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定学院 2011 届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业（成人、业余）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郭雅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00965201106000031，声明作废。

▲王永枝医师资格证丢失，编号：
199813110130105490519062，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7 级护
理专业一班学生陈永怡学生证丢失，学
号：17021090093，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化学与制药工程学
院 2021届制药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刘华
萍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211671，声明
作废。

▲河北中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郑
秋 园 执 业 律 师 证 丢 失 ，证 号 ：
1130419851067506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8 级临床医学专

业 学 生 柳 正 森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7011010384，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21 届物
流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王泽玮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L20211922，声明作废。

▲ 李 春 来 （ 身 份 证 号 ：
130928198906281314）铁路职工工作证丢
失，工作证号：2036174670981，声明作废。

▲兴隆县公安局六道河检查站民警
贾凯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67657，特此
声明。

▲河北申硕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电 信 业 务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冀 B2-
20210026，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2021
届应用化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穆泽坤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0213219，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2021 届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专科毕业生宫迎雪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0212630，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学院 2005 届临床医学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闫东方毕业证书丢
失 ，编 号 ：100761200506000962，声 明 作
废。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21 届土
木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王岳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2192998，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 2020 届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胡天宇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0201067，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2018 级药物
制剂专业学生贾燕丽学生证丢失，学号：
18011030010，声明作废。

▲赵启进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06022，特此声明。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
针灸推拿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冯然英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34011201306003879，声明作废。

▲丰宁满族自治县比比爱影视文化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8265728303092） 公 章 （ 编 号 ：

1308261002257）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掌讯远景数码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 10622890 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
码使用证书，编号：冀号【2006】00075-
A011，声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
警王怀智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4340，
特此声明。

▲华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1 届
神经病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生段雅鑫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20210560，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
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苏玉杰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34011201306003240，
声明作废。

▲安成文不慎将河北省退役军人优
待证丢失，编号：A06100880，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2021 届
应用英语专业专科毕业生张新月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0213222，声明作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2021 届

中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马思楠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101383，声明作废。

▲ 赵 宽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 ：
098937，特此声明。

▲河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生
李如玉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104664，
声明作废。

▲ 胡 庆 达 （ 身 份 证 号 ：
130981199509140012）铁路职工工作证丢
失，工作证号：2036174708930，声明作废。

▲ 河 北 经 贸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2021 届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孙一
囡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100006，声
明作废。

▲邯郸市峰峰矿区大社镇东屯社区
村民委员会不慎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4130406A07611069A，
发证日期：2019年1月9日，声明作废。

▲衡水学院教育学院 2018 届应用心

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张浩然就业协议书
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21 届护理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王晨阳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2106586，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21 届外科学专业
硕士毕业生刘帅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10089210981，声明作废。

▲王国霞新闻记者证丢失，编号：
G32030066142373，声明作废。

▲ 河 北 千 朝 建 筑 材 料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6843361648696）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刘同英不慎将河北省退役军人优
待证丢失，编号：A28003634，声明作废。

▲ 王 燕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 ：
025575，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2016 级临床
药学专业学生赵天宇学生证丢失，学号：
16011190008，声明作废。

聚焦全省三甲医院

我省开展药械质量
安 全 提 升 行 动

“水库管家”破解小型水库管理难题
——看石家庄市鹿泉区如何实现小型水库管理改革

河北日报记者 赵红梅

小型水库作为农村水利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是区域防洪、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小型水
库运行管理关系水库功能和效益发挥，
与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为加快扭转小型水库管理薄弱现
状，结合开展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
革示范县创建工作，我省各地探索出一
些适应当地县情、水情与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的小型水库管护模式。石家
庄市鹿泉区大胆创新，开展市场化运
作，通过“水库管家”物业化管理模式，
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
题，水库管理状况、水库工程面貌、运行
管理模式均有了质的提升。

改革管理体制

政府采取向第三方购买
服务的方式对小型水库实行
物业化管理

几年前，鹿泉区小型水库治理是一
件大难事。

鹿泉区有12座小型水库，其中国管
1 座、乡管 2 座、村管 9 座。这些小型水
库中，村管水库的管理隐患颇多，有的
村管水库甚至只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或
1-2 名村民管理。由于村委换届等原
因，水库管理人员变动频繁，加之业务
知识缺乏，管理水平低，以及监测设施
不完善，这些小水库基本上处于汛期有
人管护，汛后无人问、无人管理的状
态。2019 年 5 月，水利部暗访该区 3 座
小水库，发现问题 17 个，主要是综合管
理、“三个重点环节”、维修养护、库区管
理、巡查巡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如何破解小型水库管理难题？面
对重重困难，鹿泉区水利局积极探索。

“我们当时想，小区有物业管理，小
型水库管理是否也可以引入物业管理
呢？”鹿泉区水利局局长曹惠庆介绍，有
了这一想法后，他们深入市场进行调
研，经过多方考察研究，最终决定，招聘
社会化服务公司，实行社会化物业管
理，探索一条崭新路径——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将水库管护、维养、巡
查、汛期值守等交由专业的服务公司进
行统一管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实现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精细化、规范
化、信息化。

2019 年 9 月，鹿泉区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面向全国招投标，选择实
力强、技术优、诚信好、经验足的第三方
技术服务公司，实施以区域水库联网统
一运维为特征的水库综合管理服务模
式。最终，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标，成为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

为确保服务效果，鹿泉区水利局细
化考核方案、量化考核指标，实行物业
化管理季度考核，每季度考核结果与该
季度合同服务费用拨付挂钩，考核得分
不合格，则扣减该季度的水库运行管理
费用。

激励先进、处罚落后，促第三方服
务及时到位。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鹿
泉区水库管理工作负责人卫海峰介绍，
他们实施了包括人员巡视检查（对坝
体、坝基、坝肩、各类泄洪和输水设施及
其闸门定期巡检服务，对大坝安全有重
大影响的近坝区岸坡和其他建筑物和
设施定期巡检）、观测监测服务（对降水
量、库水位、取用水量、生态下泄流量定
期监测）、设备养护维修（对闸门、启闭
机、阀门、泵站等机电设备进行养护）、
现场管理与保洁服务等管理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使水库主管部门的
分工定位更加明确精准，从以前小型水
库管理要机构、要编制、管人管事，转到
只管事、管好事上来。

创新管理方法

创建智慧水库管家云平
台，推进小型水库运行维护服
务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近日，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赵斌，巡查水库时发现黄峪水库
自动雨量水位一体站的塔身开裂。他
立即拍照，并利用智慧水库管家云平台
在手机上传给了公司，第二天公司便派
人对塔身进行了修复。

“水库管理要取得好的效果，离不
开机制创新，更离不开科技创新。”卫海
峰介绍，为提高小型水库智能化管理水
平，他们将智慧水库管家云平台投入到
水库管理的工作中。

该平台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整合原有雨水情监测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为水库管理、巡查人员安装配
套软件，为“水库三个责任人”安装“水
库管家”手机 APP。区水利局相关人员
可登录平台，对水库监测数据和运维工
作进行24小时全天候远程监控。

平台融合智能感知、监视预警、巡
检养护、轨迹跟踪、事件上报、问题处置
反馈、大数据分析、信息服务和应急响
应于一体，构建起小型水库整合服务体
系，提供系统、完整、管家式服务。

在鹿泉区水利局指挥监管平台上，
记者发现，工作人员在电脑、手机端都能
对各个小型水库的管理情况一目了然。

一年多来，智慧水库管家云平台的

运用，使水库管理和调度更加科学、快
捷，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实现
了信息化管人、智能化管水库，在解决
小型水库管理难题方面走出了一条新
路。曾经令人提心吊胆的小型水库，现
在重新焕发出强劲活力，成为防汛、抗
旱、灌溉、供水和生态安全的有力保障。

今年春播时，鹿泉区黄峪村的部分
耕地出现旱象，村旁小型水库黄峪水库
为村民解了围。

“以前，小型水库管理不好，蓄水少，
有时遇到干旱，守着水库也不一定能灌
溉。现在好了，小水库防洪、灌溉、生态
三不误。”该村村委会副主任梁飞说。

通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实施智能
化管理，鹿泉区的小型水库管理初步实
现了由“要我改”向“我要改”的转变，由
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由传
统式管理向数字化管理的转变，得到了
省政府和水利部的肯定。2020年，河北
省在石家庄市召开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推进会暨现场观
摩会，推广“鹿泉模式”。2020 年 11 月，
鹿泉区被水利部评为第一批深化小型
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

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负责人
介绍，我省目前在册的小型水库992座，
现状可以用“3个90%”概括：90%以上建
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标准不高，
缺陷多、问题多，存在着先天不足问题；
90%以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所
有和管理，没有专门管理机构、专业管
理人员和专项管护经费，管理难度大；
90%以上属于公益性水库，主要承担防
洪任务，兼顾农业灌溉、养殖，没有经济
效益。“3 个 90%”造成小水库运行管理
困难多、难度大，成为水利的短板，亟须
破题。鹿泉区的做法值得推广。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
李文英）2016 年 7 月 1 日，我省在全国
率先实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从省税
务局获悉，试点改革五年来，我省累计
入库水资源税 98.74亿元，月均入库是
2015 年水资源费月均入库的 2 倍多。
全省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43.5亿立
方米，超采区深层、浅层地下水位同比
分别平均上升 1.19 米和 0.24 米，超过
2/3的超采县实现地下水位回升。

我省按照鼓励使用再生水、合理使
用地表水、抑制使用地下水的原则，设
定税额标准。在税额标准设定上，地下
水高于地表水，超采区高于非超采区，
对特种行业从高制定税额标准。严重

超采区工商业取用水单位的税额标准
最高为6元/立方米，是原水资源费的3
倍；特种行业取用水最高税额标准达80
元/立方米，是原水资源费的40倍。

试点中，我省对超计划用水加倍
征收水资源税，促进了水资源管理能
力和水平的提升，推动企业主动申请
办理取水许可。目前我省共关停自备
井5416眼，办理取水许可证4500余套，
取用水许可证发证率达95%以上。

试点过程中，我省税务部门对抽
水蓄能发电取用水等给予免征水资源
税。不征和免征水资源税范围基本与
水资源费优惠范围一致，最大限度保
障纳税人利益不受改革影响。

水资源税试点改革以来，我省充
分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以绿色税
收助力绿色发展，在抑制地下水超采、
促进节约用水、助力水资源保护方面
的效果逐步显现，水资源紧缺状况初
步缓解。

2015 年至 2020 年，我省年用水总
量从 187.2 亿立方米减少到 182.7 亿立
方米，同时支撑GDP增长了34%；全省
年人均用水量由252立方米下降到245
立方米，累计下降 3%；万元 GDP 用水
量由 70.9 立方米减少到 51.6 立方米，
累计下降27.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由 22.5 立方米减少到 15.2 立方米，
累计下降32.4%；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由0.67提高至0.675。
在水资源税征管模式上，我省实

现了两个首创。一是首创税务、水利
联合管税模式，形成治税合力；二是首
创“水随电走、终端计量、以电折水”的
纳税人认定方式，开启了农业生产超
限额用水水资源税征管先例，实现了
水资源税征收全覆盖。

水资源税的开征，还推动了引江
水使用。我省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按
照引江水为主、其他地表水为辅、地下
水应急的原则，加快水资源置换进
度。截至目前，全省128座水厂已全部
由使用地下水切换为引江水，占应切
换水厂的100%。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五年来

我省累计入库水资源税98.74亿元
压减地下水超采量43.5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下降27.2%

全国首个海事AI语音助理
在唐山海事局上线运行

大广高速衡水湖服务区
有了“司机之家”

牛驼、深州、沙河、廊坊服务区4个“司
机之家”正在建设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省药监局印发《关于开展
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方案》，决定在全省
三甲医院开展医疗机构药品医
疗器械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提
升使用环节药品医疗器械质量
安全水平。

此次专项整治为期三个
月，从7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
束，重点为全省三甲医院。本次
行动主要围绕医疗机构制剂室
和医疗机构委托（被委托）配制
制剂、医疗机构药品购进渠道、
药品储存合规情况与大型医疗
设备、无菌和植入医疗器械、体
外诊断试剂等医疗器械的质量

管理和存储情况等进行检查，
以排查风险隐患，不断提高医
院责任人和工作人员的法律意
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进一步
提升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同时，汇总省
内各大医院药品医疗器械行之
有效的药械使用管理突出做法
和先进经验，形成具有借鉴意
义的药械质量安全管理模式，
供省内各医疗机构借鉴学习。

省药监局要求，各地监管
部门和各大医院要认真分析本
地区医疗机构药械使用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做
到药品监管部门监管能力与医
院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双提升。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
伟 通讯员刘嘉梅）6月 25日，
河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唐
山海事局新立工作室成功研发
出全国首个海事 AI（人工智
能）语音助理“小海”并应用于
管理中。

“小海”通过应用该工作室
自主研发的 VHF（甚高频）、电
话、语音识别一体化输入硬件，
实现了语音指令、语音输入等
基本功能，同时还关联了短信、
传真、邮件等传统通信手段。
甚高频、气象仪、搜救应急等海
事业务系统，以及海事机构官
方网站、微信、QQ 等对外信息

发布手段，形成集各类软硬件
于一身、可控性强的智能中枢。

目前，该局VTS中心（船舶
交通管理中心）值班人员通过
与“小海”对话，即可实现恶劣
气象预警、交通管制、靠离泊计
划审核、险情应急支持、值班日
志记录、资料查询、中英文实时
翻译、重点船舶检索等业务自
动办理。“小海”的成功应用，完
全取代了传统管理模式下VTS
中心值班员操作大量日常硬件
设备、软件系统的工作，大幅提
高了 VTS 中心在船舶航海保
障、险情支持、搜救应急等方面
的精准性、时效性和实效性。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梁钰琪）“我们开大车
的，如果休息不好，开车很危
险。现在好了，有停车的地方，
还能洗澡、看电视，真是方便多
了。”近日，在大广高速衡水湖
服务区，从事物流运输的货车
司机张师傅对这里的“司机之
家”赞不绝口。

“司机之家”建设是一项惠
及广大司乘人员的民生实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
高速集团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
为工作动力和实效，不断优化
完善服务举措，确保“高速新体
验”惠民实事落实落细，全面推
动“司机之家”建设升级。

衡水湖服务区在“司机之
家”安装了电视，对浴室重点
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全力为广
大司乘人员营造舒适的休息
环境。

河北高速集团不断扩大

“司机之家”覆盖范围，根据长
途货车司机集散特点，结合高
速公路服务区货车停靠量、物
流园区服务设施等，着力推动
牛驼、深州、沙河、廊坊服务区4
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

新建的“司机之家”采用集
装箱结构二层露台式设计，包
含服务大厅、男女浴室、洗衣房
等多项功能。截至6月中旬，牛
驼、深州、沙河服务区“司机之
家”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在完善
内部设施设备。廊坊服务区

“司机之家”主体工程正在施
工，近期将完工。

河北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将抓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全力深化高速
公路厕所革命、ETC 服务专项
提升行动、绿色出行“续航工
程”、开发推广高速出行智慧服
务 APP 等 10 件民生实事，不断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雪
威 通讯员郭晓通、高成）6 月
28 日，跨过官厅水库的省道
S228 狼镇线怀来大桥正式通
车。怀来县又增加一条进京通
道，两岸通行时间由1个多小时
缩短到15分钟。

怀来大桥采用双塔单跨结
构，主塔高 107.8 米，桥宽 33.6
米，采用双向四车道城市主干

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主桥
720米横跨官厅水库，是华北地
区最大跨度悬索桥体。主桥钢
梁采用技术领先的免涂装环保
耐候钢，在国内大跨度桥梁上
尚属首次采用。怀来大桥也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奥运廊道的
重要部分，对连通官厅水库国
家湿地公园道路、发展旅游经
济起到积极作用。

省道S228狼镇线
怀 来 大 桥 通 车

近日，工人在邢台市南和
区设施农业产业集群智能温室
大棚内采摘彩椒。

近年来，邢台市南和区依
托科技引领作用，大力发展高
效设施农业，着力打造农业高
质量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
的特色经营模式，实现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高效设施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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