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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去年实现就业14254人沧州全力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落细落实

食药品安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完成或超额完成2019年度目标任务

河间入选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

2021年底前将实现江水村村通
全市受益农村人口将达313.29万人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城乡供水一体
化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今年，沧州市将通过
开展工程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推
进水价改革，理顺管理体制等措施，建立
科学、合理、高效的城乡供水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达到全市供水同源、同网、同
质、同服务、同保障的目的，努力实现农
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进而实
现全市水务一体化。

统一调配水资源。沧州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统一调配全市水资源，统筹长江
水、黄河水、岗黄水、王快水库水及地下
水利用与管理。统一规划供水项目建设
范围，统一协调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与水
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各县市
区、各部门之间的用水矛盾，加强水权
统一分配与管理，加强地下水资源开发
利用控制红线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
理顺供水工程管理体制。坚持“统

一规划、分区管理”的原则，利用原有城
乡供水设施，建设管网延伸工程，向城
市或县城周边延伸，扩大供水规模，解
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成立一个市级农
村供水公司，负责广大农村地区的供水
与管理业务，实施大规模连片集中供
水，减少管理层次，提高运行效率。

加快供水管网与地表水厂建设。加
大地表水厂建设力度，满足全市城乡供
水需求。逐年完善城乡管网建设。加大
各类园区、分散工业等供水设施建设，
逐步推进长江水直供，为园区、分散工
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提供有力的供
水支撑。

积极推进农村长江水村村通工程。
该工程涉及任丘市、河间市、泊头市等
10个县（市），主要建设内容为：2019年-
2021年，规划新建地表水厂3座，扩建地
表水厂 6 座，铺设水厂以上输水管道

106.18km，水 厂 以 下 输 水 管 道
1511.9km，改造 1887 个村内管网，更换
入户水表624474块，实现全市农村生活
用水全部置换为长江水，达到消纳长江
水、控制地下水超采量的目的，受益农
村人口 313.29万人。县（市）政府是农村
江水村村通工程的责任主体，在工程建
设与运行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从
源头到龙头的管护体系。农村江水村村
通工程与当地供水专项规划或城镇总
体规划里的供水规划内容统筹协调，并
与现有供水设施相结合，避免交叉覆
盖、重复投资。2020年合力攻坚，2021年
扫尾清零，到 2021 年底前，沧州市将实
现江水村村通。

完善水价管理制度，实施财政补贴。
市县财政部门通过统筹水资源税、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水价补偿等财政措施，
加大引长江水水价补贴力度。创新水价
形成机制，科学制定农村供水价格。对农
村供水水价，视财力情况实施财政补贴。

积极争取南水北调部门支持，适当降低
农村用水的引江原水费。

有序关停城镇自备井。落实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用足用好南水北调引江水
的意见》，抓紧切换城市供水水源，积极
消纳长江水。按照《沧州市城镇自备井
关停工作方案》要求，完成城镇自备井
关停任务。长江水覆盖的农村区域，将
按照“先通后关，能关尽关”的原则，积
极推进农村供水水源井关停。

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
按照《河北省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水费收
缴工作方案》要求，核定水价方面，2019
年底前，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全面定价；
2020 年 4 月底前，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
程全面定价。收缴水费方面，2020年6月
底前，千人以上供水工程收费处数占其
工程总处数的 95%以上，水费收缴率达
到 90%以上；2020 年底前，农村集中供
水工程收费处数占其工程总处数的95%
以上，水费收缴率达到90%以上。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2019年以来，
沧州市大力推进16项民生实事项目，着
眼全面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突出
民生保障的有效性、补齐民生短板的精
准性和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截至 2019
年底，16 项民生实事项目总体进展顺
利，全部达到时间节点要求，食品药品
安全工程、义务教育惠民工程、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完
成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食品药品安全工程方面，沧州市积
极开展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全
市共有25家放心肉菜超市、20家食品销
售示范单位、13 个食用农产品示范市
场、10条餐饮食品示范街区完成创建并
通过验收。24家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通
过先进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同时，开展药品单品
种风险分析监督检查，检查药品生产企
业36家次，检查覆盖率200%，完成监督
检查品种72个，完成率达103%，提升了
防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能力。

义务教育惠民工程方面，沧州市第
十七中学和上海路小学、临海路小学建
成投用。21所新建学校、29所改扩建学校
全部完工。为尽快启动第二轮教育资源
整合，有效缓解大班额、入学难问题，市
教育局起草了《沧州市中心城区2019—
2021年中小学规划建设方案》。2019年10
月，启动了华北工业学校和职教中心整
合迁建项目。同时，成立沧州市中心城区
2019-2021年中小学规划建设项目领导

小组，积极协调市直相关部门，做好项目
立项、土地规划、方案设计等工作。

学前教育惠民工程方面，沧州市第
二幼儿园分园已开园投入使用；20所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60所改善办园条件幼
儿园全部完工。为进一步加大民办幼儿
园监管力度，开展了全市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和民办幼儿园年检工作，加
强日常监管。全市共有 7 个县市区认定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36所，提供学位5593
个，有效缓解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

医疗便民工程方面，沧州市不断深
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将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试点医院扩展到24家，占公立医院
总数的 66.7%。加强对公立医院改革效
果评价指标监测，通过月度函询、季度
通报、半年约谈、年底问责的方式，严格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不断优化公
立医院收入结构，切实改善群众就医感
受。南皮县人民医院、泊头市医院和献
县中医院等3家医疗机构顺利通过新增
京津冀检验结果互认医院验收，沧州市
京津冀检验结果互认医院达9家。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方面，以改
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居住环境为目
标，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沧州
市稳妥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试点工
作，高标准改造朝阳北区、民族路片区、
锦绣家园、梨园小区等258个老旧小区，
此工程已于2019年10月底全部完工。

保障性安居工程方面，棚户区改造，
全市开工6170套，占市计划的123.4%；省

定任务开工2647套，占省计划的202.8%，
基本建成4018套，占省计划的267.9%。农
村危房改造，各县市列入 2019-2020 年
度省级改造“四类重点对象”的计划任务
为1263户，已全部完成改造。

中心城区交通秩序整治工程方面，
沧州市文明办发动群众参与交通秩序整
治，每天组织160名志愿者，在主要路口
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11个重点路口
实行“借道左转通行法”全部完工，左转
通行效率提高40%。新增智能信号机120
处，灯控交叉口智能控制率达到95%。启
动 16 处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自动抓拍设
备以来，已抓拍违法行为5.8万起。

城乡洁净工程方面，2019年3月，市
城管局已完成城乡环卫市场化改革，提
高保洁标准，市区主次干道全部按照一
级路作业标准进行保洁。提升机械化作
业水平，新增环卫作业车辆总计达到
600 多辆，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5.6%。生
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3 条高速公路围
合区内无物业小区，背街小巷、城中村
全部纳入环卫市场化管理范畴，实现围
合区内的165个村庄、586个无物业小区
城乡环卫一体化。新华区、任丘市、黄骅
市等7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部开
工，提前完成省政府确定的年度目标任
务。扎实开展集中农村生活垃圾清理工
作，全市5450个行政村全部建立日常监
管机制，建成投入使用乡镇转运站 26
座，增加转运能力每日 1194 吨，实现城
乡垃圾治理一体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方面，全市
已改造农村无害化厕所15.1万座。行政
村主要街道硬化计划为 597 个村，实际
完成605个村。硬化农村公路穿村路44.8
公里。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率达到100%。

水系生态修复工程方面，10条河道
治理工程已全部进场施工，垃圾清捞、
河道清淤等工作已全部完成。同时，严
格做好工业污染源排查和水体监测相
关工作。

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方面，围绕
运动休闲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全民健身
设施提升工程，在市区公园、游园、景观
带、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改
造、新建体育设施110处，更新安装健身
器材 1000件。市县两级建设完成 500个
行政村体育健身工程。

文化体育惠民乐民工程方面，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已全部完成61场次“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系列活
动，累计完成 365 场送戏下乡和杂技六
进等惠民演出，为行政村放映公益电影
6.4 万余场次。成功举办中老年健身大
会、元旦长跑、半程马拉松、沧州市首届
冰雪运动会等品牌性群众体育活动，全
年累计举办较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60余项次。

同时，殡仪馆外迁和公墓建设工
程、中心城区停车场建设和整治提升工
程、便民市场建设工程、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机构建设提升工程均已达到时间
节点要求，并在有序推进建设中。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李世
文）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批
复》，确定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
试点单位，河北省包括河间市在内的 5
个县（市、区）入选。

试点县（市、区）将围绕探索共建共
治共享治理体制等 8 个方面先行先试。
河间将积极探索“六结合、六推进、六个
强起来”乡村治理模式，即结合治理人
才培养，推进乡村振兴精英培育班和

“党总支+”党建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强
起来。结合农村矛盾化解，推进“两调
一议”机制普遍建立，让民间调解组织

强起来。结合乡村文明塑造，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深入开展，让移风易俗组织强
起来。结合新型农民培育，推进现代农
业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园区发展，让经济
合作组织强起来。结合方便群众办事，
推进三级服务平台建设，让便民组织强
起来。结合文明道德引领，推进志愿服
务全面铺开，让志愿服务组织强起来。

通过广泛深入开展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形成完善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有
效推动乡村振兴。在基层党组织建设
方面，到2020年底各乡镇至少建立一个

“党总支+”试点，到 2021年乡村振兴精
英培育班将培育700人左右。在经济合
作组织建设方面，巩固和发展20余种类
型经济合作组织。加快“河间市现代农
业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园区”建设，真正

发展成为青年投身现代农业的创业基
地、现代新农民的培育培训基地、现代
农业新科技新品种的实验推广基地、高
端绿色农产品的生产供应基地。在便
民组织建设方面，把与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
受理、网上办理，到 2020 年底乡镇便民
服务站室实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便
民服务深度融合，高效便民。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陈永洪）2019年，沧州市逐
步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把
实施精准就业服务，作为推进
稳就业工作，保障全市就业大
局稳定的具体措施。

全力推进就业扶贫行动。
通过组织技能培训、开发专岗
安置、强化创业扶持、鼓励企业
吸纳等措施，全市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14254人，稳
定就业人数12415人，稳定就业
率达 92.2%。培训贫困劳动力
2109 人，实现了有培训意愿的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全覆盖。

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
道。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校园行”等系列活动，发布需
求信息3万条，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就业岗位3.24万个。推进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管
理，已有 98.27%的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开
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对接
活动，为 219 家单位对接成功
2160人。发放高校毕业生求职
补贴360.6万元。建起了6家大
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组织
各类招聘活动463场，登记招聘
18.4 万人次，介绍成功 7.3 万人
次。2019年举办的第四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市场，提供了3万个
优质的工作岗位，2.5万余人成
功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不断
扩大培训规模，大力提倡“订单
式、定岗式、定向式”培训，推动
职业培训更加精准对接市场需
求和劳动者要求，增强就业的
稳定性。截至 2019 年底，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 3.53 万人，完成
省 下 达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130.89%。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陈永洪）日前，笔者从沧州
市人社局获悉，2019 年全市共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 30
起，帮657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
工资 812.453万元，有效维护了
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2019 年，沧州市全面贯彻
落实关于推行和建立劳动用工
备案制度、劳务派遣、特殊工时
监管、企业工资等各项部署要
求，持久深入开展欠薪隐患排
查，共联查用人单位 800 余家，
化解欠薪隐患 19 起，从源头上
减少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
为。同时，沧州市还继续加大
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开展专项
执法检查活动，重点解决突出

侵权问题，严厉打击劳动保障
违法行为。

围绕健全欠薪预警机制，
沧州市加强对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日常监管力度，大力推进
欠薪预警信息化建设，依托智
慧城市大数据信息平台，研发
工程建设项目工资支付监控信
息化管理系统，与施工现场门
禁系统、人员信息识别设备对
接，实现信息共享。目前，市区
所有建筑工程项目全部安装落
实。今年全市所有在建项目将
全部实现联网运行，届时将实
现农民工工资入账、对账、发放
等功能，并能对农民工工资发
放情况进行全方位监控和预
警。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邓羽）2019 年 12 月 26 日，
省科技厅公布了2019年省级备
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名
单，沧州市有河北双剑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的建筑仪器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泊头市河铸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铸造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6 家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纳入省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备案管
理序列。截至目前，全市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总数达7家。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旨
在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
源，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等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共同
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促进

产业技术集成创新，打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通道，提升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和行业影响力。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
在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将重点
开展联合攻关和技术研发，攻
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
核心技术难题。开展科技成果
转化，进行技术共享，实施技术
转移，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
运用。组织技术交流和合作活
动，开展行业技术服务，组织技
术推广、技术培训等。培育形
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
创造、运用和保护自主知识产
权，积极参与相关技术标准的
制订或修订工作。联合培养人
才，推进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
河北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出炉。全省
共有141项（子项158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入选，其中，沧州
有22个项目入选。至此，沧州市
省级非遗项目达到124个。

此次公布的第七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22个沧州项目
中，传统音乐包括东光县观州锣
鼓；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包括
运河区的中幡、六合拳，黄骅市

的秘宗拳（周氏）、大师鞭，吴桥
县的杂技“二龙吐珠”；传统美术
包括肃宁县的内画、南皮县的王
厂錾铜浮雕、河间市的剪纸、新
华区的刺绣、献县的补花、海兴
县的根雕；传统技艺包括泊头市
的杨家烧饼制作技艺、孟村“全
羊李”清真酱牛羊肉制作技艺、
新华区的御河老酒酿造技艺等；
传统医药包括运河区的师蜂堂
中医诊疗、肃宁县的冯氏正骨和
沧县的释迦宝山脱骨疽针疗法。

全市去年为农民工
追回欠薪812.453万元

7 家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战略联盟跻身省级序列

全市省级非遗项目达124个

1月6日，沧州杂技团新创编的大型杂技剧《醒狮传奇》完成跨
年度首轮11场演出，丰富了沧州市群众的文化生活。该剧在沧州铁
狮“镇海吼”民间传说故事基础上，结合杂技艺术进行了解构和重
塑，具有浓郁的沧州地方文化特色。 记者 王雅楠摄

近日，在泊头
市一家鸭梨出口企
业，员工正在对出
口鲜梨进行贴标检
验。近年来，泊头
市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拥有梨果出口
企业9家，产品出
口至美国、澳大利
亚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
通讯员 殷 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