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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才助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收官

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人才15万多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从省政

府新闻办 12月 2日召开的河北省人才
助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18年开始，我
省部署开展了人才助力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点实施了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才素质提升、战
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引进、现代农业人
才振兴和产业人才平台建设 4 项专项
计划。截至今年 11 月底，人才助力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33项目标
任务已全部完成。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才素质
提升，培训传统产业人才 258 万多人
次。围绕全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加大对钢铁、煤炭、水泥等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训力度。截至

今年 11 月底，全省共培训传统产业人
才258万多人次，选派优秀人才出国培
训 132 人，通过知识更新工程培训 30
多万人次。创新产业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育人机制，鼓
励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联合培
养人才，加快培育传统产业领军人才
和团队。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产业
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达到212个，院士
工作站41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英
才 1500 多名，共向农村选派高技能科
技特派员2900名；全省共选拔培养“三
三三人才工程”产业人才1733名，资助
产业人才206人，引进传统产业各类人
才15万多人。

大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
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人才

15 万多人。指导鼓励企业做好与京
津人才和项目的对接，主动到京津高
校和科研院所招才引智，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围绕大数据与物联网、信息
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智能装备产
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高层
次人才。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共引
进高层次人才 1900 多人，柔性引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人才 55 万多人次，引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人才 15 万
多人。

聚焦现代农业人才振兴，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 20 多万人。围绕种业发
展、农机装备、农技推广、脱贫攻坚等，
加强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创新团队、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截至今年 11 月底，
全省共培育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

团队 126 个，培训农村专业技能人才
（含农村实用人才）125万多人，培训脱
贫攻坚人才 22.3 万人，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20多万人。

实施产业人才平台建设，省级示
范性创业园区达 20 家。深入推进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区建设，为各类
人才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截至
今年 11 月底，省级示范性创业园区达
到 20 家，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
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达 2922 家。加
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
建设力度，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比例
明显提高，人才吸引效应显著增强。
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共设立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110 个，建成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174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从 省 住 建 厅 获 悉 ，即 日 起 至
2022 年年底，我省将以用作经
营的农村自建房为重点，全面
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彻底消除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

此次排查整治范围为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和雄安新区
行政区域内所有村的全部房
屋。排查过程中区分农村自
建房和非自建房两种类型，对
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进行
重点摸底排查，对其他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摸底排
查，摸清房屋基本情况，包括
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
式、用途、安全状况等，同步建
立农村住房档案和房屋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2022 年 12 月
底前，将建立农村房屋建设管
理长效机制，完善各类农村房

屋建设标准体系。
排查整治实行产权人自查

自纠、村级摸底排查、乡级排查
整治、县级统筹推进、市级核查
指导的方式实施推进。省级建
立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协调机制，各级行业主管
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将应当纳
入行业安全监管范围的农村房
屋全部纳入安全监管范围，指
导做好本行业农村房屋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强化行业监管。

对确认存在安全隐患的农
村房屋，县、乡、村三级将建立
整治台账，按照“谁拥有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落实产权人主
体责任，强化属地责任和行业
监 管 责 任 ，逐 个 制 定 整 治 方
案，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整治，
并实行销号管理，整治完成一
户、销号一户。

我省开展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对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进行重点摸底排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查了保定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保定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
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保
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布施行。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查了沧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沧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该规定与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
不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沧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布施行。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保定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的决定

（2020 年 11 月 27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沧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决定

（2020 年 11 月 27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强弱项补短板 农村娃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11月25日，在望都县住宅
现代化产业园，河北钢山杭萧钢
结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
车间内忙生产赶订单。该公司
总投资11.5亿元，建设集设计、
生产制作、施工安装为一体、年
产50万吨装配式建筑部件的生
产基地项目。

望都县打造住宅现代化产
业园，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健康发
展，并出台实施意见，政府投资
的公建项目和保障房项目率先
采用钢结构体系装配式建造方
式。预计到2025年，全县装配
式建筑面积将占新建建筑面积
的40%以上。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望都积极推进
绿色建筑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11月19日，
平山县孟家庄镇元坊村气温接近零度，
村口元坊小学的教学楼里却春意盎
然。“学校是村里最先供暖的地方，娃娃
们有了更好的教育！”村民们高兴地说。

元坊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四周群山
环绕，峰峦叠嶂，这个典型的小山村，教
育条件曾经很差，1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
宿舍里，简陋的土操场上暑假里野草丛
生。如今，蓝天白云下，绿色的球场、红
色 的 跑 道 、黄 白 相 间 的 教 学 楼 十 分
醒目。

元坊小学的变化得益于5年前我省
在 37 个贫困山区县实施的山区教育扶
贫工程。截至去年，全省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舍40余万平方米，许多学校像
元坊小学一样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扶贫必扶智”，要从根本上消除乡
村贫困，教育不可或缺。“十三五”期间，

我省瞄准农村、山区和贫困地区，强弱
项、补短板，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
进教育公平，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补齐学校建设短板。2014年起，我
省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去年，这一
工程圆满收官，校舍竣工率、设备采购
率均超 100%，累计竣工校舍 1076 万平
方米，覆盖13502所中小学，很多农村学
校得以“旧貌换新颜”。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是义务教育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办好这
两类学校，是打通义务教育有保障“最后
一公里”的必然要求。为此，我省开展两
类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去年新建、改扩
建校舍58万平方米，今年已下达中央和
省级专项资金4.8亿元，推进两类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装备配备。

农村家长大多务农或在外务工，往

往没有时间给孩子做午餐，为提升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身体素质，我省推进
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热
气腾腾的免费营养餐，给农村学生带来

“质”的变化，身体形态、机能的数据都
在上升。

从“上得了学”到“上好学”，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成为所有农村家长的期
盼。要实现这一梦想，关键是要加强农
村师资队伍建设，而教师“下不去”“留
不住”“教不好”，曾经制约着广大农村
学校的发展。“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强
乡村教师补充、交流和培养培训工作，
全面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不断提高农村
教师专业化水平。

为缓解乡村教师短缺局面，我省持
续推行“特岗计划”，特岗教师全部安
排在乡镇及以下学校任教；统一城乡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5 年来全省通

过 公 开 招 聘 补 充 乡 村 教 师 超 过 6 万
人。为了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下”的问
题，通过发放生活补助，推行乡镇工作
补贴制度，开展乡村教师帮扶计划，定
期体检和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同时，职称评审
向农村学校教师特别是艰苦边远贫困
地区和教学点教师倾斜，加大乡村教
师表彰奖励力度，着力提高乡村教师
职业吸引力。在此基础上，我省推动
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流动，
加大国培力度，乡村教师队伍素质得
到整体改善。

为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我省还
推进城乡结对帮扶，城区优质学校从办
学条件、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教师发
展、困境学生关爱等方面对农村学校开
展精准帮扶，让农村孩子们在家门口享
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近日，省
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
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依法保障企业经营自
主权，破除招标投标领域各种隐性壁垒
和不合理门槛，维护公平竞争的招标投
标营商环境。

进一步明确招标投标过程中对企
业经营资质资格的审查标准。企业依
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其经营范围由其章
程确定，并依法按照相关标准办理经营
范围登记，以向社会公示其主要经营活
动内容。招标人在招标项目资格预审
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公告、招标文
件中不得以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
作为确定投标人经营资质资格的依据，
不得将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

围采用某种特定表述或者明确记载某
个特定经营范围细项作为投标、加分或
者中标条件，不得以招标项目超出投标
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由认定
其投标无效。招标项目对投标人经营
资质资格有明确要求的，应当对其是否
被准予行政许可、取得相关资质资格情
况进行审查，不应以对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的审查代替，或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明确记载行政许可批准证件上的具体
内容作为审查标准。

持续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放管服”
改革。《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
招标投标指导协调工作牵头部门要加
强指导协调，会同各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维护招标
投标市场公平竞争。各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要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引导和监
督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实际需要合理
设定投标人资格条件，公平对待各类市

场主体；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实施
常态化的随机抽查，严厉打击各种不合
理排斥或限制投标人的行为。加强改
革创新，分领域探索简化淡化对投标人
经营资质资格要求，逐步建立以业绩、
信用、履约能力为核心的投标人资格审
查制度。加快全面推广电子招标投标，
推进招标投标信息资源互联共享，为改
革提供坚实支撑。

落实“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做好企
业登记工作。通知明确，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
革要求，稳步推动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
工作，使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经营范
围规范表述目录办理相关业务，提高经
营范围登记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提
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做好对企
业和社会公众的说明和服务。要积极
做好与各相关部门行政许可的信息共

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各相关部门合理规
范使用企业经营范围信息，减少对企业
经营范围的行政强制性要求、限制或者
变相限制。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在招标
投标领域的应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形成各部门共同维护招标投标市
场公平竞争的工作合力。通知提出，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招
标投标指导协调工作牵头部门要会同
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以进一步规范
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
查工作为契机，形成共同维护招标投
标市场公平竞争的工作合力。市场监
管部门要指导协调各有关部门严格落
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起草制定
含有不合理排斥或限制投标人内容的
政策措施。发展改革部门、招标投标
指导协调工作牵头部门以及各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要将妨害公平竞争行为作
为招标投标日常监管重点，加强与市
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衔接，建立投诉举
报线索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切实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招标投
标营商环境。

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依法参加招标投标的，相关工作要求参
照此通知执行。

维护公平竞争的招标投标营商环境

我省规范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从省政府新闻办 11
月 25 日召开的河北省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10月，全省PM2.5平均
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4%。4 至 9
月，全省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33、30、30、34、27、
26微克/立方米，连续6个月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优良
天数比率为68.9%，同比增加8.4个百分点，比“十
三五”规划目标高0.8个百分点。

1至10月，全省重污染天数为9天，同比减少5
天。全省臭氧平均浓度为180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8.2%；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未达标天数由
去年的70天下降到今年的56天，同比减少14天，
扭转了过去连续4年臭氧污染逐年恶化的趋势。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全省煤炭、平板玻璃、焦
炭、火电行业分别压减退出产能 764 万吨、840 万
重量箱、211.4 万吨、55.1 万千瓦，已完成全年任
务；钢铁行业压减退出炼钢产能 1211 万吨，预计
11月底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20年省定 18家
退城搬迁企业，已有9家通过市级验收，其余企业
力争11月底前停止污染物排放。

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在累计完成农村地区“双
代”改造765.59万户的基础上，今年又完成“双代”
改造 360.32万户，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清洁取暖全
覆盖。对不具备“双代”改造条件的边远山区、坝
上农村地区实行洁净煤兜底。全力做好气源保
障、电力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
清洁过冬。

运输结构调整方面，大力推进“公转铁”和“海
铁联运”，17 个港口集疏运、物流园区、大型工矿
企业铁路专用线项目完工，开通多式联运线路30
条。铁路货运量占营业性货运量比重由 2017 年
的7.5%提高到今年9月底的12.5%，公路货运量则
由90.7%下降到85.5%。截至10月底，今年我省淘
汰和清理国三及以下中重型柴油货车15万余辆，
预计到年底可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
务。全省累计推广应用各类新能源车31.38万辆（标准车），提前超
额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

用地结构调整方面，全面建立扬尘污染源清单并动态调整，目
前已覆盖扬尘污染源1.5万余个。全面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六个百
分之百”要求，全省 6400余个施工工地全部安装视频监控和扬尘
在线监测系统。大力提高机械化清扫率，设区市和县级城市道路
机扫率均达到了85%。截至10月底，三年累计完成营造林2853万
亩，已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

工业污染深度治理方面，出台钢铁、焦化、水泥、玻璃和陶瓷
行业超低排放标准，加强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以钢铁、焦化、
燃煤电厂、水泥、平板玻璃、陶瓷等六个行业为重点，三年累计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或深度治理项目 1084 个；以石化、化工、工业涂
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五个行业为重点，三年累计完成挥发性
有机物深度治理项目1567个。

一
至
十
月
全
省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为68 . 9 %

同比增加 8.4 个百分点，比

“十三五”规划目标高0.8个

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