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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十大行动25项具体措施提升本质安全生产水平
2 月 7 日，河北省安委会印发《河北省安全

生 产 治 本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全面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着力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动。

方案指出，通过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
省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发
展理念进一步强化，坚守安全红线的意识更加
强烈，消减重大安全风险、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的
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健
全“一件事”由牵头部门组织推动、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全链条排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的责任
体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制度机制，安全监管能
力显著提升。

结合工作实际，河北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在
全面对照落实国家任务基础上，拓展细化为“十
大行动”25项具体措施，切实提升本质安全生产
水平，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一、开展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行动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要求，严格执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规范和建立省、市、县
党委政府领导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任
务清单”，组织各市和省有关部门签订《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责任书》。

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制定出
台河北省“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围绕“一件
事”全链条明确、分解、落实各部门监管责任，坚
决杜绝“只管合法、不管非法”问题。

强化基层末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按照权
责一致原则，建立县、乡、村安全生产分级包保
责任体系，将责任细化到村（社区）、网格、岗
位。建立健全“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市县
两级加大对基层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指导支持
力度，完善问题隐患排查汇总、流转交办、督查
督办等制度，实现闭环管理、动态销号。

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建立
完善安委会督办交办工作机制，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提醒通报、警示通报、“双对标”通报制度，
加大通报曝光、约谈提醒、追责问责工作力度，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二、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安全教育培训行动

按照“中央党校主课堂+各地区分课堂”同
步的模式，在河北省委党校和各市县党校开设
分课堂，同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专题安全教育培训，推动相关重点
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教育培训全
覆盖，有关部门安全监管人员跟班参加培训。

三、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体系提升行动

系统总结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经验做法，及时跟进国家部委，修订一批、
提升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针对新问题、
新风险补充完善标准要求，形成覆盖各行业领
域的较为完备的标准体系。结合行业领域实际
情况，针对性制定细化检查指引、指南等配套解
读文件，制作有关视频，规范事故隐患排查工作
流程，提升排查整改质量。

四、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

因地制宜建立完善各类发展规划的安全风
险评估会商机制，有效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结合地区实际制定
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化工园区等重点区
域安全生产禁止和限制类产业目录，严格准入，
强化重大安全风险源头管控。严把高危行业企
业安全准入关，对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
安全不符合准入要求的项目坚决不予立项；对
建设项目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或以集中审
批、特事特办为由降低安全门槛，造成事故的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

健全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自查
自改常态化机制，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每
季度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至少开展 1 次检查（高危行业领域每月至少 1
次），完善并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岗
位责任制。

完善地方政府对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的督办
制度，建立健全政府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审
核把关销号机制，加大专业指导力度，确保隐患
闭环整改到位。

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用好全国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信息系统，完善数
据库运行管理机制，实现企业自查上报、督导检
查发现、群众举报查实等各渠道排查的重大事
故隐患全量汇总，推动部门间分管负责的重大
事故隐患信息共享集中，实行清单制管理并动
态更新整改落实情况，推动照单逐条整改销号。

五、开展安全科技支撑和工程治
理行动

加快推动安全生产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数
字化转型，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
术与安全生产融合发展，持续加大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矿山、尾矿库、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水
利、能源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
设应用和升级改造力度。

及时更新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及淘汰落
后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明确在用设备
报废标准，加大危化品、矿山、尾矿库、工贸、烟
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等行业领域
淘汰更新力度。依法加快推进“小散乱”企业有
序关闭、尾矿库闭库销号、老旧渔船更新改造、
老旧化工生产装置改造提升、“大吨小标”货车
违规生产销售治理。聚焦突出重大风险隐患，
加大安全生产科技项目攻关力度，加快突破重
要安全生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进机械
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提升矿山、危
化品、烟花爆竹、军工、民爆、隧道施工等行业领
域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

深入开展老旧场所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电梯安全筑底、城市更新、铁路平交道口改造、
应急逃生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打通等工程治理行
动。组织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违法
违规专项治理。

六、开展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创建行动

以城市建成区为主体，重点围绕完善城市
安全的源头治理、安全风险监测预警、重大隐患
排查整治、安全监督管理、安全保障能力等工
作，健全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定期开展城市安全
风险评估，全面提升城市安全发展水平。推进
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聚焦关键区

域部位，推动防控关口前移，不断提高城市安全
风险防范水平。

七、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安全素质能力提升行动

推动危化品、石油天然气开采、矿山、金属
冶炼、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
人员安全技能培训深化提升，严格高危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以及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实现高危行业、非高危行
业“三项岗位”人员培训全覆盖，推行熔化焊接
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实物实操考试，将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整治有关要求作为培训考核重要
内容。

结合各行业领域实际情况，2024年底前，全
面细化完善生产经营单位各类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的频次、内容、范围、时间等规定要
求，健全培训效果督导检查机制，强化教育培训
动态管理。明确有关从业人员的安全准入机制
以及不符合安全条件要求的退出机制，提升从
业人员整体能力水平。

聚焦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能力提
升，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
疏散逃生演练（高危行业领域每半年至少一
次），让全体从业人员熟知逃生通道、安全出口
及应急处置要求，形成常态化机制。推动高危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依法建设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队伍，满足安全风险防范和事故抢险救援
需要。

八、开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行动

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解决标准缺失、交叉矛盾等问题。2024年完善
具有河北特色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标准，2025
年贯彻落实国务院制修订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基本规范、小微企业安全管理体系
基本规范，促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在各级企
业普遍开展。

探索实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定级制
度，推动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逐步达
标、规模以下企业积极创建。大力选树各行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标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标准化达标企业在减少检查频次、复产验收优
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下浮、信
贷信用等级评定等方面的激励政策。

九、开展安全生产精准执法和帮
扶行动

健全完善覆盖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举报
渠道和奖励机制，加大奖励力度、完善保密制
度、鼓励匿名举报，充分发动从业人员和社会群
众举报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及
时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的各类非法违规行为。

综合运用“四不两直”、异地交叉执法、“互
联网+执法”等方式，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
治，深入推进精准安全监管执法，集中挂牌、公
布、曝光、处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加大现场执
法检查力度，完善“双随机”抽查检查工作机制，
严防小施工、小作业惹大事。

综合统筹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消防
工作、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人员力量，强
化责任落实，共同做好安全检查、安全宣传、应
急救援等工作，推动安全生产监管服务向基层
末梢延伸。加强各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执
法装备配备，推动应急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规范
化建设。

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层安
全监管执法人员能力培训。三年内，结合中央
党校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班等，对全省安全生
产执法人员开展跟班集中培训。组织对高危行
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分级开展安全执法指导
帮扶。

十、开展全民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加强全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将安全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采取“线上+线下”“传统媒
体+新媒体”方式，创新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
传月、安全生产燕赵行等活动组织形式，围绕安
全隐患排查、应急救援演练、生产安全事故警示
教育等，深入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
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广泛利用图书馆、文化
宫、科技馆等受众较多场地设施，积极策划各类
安全生产主题宣传，因地制宜打造沉浸式安全
体验基地，提高安全宣传群众参与度。

深化公路水运建设“平安工程”、“安康杯”
竞赛、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全文化”示范企
业、安全示范社区等示范创建工作，在全省评选
一批安全生产工作先进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强
化示范引领作用。 （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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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雾霾少了，蓝天成为“常客”；水变清

了，干涸的河道“活”了起来；绿色多了，珍
稀动物频频亮相……经过十年环境治理
和绿色转型，曾饱受污染之痛的京津冀地
区正在经历生态蜕变。

天蓝了，呼吸更畅快

10 余列火车穿梭在物流港内，电动
牵引车、氢能车往来奔忙，密布厂区的监
测站将数据实时传送到环保智能中枢、实
现“一屏观全厂”……走进河北鑫达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环境干净整洁，现代化气
息扑面而来。

“十年前的钢厂和现在不可同日而
语。”河北鑫达集团生产运营中心副总经
理贾占军说，当时到处是黑色粉末，周边
建筑物和车辆灰头土脸，雾霾严重时厂区
上空仿佛罩了一个“黑锅盖”。

从 2013 年起，京津冀逐步探索大气
治理联防联控机制，在重点领域攻坚、规
划法规制定、环境执法检查等方面协同
推进。

压减重点行业过剩产能、实施农村清
洁取暖、推动货物运输“公转铁”……聚焦
产业、能源、交通等“硬骨头”，京津冀协同
破解制约环境改善的结构性问题。河北
炼钢产能峰值曾达 3.2亿吨，约占全国四
分之一，目前已减至2亿吨以内。天津平
原地区散煤基本清零，天津港全面停止接

收柴油货车运输煤炭。
“减量发展”的同时，京津冀全面推进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河北启动七个
重点行业创 A 行动，2023 年新增环保绩
效 A 级企业 45 家，总数达 81 家。天津在
全国首创“环保科技产业创新共同体”，科
技赋能12条重点产业链绿色发展。

十年不懈治理，京津冀“气质”蝶变。
2023 年，北京全年 PM2.5 优良天数占比
达九成，PM2.5 最长连续优良天数为 192
天；天津 2023 年 PM2.5 浓度比 2013 年下
降57.3%；河北重污染天数由2013年的73
天降至2023年的11天。

水清了，河流更健康

飞鸟掠过水面，残雪覆盖山坡……在
燕山脚下的于桥水库，天津市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水环境监测研究室主任梅鹏蔚和
同事一边提取水样，一边欣赏着春日
美景。

作为天津人的“大水缸”，于桥水库是
梅鹏蔚多年来关注的重点，“七八年前，水
库曾发生藻类水华，水面仿佛覆着一层绿
漆，威胁到天津饮用水安全。”

2016年，天津、河北实施引滦入津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中央及津冀两地共同
安排资金解决水环境问题。河北启动潘
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网箱养鱼清理；天
津实施“南迁北管”，于桥水库南岸 44 个

村集体搬迁，北岸农村实施污水治理……
在上下游共同努力下，于桥水库水质由Ⅳ
类恢复到Ⅲ类。

这是京津冀协同治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三地加快建立重点流域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在资金拨付、联防联控、流域保
护等领域持续发力，目前已实现京津水源
上游流域生态补偿全覆盖。

三地共同实施生态补水，连续第三年
实现永定河和大运河全线通水，7个重点
河湖生态水位全部达标。目前，河北国考
劣Ⅴ类水体断面全部消除，天津 12 条入
海河流消除劣Ⅴ类，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
例大幅提升。

地绿了，生物更多样

2017 年以来，规模空前的“871”重大
生态建设工程在津沽大地推进——875
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升级保护、736
平方公里绿色屏障规划建设、153公里海
岸线严格保护。

其中，位于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
之间的736平方公里生态屏障，起着贯通
天津南北生态廊道并接入区域生态涵养
区的作用，去年开展各项生态工程73项，
蓝绿空间占比达65.6%，逐步显现“水丰、
绿茂、成林、成片”的生态场景。

在河北，多年来持续实施燕山太行山
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全省确定各类自然

保护地 278 处、总面积达 142.22 万公顷，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繁衍栖息地。
北京通过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等方
式，持续夯实绿色底蕴。截至去年年底，
北京森林覆盖率达 44.9%，城市绿化覆盖
率达49.8%。

生态环境的蝶变，吸引众多珍稀动物
到京津冀“打卡”，多年不见的动植物频频
亮相。

青头潜鸭是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极危物种。2018
年，白洋淀首次观测到青头潜鸭踪迹，
2022 年 7 月，首次观测到青头潜鸭育雏，
证实这里已成为青头潜鸭繁殖地。

记者从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了解到，目前，白洋淀已观测到野生鸟类
276 种，较雄安新区设立之前增加了 70
种。野生鱼类恢复至 48 种，较新区设立
前增加21种，淀区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

近几年，天津市鸟类观测记录种类从
416 种增加到 452 种，每年有超百万只候
鸟迁徙过境。东方白鹳单日单次最大观
测量从2018年前的1300多只增加到2021
年的5000多只。

新华社石家庄2月29日电

十年治理，“看见”美丽宜居京津冀
——京津冀推进全面绿色转型调查

新华社记者 巩志宏 黄江林 杜一方

▲沧州市百狮园一带景色。近年来，
沧州市全域统筹大运河文化保护带、生态
景观带、全域文化旅游带、乡村振兴产业
带建设。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月29日发表
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造成
的死亡人数超过3万。在巴以新一轮军事冲突
中，加沙伤亡为何如此严重？目前，加沙当地情
况以及相关停火谈判进展如何？

伤亡为何如此严重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9日发表的声明，新
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已造成30035人死亡、逾7万人受伤。另
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
室统计，死者中超70%是妇女和儿童。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在冲突中使用过量
非制导炸弹是加沙地带伤亡如此严重的重要
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12月报道说，
美国一项情报评估显示，自去年 10月 7日冲突
开始至 12 月中旬，以色列向加沙投掷超过 2.9
万枚炸弹，其中约 40%是非制导炸弹。报道
说，非制导炸弹通常不太精确，对平民的威胁
更大。

加沙地带人口稠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美
国军事分析人士马克·加拉斯科说，非制导炸弹
可偏离多达30米，这可能导致许多原本袭击哈
马斯目标的炸弹落入平民区。

加沙目前情况如何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给加沙地带带来空前
的人道主义灾难。哈马斯媒体办公室 25 日发
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迫使
近200万人离开原居住区。

此外，加沙地带北部地区饥荒现象愈加严
重，有儿童因缺乏食物而死亡。联合国机构官
员警告，加沙地带目前至少四分之一人口濒临
饥荒，若不采取行动，大范围饥荒“几乎不可避
免”。近东救济工程处 26 日在声明中说，本月
平均每天约有 98辆卡车进入加沙，相较 1月减
少了50%，远低于每天500辆卡车的既定目标。

停火谈判进展如何

美国、卡塔尔、埃及和以色列23日在巴黎举
行新一轮巴以停火协议谈判，有以色列媒体报
道说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但哈马斯方面对此
多次否认，表示这实际上是以方利用媒体施压。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7日在多哈召开记者会时表示，目前达成
停火协议“仍存障碍”。

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告诉记者，哈马斯要求以军停止侵略并撤出加沙
地带的立场没有变化，但他们已同意“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将在斋月期
间实现停火并释放除男性军人以外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但以方对此未有
积极回应。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7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哈马斯
并未向以方提交目前还幸存的以方被扣押人员以及哈马斯要求释放的巴方
被扣押人员名单，没有上述名单谈判无法继续。

据新华社加沙2月29日电

关注巴以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