业为主线，以 27 个特色优势农
产品为重点，搞好产业技术体系与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产
业扶贫体系的衔接，打造一批科技支撑能
力强、经营形态先进、一二三产业有机融
合、可看可学可用的综合性示范基地。注
重发挥企业试验站作用，开展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的试验示范，着力构建区域创新

研发、试验示范、展示观摩、实践实训平
台，形成农科教、产学研有机衔接的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依托创新团队，建
立贫困地区科技帮扶专家团和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讲师团，指导贫困地区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和推进方案，为新型职业农民创
新创业提供指导服务和技术支持。

以环京津 28 个贫困县特别是 10 个深
度贫困县为重点，每个团队根据不同贫困
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基础状况和
市场走势等，确定“一对一”或“一对多”产
业科技帮扶贫困县。每个团队将指导贫困
县确定主导产业，签订产业科技帮扶协
议，制定“一县一策”产业科技帮扶整体解
决方案，明确帮扶重点、推进措施和重点
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脱贫产业共性和关
键技术的研发集成、试验示范和推广应
用。加大对产品加工、保鲜仓储、物流运
输、销售渠道等农民急需的环节提供全产
业链服务。加大对贫困地区基层农技人员
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提升产业自我
发展能力，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各创新团队专家还将围绕产业发展
方向、技术需求和政策支持，开展调研分
析，撰写产业发展、产业经济和政策研究
等报告，为关键技术研发、重大技术推广
提供方向性意见，为制定产业发展与配套
支持政策提供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意见
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和高
质量的决策咨询。

我省二期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启动

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和主推技术覆盖率均达98%以上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农业厅获悉，经过各
地基层相关部门推荐，省农业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等 11 个省直单位评审复核，近日，石家庄市栾城
区聚茂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217 家合作社被评为
2018年度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至此，我省省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达到1281家。

据了解，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实行动态监测，
建立淘汰机制，每两年重新审核一次。省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必须经济实力较强，广泛推行标准化生
产，有严格的生产技术操作规范，建立起完善的生
产、包装、储藏、加工、运输、销售、服务等记录制度，
实现了产品质量可追溯，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年经营
收入在 300 万元以上。另外，这些合作社在当地影
响大，示范带动作用强，服务成效明显，合作社成员
主要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产品统一销售率等均超
过 80%，新品种、新技术普及推广率高，带动农民增
收作用突出。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食药监局印发《河
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小餐饮
登记行为，保障小餐饮食品安全。办法规定，小餐饮
开办者应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
品，进行索证索票，建立台账记录；从业人员必须每
年进行健康体检，符合健康体检要求的方可从事餐
饮服务工作。

小餐饮开办者不得经营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
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其他食品。小餐饮开办
者需保证餐饮用具清洗、消毒设施运转正常，向消费
者提供消毒合格的餐饮用具；刀具、案板生熟分开，
且标识明显；原料、半成品、成品分开存放，植物性食
品、动物性食品和水产品分类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小餐饮操作间和就餐场所均应设在室内。卫生
间不得设置在操作间内。有大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
的食品冷冻冷藏设备设施。烹调区有机械排烟、排
气装置。食品处理区、就餐场所、专间内设足够数量
的餐厨废弃物暂存容器。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为期3天的全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技能大赛 8 月 3 日落下帷幕，24 名选手
分获各专业组个人一、二、三等奖。其中，秦皇岛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张嘉楠、张珍珍，石
家庄市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的曹楠，获个人一等
奖。石家庄市代表队、秦皇岛市代表队、保定市代表
队、沧州市代表队、张家口市代表队、唐山市代表队
获团体奖。

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赛旨在为基层
检测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展示技艺和精神风貌的平
台，调动检测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理论、刻苦钻研技术
的热情，营造“以赛促练、以练促学、以学促能、以能
促干”的良好氛围，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基层检
测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的技术支撑保障作用，加快发展质量农业。

根据工作需要，廊坊开发区管委
会所属中小学现招聘聘用制人员 96
名，招聘编制内小学校长 3 名，选调编
制内高中教师12名。

一、岗位情况
1.聘用制教师（共96人）。
中学教师 30 人，其中，语文教师

4人、数学教师 6 人、英语教师 4人、化
学教师 1 人、历史教师 3 人、地理教师
3 人、生物教师 3 人、政治教师 2 人、体
育教师2人、信息技术教师2人。

小学教师 66 人，其中，语文教师
30人、数学教师24人、英语教师2人、
音乐教师 3 人、体育类教师 3 人、美术
教师2人、信息技术教师2人。

2.小学校长3人。
3.高中教师（共12人）。
语文教师 3 人、数学教师 2 人、英

语教师 2 人、物理教师 1 人、化学教师
1 人、历史教师 1 人、地理教师 1 人、生

物教师1人。
二、报名条件

（一）聘用制人员报名条件
要求具有普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具有教师资格证
书，年龄在35岁以下（1983年8月6日
以后出生，下同）。语文教师要求中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数学教师要求数学类专
业，英语教师要求英语类专业，化学教
师要求化学类专业，历史教师要求历史
学类专业，地理教师要求地理科学类专
业，生物教师要求生物科学类专业，政
治教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类专业，音乐
教师要求音乐学类专业，体育教师要求
体育学类专业，美术教师要求美术学类
专业，信息技术教师要求教育信息技
术、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类专业。

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或获得
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授予优秀班
主任、优秀教师、骨干教师称号的，且

取得师范类院校大学本科学历（含在
职学历），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1978
年8月6日以后出生），可以报名。

（二）小学校长报名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

45岁以下（1973年8月6日以后出生，
下同），属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年度考
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次。具有中级及以
上教师职称，具有3年及以上中小学校
长、副校长、分管教育工作主任的任职经
历（不同职务的任职经历可连续计算）。

（三）高中教师报名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在 45 岁以下，属事业单位编制内人
员，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次。具
有所报学科教师资格证书，副高级及
以上教师职称，具有所报学科 5 年及
以上执教经历。

三、考试形式
1.聘用制人员

聘用制人员报名人数与招聘岗位
未达到 3∶1 比例的，按比例减少招聘
岗位人数或取消该岗位考试。

聘用制人员考试采取笔试、面试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笔试成绩从
高到低的原则，根据招聘岗位 1∶3 的
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比例内末位成绩
并列的均进入面试。面试考试采取试
讲的方式进行。考试总成绩按笔试成
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的比例汇
总确定。对报考同一岗位总成绩相同
的应聘人员，面试成绩高者优先；若面
试成绩也相同，再组织一次面试加试，
取成绩高者。

2.编制内人员
小学校长采取演讲答辩与考察考

核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人选。高中教师
采取考察考核的方式确定人选。

四、体检、考察、试用
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确定。考察采取查阅
档案材料的方式进行。通过体检、考察
的人员进行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
无异议的，确定为拟招聘（选调）人员。

拟招聘（选调）人员进行 3 个月的
试用，通过试用期的，按照有关规定和
程序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或
办理人事关系调动。不能按期到岗试
用的，取消招聘（选调）资格。

五、聘用人员待遇
聘用人员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

准，按相关法律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

六、报名要求
应聘者请携带报名表、身份证、毕

业证、学位证、相关资格证书、《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自
行打印）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奖励等
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和近期一寸照片4
张到廊坊开发区文教卫生局（开发区

友谊路会展中心 509 室）报名，时间：
上午 8:30-12:00，下午 2:00-5:00。
网络报名人员需将报名表及上述证
件、证书及照片等材料电子版发送到
指定邮箱lfkfqwjwsj@vip.163.com。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8月12日
17 时，联系电话：0316-2807032，联
系人：贾晶。报名表请在开发区管委会
官 网（www.lfdz.gov.cn）通 知 公 告

《廊坊开发区中小学工作人员招聘简
章》中下载。

笔试、面试时间及考试成绩公布
将通过开发区管委会官方网站和相关
微信公众号（廊坊开发区卫计之窗）公
布，不再另行通知，请应聘人员及时了
解相关信息。未按时参加笔试、面试、
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廊坊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廊坊开发区文教卫生局

2018年8月6日

廊坊开发区中小学工作人员招聘简章

近日，南和县和阳镇森焱家庭农场的农民在喂
食林下散养的大鹅。

近年来，南和县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从
事种植、养殖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形成良性生态循
环体系，提高了林地综合经济效益。目前，全县发展林
下种植、养殖等面积达3万余亩，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途径。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胡长祥摄

我省新增217家
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我省举办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