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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拥有农产品驰名商标10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7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9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
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7个、
省级领军企业品牌12家

▲聚焦“北方水城、美丽迁安”城市定位，迁安市强力推动产城融合，促进

城市高质量发展。这是夜幕下的迁安奥体中心。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 彬摄

▶在唐山科源激光再制造有限责任公司80吨高速动静平衡检测中心车间

内，工人正检修设备。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 儒摄

▼首钢智新生产线。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 儒摄

唐山整体农业品牌数量持续居全省前列

丰南区实现取水口
在线计量监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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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从唐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今年以来，唐山市文旅系统培
育市场主体，强化项目建设，创建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推进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建设，
1—10月份，全市旅游接待 4350.3万人次，旅游
收入 423.8 亿元；86 个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
97.53亿元，投资完成率居全省第二。

依据全市文旅资源分布状况和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唐山市加强分类指
导，突出比较优势，加快构建“两核、四带、多点”
的文旅产业发展格局。“两核”即唐山中心城区
和曹妃甸区。“四带”即北部长城、南部海洋生
态、东部滦河、中部工业四大文旅产业带。“多
点”即高标准建设“南湖时代”中央活力区，大力
提高南湖对城市中心区的经济拉动和生态示范
作用，将南湖打造成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业集
聚区；继续推进唐山国际旅游岛、曹妃甸湿地度
假区建设，聚力打造滨海休闲旅游新高地；推动
遵化汤泉古温泉旅游度假区、迁西庚水田园乡
村振兴示范区、迁安市全域旅游景观提升等项
目建设，形成北部长城山水旅游板块和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唐山段）的新支撑。

在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过程
中，唐山市消费环境、服务供给持续提升。今年
以来，先后组织了非遗购物节、“相约凤城·嗨购
唐山”夏日消费季等文旅促销活动，统筹省、市
财政资金 413万元，整合 28家优质文旅企业产
品资源，实施文化消费惠民工程，有力拉动了文
旅消费。

近年来，该市先后印发《唐山市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支持政
策》《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八条政策措施》等文
件，支持文旅项目建设，引导文旅消费。每年用于旅游基础设施扶
持资金 300万元，支持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入推进旅游领
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冰雪、数字文创产业
等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提升了一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重点文旅
产业园区（街区）品质，培育了一批文旅产业龙头企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张
淑梅、王亚滨）日前，“迁西板栗”成功入选
2022年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近年来，唐山市优化产业布局，连片开
发建设东部花生优势产业区、西部强筋小
麦优质玉米优势产业区、南部高端设施蔬
菜优势产业区、中部特色休闲体验优势产

业区，为农业品牌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
“滦南大米”“玉田甲鱼”被评为河北省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尚禾谷”“丰源香”被评
为河北省领军企业品牌。至此，唐山市拥
有农产品驰名商标 10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37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9个、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个、省级区域公用
品牌 17 个、省级领军企业品牌 12 家，整体
农业品牌数量持续位居全省前列。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品牌建设的基础。
唐山市坚持标准化生产与质量监管“两手
抓”。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超过
3700家农产品生产企业被纳入唐山市“智慧
农安”监管平台，全市现有绿色食品认证企业
86家、产品156个，标准化生产示范企业68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达到99.97%。
此外，发挥农业龙头企业主力军的作

用，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运营模式，重点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积极参与品牌农业生产经营。目前，全市
拥有省级以上农民合作社170家、示范家庭
农场 130 家、农业龙头企业 111 家，为农业
品牌建设积蓄了强劲力量。

持续推进品牌建设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一批特色鲜明、知名度高、发展潜力大、
带动能力强的唐山农业品牌应运而生。其
中，“玉田供京蔬菜”“玉田白菜”“唐山大
米”“河北板栗”先后荣获河北省农业品牌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和集群品
牌最佳设计奖。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李中民、王淼）接单、生产、
包装、配送……11月份以来，位于滦南县的唐山舒适五金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订单不断。“不少客户都是奔着咱的专利产品来的，人
才和技能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该公司总经理刘辉
说，近两年，公司投入研发经费600多万元，获得发明专利23项，开
发新产品20项，带动了整个钢锹行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滦南结合县域实际和技能人才发展需要，夯实技能人
才发展基础，培育了大批技能人才，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截至目前，已培育各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189人。

滦南县积极构建“基地+平台+实践”三位一体技能人才培育模
式。加强投资，建设数控、工业机器人等实训基地，打造优质师资
团队，与域内企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并组织技能人员参加各级各
类技能竞赛、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在真刀真枪的比拼中锻炼本领。

在挖掘和培育本土人才过程中，滦南县成立了校、行、企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高标准编制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建
立完善技能人才发展长期规划。同时，邀请京津等地医学、教育、
农业和科技等领域专家学者到滦南县讲学指导30余场次，累计培
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00余人次。县镇两级运用“点单”式服务，
组织各类农业产业技术培训，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的党员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激发了乡村特色产业活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田士磊）今年，唐山市在丰
南区开展了取水口在线计量监控全覆盖示范区项目建设，截至目
前，丰南区取水口在线计量监控率由原来的43%增加至100%，成为
全省唯一实现全域内非农、农村生活及农业灌溉取水口在线计量
监控全覆盖的县区。

加强取水管理是严格水资源源头管控、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的重要内容。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已成为取用水管理不可或缺的
手段和重要基础性工作。唐山市非农用水计量监控起步较早，特
别是丰南区，在此之前已基本实现了非农取水口在线计量监控全
覆盖，但农业灌溉和农村生活取水口在线计量有一定差距。为此，
该项目坚持农业为主、非农扫尾的原则，共确定建设点位6179处，
其中农业灌溉在线计量监控站点5003处、农村生活在线计量监控
站点1106处、非农在线计量监控站点70处。

据了解，全域取水口在线计量监控全部覆盖，有助于精准掌握
全域用水量取用情况，精准管控地下水，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用
水，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水资源安全
保障能力。唐山市将在丰南经验的基础上，在丰润区推广农业灌
溉取水口在线计量监控全覆盖，启动乐亭县、玉田县部分乡镇农业
灌溉精准计量设施的安装，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加快实现唐山市
16万眼农业灌溉机井精准计量全覆盖。

1—10月份，全市旅游接待4350.3

万人次，旅游收入423.8亿元；86

个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97.53

亿元，投资完成率居全省第二

滦南“基地+平台+实践”
培育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迁安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开创“北方水城、美丽迁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从“一钢独大”迈向“一超多强”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 通讯员 彭月娟 王一帆

全面开创“三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新局面

在唐山中溶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的年
产 7200 吨焦炉煤气制电池燃料氢项目主
体结构已经完工，目前设备已全部进厂，安
装完成90%。“新产线制氢纯度可由原来的
99.99%提升至 99.999%，计划近期实现投
产。”该公司副总经理李秋园介绍。

“钢铁之城”迁安坚持“依托钢、延伸
钢、不唯钢”，聚焦钢铁资源型城市转型，推
动产业体系向现代化、高端化、集群化、数
字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将一以
贯之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促进主导
产业蓬勃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成势，加速
构建‘一超多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综合
实力新跨越，不断开创‘北方水城、美丽迁
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迁安市委书记王
文彬说。

多元发展，构建结构优化、
多极支撑产业场景

近日，在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
公司新能源作业区，工人们正在操作六机
架冷连轧机SUPER MILL进行高硅电工
钢生产。

“这是全球首条面向新能源车用电工
钢专业化生产线，可年产高等级无取向电
工钢 35万吨，能够满足 500万辆新能源汽
车配套。”在作业区，该公司副总经理胡志
远说，通过自主研发，公司实现了高硅电工
钢稳定、优质、高效生产，为产业链提供了
更加高端高效、绿色环保的电工钢产品。

作为工业重镇，迁安市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是关键。该市突出
强链条、提品质、育生态，做优千亿级精品
钢铁，打造氢能、环保产业新支柱，多元拓
展生物医药、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业
态，形成群峰林立的产业集群，构建结构优
化、多极支撑的产业场景。

“钢铁产业是我市基本盘。我们将贯
彻省委‘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要求，聚
力精深发展，做优存量，做精增量，全面提
升发展质效。”迁安市发改局局长毛泽平
说，该市将积极打造迁钢、九江、燕钢千亿
级“企业航母”，突出抓好首钢智新电磁、燕
钢冷轧薄板、鑫达装备升级等项目，提升精
品钢材比重，打造全国一流钢铁产业基地。

在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同
时，迁安市坚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
增量，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该市将氢能产业定位为未来支柱，集
成放大原材料和应用场景比较优势，加快
氢能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步伐，推进氢能生
产和储运、氢能发动机和汽车生产及应用
全链条发展，力争3年突破百亿级、8-10年
跻身千亿级，建成全国领先的特色氢经济
示范城市。同时，大力发展光伏发电，推广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探索压缩空气储能，重
点紧盯尚越光电、国电投液流储能产业基
地等项目，拓展新能源产业细分赛道。

此外，抢抓环保产业政策窗口，精准对
接市场需求，统筹环保管家、装备制造、固
废综合利用等业态发展，加快建设首钢金
隅固废产业园，打造绿色增长极。坚持面
向京津，打造滨水体验、地质探秘、长城烽
火等特色品牌，重点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打造京津周末休闲旅游、康养目的
地。抓好天道物流港、普恒奥科共聚酯、恒
茂光伏玻璃防霉材料等项目，推动生物医
药、现代物流、新材料等产业做专做精。

项目引领，推进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近日，在迁安经济开发区，迁安金隅首
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厂房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正在进行
部分设备的安装调试。

“落户开发区，主要是看重这里的服务

和完整的产业链条。”该公司负责人杨贺良
说，项目预计明年 2月竣工投产，预计年
营收达2.8亿元，年纳税0.4亿元，年
产钢渣粉 60 万吨、矿渣粉 100
万吨。

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迁安市始终以项目建设为
动力、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以经济开发区为主阵地，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
产业链现代化，筑牢高质
量发展强劲支撑。

如 何 让 好 项 目 引 得
来、留得住、发展好？迁安
积极创新招商方式和工作机
制，密切对接央企、京企和世界
500 强，推动企业集聚、项目集
中。做优中鑫联云商平台，支持重点
企业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
电商。

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实行动态管理，
确保项目压茬推进、滚动发展。以集中签
约、集中开工、集中观摩为重要抓手，用倒
逼机制推进项目建设“加速跑”。压实镇
街、园区主体责任，不断完善项目建设考评
机制，严格标准、规范测评。今年以来，全
市共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315 个，完成投资
252.4亿元，列全省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作
考核首位。

落实“投资服务承诺制”“拿地即开工”
简约审批模式，推动“政策找企、服务上
门”，叫响“投资到迁安、事事都好办”品
牌。全面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尽进、能
简尽简，高标准实现“一窗办理”“一网通
办”，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行动，持续发力个转企、小升规、规
改股、股上市，支持企业争创更多质量奖、
名优品牌。打造惠企政策直通车，加大企
业融资、用工、用能等支持力度。积极争创
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探索多
元化“信易+”应用，擦亮诚信迁安品牌。

产城融合，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从家到公司的车程不到半小时，交通

方便，每天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几年前，看
着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市民张成龙辞掉了
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聚焦“北方水城、美丽迁安”城市定位，
迁安市以城市为承载平台，以产业为发展
基础，强力推动产城融合，提高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

坚持规划先行，迁安划分出产业聚集
区、生活服务区、生态涵养区三大主体功能
区，并坚持右岸新城、左岸主城、云上之城

“三城齐抓”，实施县城建设提质升级三年
行动、城市更新行动等提升工程，启动总规
划面积 912 公顷的滦河右岸新城开发建
设，推动“数字迁安”平台安全稳定运行，实
现产城有序互动，获批河北第一批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试点县，成功创建国家海绵城
市、国家节水型城市，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第14位。

同时，迁安市以产业驱动城市更新和
完善服务配套，加快城市转型发展，不断强
化产业与县城资源禀赋匹配度。

——依托园区发展工业。规划建设 4
家省级园区，其中 3 家与中心城区无缝衔
接，1 家融入城镇组团，园区创造了全市
80%的经济总量，提供了 50%的就业岗

位。围绕产业提升园区能级，并启动国家
级开发区申报工作，打造以产兴城、以城促
产的高端平台。今年前三季度，4 家园区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79亿元。

——依托城市发展服务业。投资 165
亿元建设天洋城四代城市综合体、红星美
凯龙、万嘉商贸物流园三大商圈，商业面积
超过160万平方米。投资15亿元实施的中
唐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成功入选国家优选
旅游项目库，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今年
前三季度，迁安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达201亿元。

——依托绿道发展现代农业。坚持
绿道引领、串联城乡，规划建设总长 138
公里的 4 条生态绿道，发展休闲旅游、现
代农业，努力打造乡村振兴“迁安样板”。
今年，新培育中科康源（唐山）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等 3 家唐山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新增注册家庭农场 68 个，打造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0 家，跻身全国农民
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为唐山
唯一。

“工业是迁安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我们将持续深化落实中央、省、唐山市系列
政策，稳工业经济运行，聚焦装备大型化、
工艺先进化、生产循环化、产品高端化，推
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同时加快培育新的发
展动能，打造立市兴市的特色产业集群，打
造多极支撑的产业体系。”迁安市委副书
记、市长崔东鑫说。

近日，在滦州市别故河综合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
施工。别故河综合治理工程是该市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之
一，工程完工后，别故河防洪、行洪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河北日报通讯员 钱兆福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
育民 通讯员刘柬林）教
育部日前公布了国家级职
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
基 地（2023—2025 年）名
单，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被确定为国家级职业教
育（装备制造专业大类、自
动化专业中类）“双师型”
教师培训基地。

据介绍，唐山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国家级职业教
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将以提高职业院校工业机
器人相关专业领域教师的
职业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
为核心，深化产教融合，努
力打造培育工业机器人相
关专业领域高水平职业教
育“双师型”教师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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