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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加强安全监管机构力量建设
我省实现安全监管由

传统方式向信息化方式转变

省安监局推进打击假冒
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

廊坊市区位特殊，处在我省首都政
治“护城河”的前沿。近年来，廊坊市委、
市政府坚持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强
化“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层层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强化监管。2017
年，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03 起、
死亡48人，同比分别减少1起、1人，同比
分别下降 1%、2%，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

加强综合监管机构力量建设。廊坊
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强全市各级安全监
管力量建设，为安全生产一系列决策部
署的贯彻落实奠定了组织保证。在编制
紧张的情况下，为安全生产监察支队增

加了 4 个编制和 25 名社会化用工人员，
缓解了执法压力；全市县级安全监管部
门共有编制 408 个，实际工作人员 571
人，配备车辆59辆，有效保障了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工作开展。

加强行业监管机构力量建设。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总
体要求，廊坊市、县两级全面推进行业主
管部门安全监管机构建设。市级层面，制
定印发了《关于加强行业主管部门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建设的通知》，在19个市直
部门设立或明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共配备工作人员66人。县级层面，制定印
发了《廊坊市县域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
推进方案》，推进县直部门责任体系、制
度建设、制度执行等工作落实。结合市编
委会印发《关于加强行业主管部门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县

（市、区）、廊坊开发区全面推动县直行业
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设。截至
目前，全市244个县级部门明确了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配备人员721名。

加强乡镇安全监管机构力量建设。
推动乡镇安监站建设规范化、标准化，是
有效发挥基层安监站安全生产监管监察
作用的重要制度性举措。近年来，廊坊市

集中开展了乡镇安全监管规范化建设工
作。2018年，市安委办对各县（市、区）、廊
坊开发区乡镇安监站建设情况进行了专
项督导，全市各乡镇基本做到了机构、人
员、场所、经费、装备“五落实”，148 个乡
镇（街道）、园区全部建立安监站，配备安
全监管人员 594 人。同时，推进村街层面
安全监管工作开展，2072 个村街建立了
网格化安全监管，1893 个有工矿企业的
行政村完成“五覆盖”。为保障“煤替代”
工程安全，廊坊市推进气代煤安全巡查
员和协管员队伍建设，全市配备企业安
全巡查员1391名、村街协管员3978名。

（汤建生、潘文静）

8 月 29 日，全省安全生产信息化推进工作视频会
议在省安监局召开。会议对河北省“互联网+安全生
产”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应用推广情况、建设
成效进行了通报，对 《河北省“互联网+安全生产”综
合监管信息平台应用推进工作方案》 进行了解读。省安
监局全体干部、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安监局全体干部、已开通视频的县 （市、区）
安监局全体干部等在各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此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的决策部署，对我省安全生
产信息化工作进行再认识、再深化、再推动，进一步明
确工作目标、具体任务和完成时限，推动信息化与安全
生产业务融合，实现安全监管由传统方式向信息化方式
转变。

省安监局局长宋文玲在会上指出，要充分认识推
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进安全
生产信息化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新形
势下安全生产工作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安全生产监管
监察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部
署。各级安监部门要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本地信息化目标和重点任务
及信息化管理工作机构，确保信息化工作有人抓有人
管，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汤建生、腰晓光、潘文静）

日前，省安监局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
治理行动。同时，为方便全省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复
审、补证和证件查询等工作，对原安全生产培训考试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运行速
度、优化了查询路径，实现了学员网上报名、网上缴费
等便民功能。

针对专项治理行动发现的主要问题，下一步我省将
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实现企业自查自改全覆盖、加
大督导检查力度、建立通报制度、强化工作调度力度。
9 月底，我省将召开省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领导小
组第二次会议，专题听取省住建、质监、公安、工信、
网监等部门专项治理行动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并针对
省督导执法检查期间发现的问题一并提出要求，协调推
动全省专项治理行动深入开展。

（李秀普、汤建生、潘文静）

日前，全省备战全国第三届危险化
学品救援技术竞赛选拔赛在省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落下帷幕。经过理论
考试和实战比赛，中石油华北油田消防
支队从20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将代表
我省参加全国第三届危险化学品救援技
术竞赛。

“运输槽车严重泄漏，需要紧急救
援！”选拔赛首先为观摩人员献上了一
场槽车堵漏项目演示。笔者看到，接到
救援消息后，身着专业服装的救援人员

很快赶往现场，到达后迅速就位，听从
总指挥调度，运用堵漏工具在短时间内
完成了槽车堵漏工作。之后对现场进行
清理，对泄漏液体进行转移。

“河北是危化大省。现有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10395 家，重大危
险源备案企业 952 家，重大危险源点
2174个，门类涵盖了危险化学品的各个

大类。”省安监局局长宋文玲介绍，举
办这次竞赛是为了以赛促训，加快提升
全省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夯 实 筑 牢 危 化 品 安 全 生 产 最 后 一 道
防线。

据介绍，我省现有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指挥机构 187 个；各类应急救援队伍
455 支、队员 7323 名，其中专职救援队
70 支、兼职救援队 385 支；万元以上应
急装备6965台 （套、件）。

（张沛沛、潘文静）

近年来，邢台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安
全生产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
谋划，着力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
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机制，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工作水平有新提
升。2017 年，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 61 起、死亡 65 人，同比分别减少 22
起、20 人，同比分别下降 26.5%、23.5%，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建立健全学习研究机制。邢台市委
常委会、理论中心组会议专题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以及《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内容。邢台
市政府常务会将安全生产列为固定议
题，分别听取安委办、安委会成员单位及

县市区政府汇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解决问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研究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就春运安全、煤
改气工程建设、森林防火、旅游安全及煤
矿、尾矿库、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
地质灾害点等重要时期及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多次深入一线调研检查，
推动责任落实。

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机制。市委书记
任安委会第一主任、市长任安委会主任，
定期组织召开市安委会（扩大）会议或安
全生产工作季度例会，全面加强对安全
生产工作的领导。市政府办印发《市长
副市长市政府咨询安全生产工作分工》，
强化分管领导在分管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的职责落地落实。市安委办制定安

全生产包联责任制，并向市四大班子领
导呈送《提示函》，把安全生产作为领导
联系县（市、区）的重要内容。同时，邢台
市还将安全生产列为项目观摩的重要内
容，督促基层抓项目首先抓安全、讲发展
必须讲安全。

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研究制定
《安全生产考核方案》，对照年初签订的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年度工作任
务，结合省考核办法，每年及时修订《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县（市、
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进行考核，考核
结果全市通报。同时，认真分析考核反
映的问题和不足，并研究加以解决，坚持
在治本上下功夫。合理设置干部考核指
标，完善考核方式方法，强化结果运用，

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的重要依
据。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对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且失职失责性质
恶劣、后果严重的，严肃追究责任，推动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建立健全惩戒曝光机制。建立安全
生产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对发生较
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坚决列入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近年以来，先
后将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和邢台
茂翔货物运输有限运输公司列为“黑名
单”企业，并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持续加大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重
大问题隐患、责任追究、事故查处情况的
曝光力度，每月在当地主流媒体曝光不
少于 1 次，每次曝光不少于 10 起，促进企
业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去
年以来，市县两级媒体曝光安全生产典
型案件782起，形成有力震慑。

（汤建生、潘文静）

邢台：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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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如何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我省气象部门为农服务探访

□记者 马彦铭 通讯员 谢 盼

自古以来，天气一直是影响农业生
产的重要因素。不再“靠天吃饭”，而是
根据天气预测趋利避害，乃至利用天气
为农业服务，是农民和气象部门的美好
愿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提升气象为农服务能
力，加强农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近
年来，我省气象部门根据农业需求，积极开
展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为农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为精致农业、特色农业提供实
用性、针对性、智慧性强的气象信
息服务

——11 个省级农业气象分中心
构成全省特色农业气象预报服务体系

近日，在康保县东骨头淖村农田，省气
象局驻村干部李祥给藜麦测量高度。“这
棵藜麦已长到了 1.93 米。”给编号为“冀藜
1 号重复 3-（2）”的藜麦测量后，李祥介
绍，今年 5 月，东骨头淖村试种了 5 亩藜
麦，省气象局正在做藜麦在康保县的气候
适应性研究。

藜麦原产于南美洲，营养价值丰富。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藜麦是一种单体即
可基本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植物。在
东骨头淖村，气象研究人员选择了6个样方
30株藜麦，隔天进行物候观测，结合藜麦不
同生长期的降水、温度、湿度、风速、风向、
气压等气象要素，分析研究不同生长期降
水、温度等需求，并监测分析藜麦生长过程
中土壤养分、土壤酸碱性特征，为康保县藜
麦的引种、稳产、最终高产提供科学依据和
可行性建议。

康保县的玫瑰种植产业也得到了气象
部门的支持。张家口星瀚商贸有限公司在
康保县种植了近 2000 亩玫瑰。该公司生
产经理苏小平介绍，气象部门在他们的种
植园区设立了玫瑰气象观测实验基地，气
象研究人员利用气象观测数据和物候观测
数据，分析研究玫瑰在高寒区种植的安全
越冬气象条件，并确定了高寒玫瑰全生育
期及各主要生育期农业气象指标。此外，
还开展了玫瑰开花期预报、玫瑰最佳采摘
期预报等气象服务，为当地玫瑰产业发展
提供了大力支持。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
入，农业对气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
专业化。“许多经济附加值高的特色农产
品，受气象灾害影响较大。”省气象科学研
究所所长石立新说，气象部门需要加大特
色农业气象服务科研力度，建立实用性和
智能化水平较高的技术服务体系，为我省
发展精致农业、特色农业提供技术保障。

笔者来到位于张北县的省杂粮农业气
象分中心试验基地，几位农业科技人员正
在莜麦地里进行莜麦杂交去雄实验。离他
们不远，就是刚投入使用的农田小气候自
动观测站。“该站能够对风速、风向、温度、
湿度、光照、地温、降水量、土壤水分等十几
个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技术人
员周海军说，监测数据能够为农业科技工
作者提供工作依据，同时数据实时传输到
省气象局，供科研人员参考。

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闫巨盛介
绍，为优化全省农业气象业务布局、流程
和分工，自 2015 年开始，省气象局相继在
每个设区市建设了 1 个省级农业气象分中
心，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企业开展跨
区域气象服务，形成了全省特色农业气象
预报服务体系。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布局和农业气象业务，我省 11 个省级

农业气象分中心覆盖了马铃薯（承德）、杂
粮农业（张家口）、酒葡萄（秦皇岛）、苹果

（保定）、枣（沧州）、节水农业（衡水）、核桃
（邢台）、梨（邯郸）、都市现代农业（石家
庄）、滨海农业（唐山）、设施农业（廊坊）等
特色产业。

“特色农业产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气象部门将努力为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提供优质服务。”闫巨盛介绍，在省、
市、县三级农业气象业务中，省农业气象中
心负责全省冬小麦、夏玉米、棉花等大田作
物的农业气象预报预警、灾害影响评估以
及设施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分中心
承担大规模特色农业气象的业务、科研和
培训工作，并开展跨区域专业服务。省农
业气象中心和11个分中心集约制作全省农
业气象业务产品，实现了“一级制作、三级
应用”。

强化专业化监测和预报能力，防
灾减灾，让农民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充分应用各类科技最新成
果，让气象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8月26日13时，在康保县忠义乡，三枚
火箭弹发射到空中。防雹作业后，在冰雹

指数明显情况下（预报有2毫米以上冰雹），
没有下冰雹，一场可能的雹灾得以避免。

忠义乡是蔬菜之乡，许多高档无公害
蔬菜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部分产
品还出口到国外。但由于坝上天气多变，
蔬菜种植常常因雹灾而不同程度受损。康
保县气象局局长李建忠介绍，不过，专业化
监测和预报，辅以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够
有效防灾减灾。

康保县洲绿果蔬专业合作社经理郑长
中，不仅是蔬菜种植领军人，也是一名气象
信息员，他以亲身经历说明了精准高效气
象服务的重要作用。

2017 年 7 月 30 日 12 时 48 分，离忠义
乡不远的二号卜乡上空出现强对流天气，
并迅速向忠义乡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气团
发展强烈。收到预警信息后，郑长中立刻
组织人工防雹准备，并申请空域。接到县
气象台防雹指令后，工作人员13时20分发
射 6 枚火箭弹，使冰雹成微小颗粒状降落，
未对当地蔬菜造成影响，同时还保护了对
流天气下游地区的蔬菜。

在我省，通过专业监测精准预报为农
业减少损失的事例还有不少。2015 年 9 月
下旬，我省坝上地区出现两次强降温天气
过程，省马铃薯农业气象分中心发布了“未
来几天降水、大风、降温天气将接踵而来，
各地需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气象灾害影响”
的服务信息。当时，围场绿源马铃薯种植
合作社尚有 500 亩马铃薯未收获，收到气
象服务信息后，当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防御，避免经济损失61.25万元。

成功防灾减灾、避免经济损失，并非气
象部门一己之力。我省气象部门与多部门
联合，充分应用各类科技最新成果，让气象
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围绕核桃气象服务与试验，邢台市气
象局与省核桃技术工程中心、绿岭公司合
作建设了核桃农业气象试验基地，修订了
太行山核桃低温冻害和高温日灼指标。省
马铃薯农业气象分中心加入省马铃薯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承德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建立了适宜播种期、晚疫病气象条件
预报等 3 项指标。衡水市气象局与省农林
科学院旱作所、衡水学院联合建设了饶阳
农业气象试验站，完善了冬小麦全生育期
灌溉量指标⋯⋯

通过提供优质农业气象服务，我省
气象部门正在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庞
超）手持遥控传感器，眼盯智
能 显 示 屏 ，对 讲 机 传 来 指 令
声⋯⋯你或许以为这是哪家
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场景，其实
却是石家庄市栾城区马家庄村
农民马利斌，正在利用无人机
给庄稼喷药防虫。

8 月 30 日清晨，马利斌来
到该区北留营村一片200亩的
豆田，仔细查看虫情后，科学配
药，调试无人机。随着一声“起
飞”，无人机腾空向豆田飞去。

如今，用无人机喷药防虫，
已经成为这位新型职业农民的
日常工作。可三年前，当马利
斌第一次看到无人机喷药时，
他顿时觉得过去 30 年的喷药
办法太慢、用药太多了！

“过去背着喷雾器打药，
一亩地得花半小时、15 公斤药
水，现在用无人机喷药只需 1
分钟、半公斤药水。”配药间
隙，马利斌说，三年前，他加入
河北第一家植保无人机服务
机构——石家庄市温德格信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新型
职 业 农 民 培 训 成 为 专 业“ 飞
手”。仅去年就飞防农田 2 万
多亩，收入10万元。

减少农作物生长期的农药
用量，是发展绿色农业的重要
途径之一。省植保站站长安沫
平说，近些年农村劳动力逐渐
减少，靠喷雾器打药防虫，不但费时费力费药费水，
而且分散防治虫害效果差。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
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推广无人机喷药等专业化服务。

这几年，我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利用病虫
害统防统治资金，引导扶持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
织发展。从最初购买大型喷雾器防虫，到引入无人
机喷药，目前这些服务组织已成为全省绿色防治病
虫害的引领者。

“刚推广无人机喷药时，我挨村用大喇叭喊，可
没有一户愿意试用。”回忆公司成立时的情景，温德
格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格雪梅眼圈红了，乡亲
们都不信用这么点药水就能杀死害虫。

可格雪梅不甘心，她用无人机免费给村里五保
户的农田喷药，与人工喷药对比发现：节药 30%—
50%、节水 90%，防治效果 90%以上，赢得了乡亲们
认可。通过滚雪球式发展，格雪梅公司的无人机从
2架增加到70架。今年上半年飞防农田80万亩，超
过去年全年总面积。

目前，我省5000家农业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
织拥有植保用的无人机 1030 架。“无人机防治病虫
害，减少了农药用量，助力农业迈向绿色发展。”省农
业厅副厅长段玲玲如是评价。

日渐晌午，完成大豆防虫任务的马利斌，谈了下
一步打算：9月到新疆，12月到海南⋯⋯从没出过远
门的马利斌有了一个愿望：“带上无人机飞遍全国，
为更多庄稼喷药去！”

植保用上无人机

节水节药又省力

起飞

，为庄稼喷药去

近日，在康保县东骨头淖村，省气象局驻村干部李祥（右）在给藜麦测量高度。
通讯员 马 洵 记者 马彦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