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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最大境外投资
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邯郸启动春季造林绿化工作
全市计划造林66万亩，力争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支持重点企业吸纳就业 促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河北多措并举推进就业扶贫
重点企业优先招用贫困劳动力就业，给予每人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做好就
业扶贫工作，事关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3月 6日，省人
社厅、省扶贫办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进一步做好全省就业扶贫工作
的通知》，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基础
上，全力推进就业扶贫工作。

鼓励优先招录，支持重点企业吸
纳就业。实施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保
障制度，发挥人社专员作用，精准摸排
当地防疫物资、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
产生活必需品生产以及上下游配套产
业等重点企业用工需求，准确掌握和
梳理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通
过电话、短信、微信、广播等方式，向供
需双方定向精准推送企业招聘信息，
开展远程面试、线上签约等方式实现

招聘就业。引导鼓励重点企业优先招
用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并按
规定给予每人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
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
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每
人每月300元以工代训补贴，最长不超
过6个月。

聚焦疫情防控，促进就地就近转
移就业。落实“外防输入”策略，全面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低风险
地区全面就业。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策略，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
工复产和组织劳动者返岗，积极促进
中风险地区有序就业。在做好安全防
疫前提下，在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
设、农村危房改造中实施以工代赈，
组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工程项目

建设，协调推动企业、就业扶贫车间、
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和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等项目及早复工复产，推荐符合
条件的贫困劳动力优先上岗。临时增
设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卡点值守
等岗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可参
照当地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给予
岗位补贴。

突出重点地区，做好深度贫困县
就业帮扶。将 10 个深度贫困县、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所在县以及挂牌督战
的贫困县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挖掘一
批管理规范、岗位适合的企业岗位，
组织开展定向投放。对当地难以满足
用工需求的，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帮助企业定向跨区域招工。全
面落实京津冀及省内区域间劳务合作
各项协议，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

度。结合本地实际，适当扩大乡村公
益性岗位和就业扶贫专岗规模，进一
步给予资金倾斜支持，按规定落实政
策补贴。

加强农业生产，推进务农就业增
收。结合本地春季农业生产安排部
署，引导无法外出贫困劳动力积极投
入春耕备耕，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农资运输、农产品产销、家畜养殖
等实现就业增收。加强与电子商务平
台合作交流，推动农副产品网络销售。

强化对口帮扶，给予更多关心关
爱。依托驻村帮扶力量，组织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等人员，
加强与对口帮扶贫困劳动力定期沟通
联络，及时了解他们的健康、生活和务
工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健康、生活、
务工等方面的必要帮助。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近日，记者从邯郸市林业局了解
到，该市林业系统抢抓春季造林
绿化关键时节，一手抓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防控，一手抓春季植树
造林，造林绿化不停歇，战疫绿化
两不误。

该市林业系统切实加强野生
动物管控工作，重点对各种野生
动物分布区域等进行全面巡查巡
护。截至目前，全市各类自然保
护地、动物园、萌宠乐园均已临时
关闭、停业；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
所都已封运隔离；未发现狩猎野
生动物、野生动物异常死亡和交
易情况；未发现贩售、运输、交易
陆生野生动物行为。

春回大地，目前正是植树造

林的黄金时间。肥乡区启动“全
民义务植树 共建生态肥乡”活
动，将在 4 月底前完成义务植树
10 万株；涉县全面启动太行红河
谷两侧荒山景观绿化工程，规划
造林面积5.5万亩；磁县召开2020
年国土绿化暨森林防火工作动员
会，全年计划完成营造林面积
13.5 万亩……各县（市、区）以动
为先，采取分区域、分批次、分时
段等方式，全力做好创森和春季
造林绿化工作。按照《2020 年度

“绿美邯郸”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今年全市计划完成造林面积66万
亩，其中人工造林30万亩，重点实
施荒山生态修复、邯西生态示范
区建设等8大造林工程，全力争创
国家森林城市。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
讯员王一如）从邢台市商务局获
悉，2月 21日，印尼德信钢铁项目
1#高炉点火成功。据了解，该项
目由德龙钢铁有限公司、上海鼎
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一
家公司合资成立，总投资9.8亿美
元。这是邢台有史以来在境外建
成投产的最大项目。

德信钢铁有限公司项目位于
印尼苏拉威西省莫若瓦力县的青
山工业园区，规模为“350 万吨+
预留 150 万吨”，是集焦化、烧结、
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大型联
合钢铁企业。据了解，德信钢铁
项目的建成，填补了印尼国内全
流程钢铁项目的空白，将成为印

尼钢材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还
将带动我国 1800 名技术工人、
4000 名印尼籍员工就业，为上、
中、下游产业提供超过 6000 个就
业岗位。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在开展
境外投资过程中，邢台市商务局
积极跟踪，搞好服务，先后两次
带领企业参加由印尼驻中国大
使馆举办的印尼投资商务论坛，
为企业走进印尼市场创造条件，
同时积极为其搭建融资担保平
台，帮助企业担保融资 2.5 亿美
元。项目备案过程中，指导企业
准备相关材料，并与省商务厅和
商务部沟通，助力项目尽快落地
实施。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为积极应对疫
情，全力以赴做好畜产品生产，日前，省农业农
村厅制定《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方案》，狠抓生
猪生产、奶业振兴，坚决完成今年上半年生猪存
栏达到 1520 万头，出栏达到 1550 万头的目标，
确保年底将生猪生产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水
平，明年恢复正常。

方案要求，继续开展好“抗疫情、解农困”行
动，全力解决企业求助，及时帮助协调解决畜牧
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狠抓生猪生产不
放松，加快规模场建设，2019 年全省计划建设
种猪场及生猪规模场450家，其中，2019年已完
工 186家，正在建设 264家；今年一季度计划开
工建设76家，二季度计划开工建设142家，下半
年开工 46 家，为我省恢复生猪生产奠定基础。
加强示范场创建，今年申请创建部级畜禽养殖
标准化示范场10家，创建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 100 家。加强良种繁育，邀请专家对国
家核心育种场和省级原种场进行“一对一”帮扶
指导；加快品种改良步伐，扩大基础母猪群体规
模，全面提升种质水平和供种能力。

在狠抓奶业振兴方面，我省将加强乳企建
设。今年竣工投产 4 个加工项目，分别是君乐
宝君昌年产2.2万吨婴幼儿奶粉项目、君诚年产
5 万吨婴幼儿乳粉项目、邯郸康诺年产 10.5 万
吨液奶及奶酪项目、河北佳利年产 3 万吨巴氏
乳及 500 吨黄油迁建技改项目，项目建成后年
增生鲜乳处理能力42万吨。筹建6个乳制品加
工项目，设计年增生鲜乳处理能力140万吨。

加强牧场建设，支持奶牛养殖场通过升级
改造，提高奶牛存栏和单产。全省共有 212 个
牧场计划扩建牧场，新增占地面积14912亩，可
新增奶牛存栏107210头；支持乳制品加工企业
自建牧场，提高生鲜乳自给率；加快智能牧场建
设，实现与国际接轨，今年建设智能牧场80个，
达 到 590 个 ，全 省 智 能 化 奶 牛 场 比 例 达 到
70%。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乳企销售下降、喷粉
增加的情况，将1000万元乳品品牌宣传费用于
喷粉补贴，并提前预拨60%，对乳企的损失及时
给予适当补助。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为强化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日前，省发
改委、省扶贫办、省直机关工委等16个
部门联合发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消费扶贫的倡议》。

倡议提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国
有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金融机构、
学校、医疗单位等，是消费扶贫的关键
力量，在消费扶贫中起着重要的引领
带动作用。要不断创新政策举措，将
消费扶贫纳入中直、省直单位定点扶
贫和各级包联帮扶、结对帮扶工作重

要内容，在同等条件下持续扩大对贫
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驻冀部队特
别是驻贫困地区部队要结合军队帮扶
工作，积极主动参与消费扶贫。

经济强市、强县要利用技术、产
业、资本、市场等优势，引导企业到贫
困地区建设生产基地、兴办农产品深
加工企业，积极购买受援地产品和
服务，与受援地建立长期稳定的产
销衔接关系和劳务对接机制。受援
地要加快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
升农产品质量、扩大供给规模、提升

品牌效应，满足高品质、个性化、多样
化需求。

充分利用京津对口帮扶我省张家
口、承德、保定贫困地区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京津两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医院、学校、部队等与受援贫
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消费扶贫协作
关系，畅通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劳务
输 出 ，为 贫 困 地 区 发 展 注 入 强 大
动力。

广大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是消费扶贫的重要支撑，对扩大消费

扶贫规模、确保消费扶贫可持续具有
重要作用。广大民营企业应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依托“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帮助贫困地区做大做强特色
优势产业，持续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
和服务的采购规模。社会组织应发挥
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组织动员各类
力量参与消费扶贫。每位公民都应大
力传承发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为
购买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贡献一份
力量，为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奉献
一片真情。

省发改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出倡议

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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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
梅 通讯员任树春）3月1日，
我省灌溉面积最大的地表水
灌区——石津灌区开闸放
水，拉开了我省抗旱春灌工
作序幕。

省水利厅提供的统计数
字显示，去年，我省平均降水
量 443 毫 米 ，较 常 年 偏 少
17%。今年以来，旱情有发
展的趋势，抗旱保春播保夏
收任务艰巨。

石津灌区坚持生产防疫
两手抓两不误。春灌前，把

《春灌工作实施意见》通过邮
件等方式发送给受益市县水利（务）局，
通过网络，发动用水户对1.5万条支斗农
渠进行了排查整治，及时清理渠内树木、
柴草、垃圾等杂物。灌区管理人员还通
过微信群、电视、电话、广播等方式向沿
渠村镇、学校、居民等进行防溺水和水质
保护宣传教育。为尽量减少巡查人员数
量，石津灌区管理局还增设摄像头、高音
喇叭，远程监控，增加应急物资、防疫用
品储备，确保渠道巡护和疫情防控任务
得到有效落实。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春
灌，石津灌区计划从岗南、黄壁庄两座水
库共引水3.8亿立方米，放水时间预计持
续 60 多天，灌区下游石家庄、衡水、邢
台、沧州、辛集等市的130余万亩农田将
得到有效灌溉。

饶阳

采摘蔬菜
保京津供应

3月4日，饶阳县

王同岳镇段口村村民宋伟佳

在大棚温室采摘西红柿。

初春时节，该县坚持防疫生产

两不误，目前，大棚温室西红柿已陆续

成熟，农民抓紧采摘，保北京、天津等

市场供应。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量增价降不断档精准支持复工复产

廊坊2月为140家企业发放贷款65.87亿元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时雪壮、周

禹佳 记者解丽达）“银行放款速度
特别快，3 天到账。这笔资金解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帮企业渡过了难
关！”近日，建行三河支行为河北蓝
梦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放的
200 万元贷款到账，总经理王传辉
非常激动。

位于燕郊高新区内的河北蓝
梦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
医学科研服务以及试剂研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受疫情影响，公司
400 万元应收账款无法到账，陷入
资金周转困境。建行三河支行得
知情况后，开通绿色通道加快审
批，短短 3 天，200 万元的疫情防控
重点保护企业复工复产贷款下发
到企业账户。

针对疫情影响带来的企业资金
周转困难问题，廊坊市金融机构不
断加强服务力度，做到“量增、价降、
不断档”，精准帮扶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今年 2 月份，廊坊各级各
类金融机构累计支持140家企业复
工复产，发放企业贷款 65.87 亿元，
其中单笔 100 万元以上企业贷款
191 笔 、金 额 65.13 亿 元 ，占 比

98.88%。
“开工率达到多少了？还有什

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近日，
建行霸州支行行长高念龙电话回访
金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当地唯一一家二类无菌医护用品生
产企业，主要生产销售医用隔离面
罩、眼罩等，年产能 600 万套，是防
疫保障物资生产的重点企业。

“企业开工率已达到 100%，员
工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公司总经
理邱占群介绍，今年2月，某国药集
团与他们签订了120万套隔离面罩
的销售合同，金额 1140 万元，并要
求尽快完成供应。因订单金额较
大，自有资金无法满足运转需要。
建行廊坊分行和霸州支行知悉后，
迅速对企业开展贷前调查。仅一
天多时间，就完成了客户信息建
立、开户、评级、审批、合同签订等
一系列手续，迅速为企业发放应急
贷款 500 万元，贷款年利率优惠至
3.15%。

“目前各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
贷 款 的 平 均 利 率 为 5.32% ，相 比
2019 年末下降了 0.94 个百分点，企
业融资成本下降明显。”人行廊坊市

中心支行副行长郭宁介绍，廊坊市
纳入全国防疫保障重点名录的4家
企业中，有两家已获得优惠贷款
9.38 亿元，加权平均利率 3.01%；财
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负担融资成本
仅为 1.5%。目前，金融机构正在与
另外两家重点名录企业积极对接，
千方百计满足企业资金需求。

为稳定支持企业持续经营，廊
坊市相关金融机构还拉长贷款期
限，新投放贷款平均期限达到 398
天。他们还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贷款
投放方式，以信用、保证方式发放的
贷款金额占比达到了 45.2%，较好
缓解了企业抵押担保难题。信贷资
金重点支持实体行业发展，实体行
业贷款占投放总量的 91.7%，其中
制造业占比43.22%。

量增价降不断档，廊坊市金融
机构精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今
年 2 月份，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收回
企业贷款 208 笔，均为正常到期或
企业自主提前还款。据介绍，88家
已还款企业仍有资金需求，总计
18.76亿元，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对
接 ，可 满 足 的 贷 款 额 度 占 比 达
99.84%。

灌区下游 130 余
万亩农田将得到
有效灌溉

3月4日，位于元氏县的河北坤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
流水线上抓紧生产。该县组织专人深入企业开展防疫知识宣传、指导
防疫监督、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做到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确保防疫复
工两不误。目前全县512家企业已有433家复工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