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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出而百企动，
一子落而全盘活。

河北以环保绩效创
A为抓手撬动钢铁等传
统产业发生蝶变，是运
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难
题、推动工作的生动实
践，彰显了方法论的强
大威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抓工作，要有雄心壮
志，更要有科学态度。”
他还强调：“情况搞清楚
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
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
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
骛远，不脱离实际。”

钢铁等传统产业是
河北的支柱产业，促进
这些当家产业转型升级
是绕不过去的硬任务。
怎么办？怎么干？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次次重要讲
话，为破解难题打开思
路、提供指引。河北结合
实际、深入研究、反复探
索，最终找到了创 A 这
个有效抓手。

在创A牵引下，节能减排、限停产、提
质增效等难题，都一一迎刃而解，从中低
端到高端、从“黑色”向“绿色”转型的路径
和空间也豁然打开。抓住了创A，某种意
义上就找到了推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金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
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
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很多时候，一项工作打不开局面，就是因
为没有在千头万绪中找到抓手，在多重困
难中找到突破口。

拎衣要拎衣领子，牵牛要牵牛鼻子。
一项工作再纷繁复杂，总有其关键，

找到了关键，就像是开门抓到了把手。由
钢铁一个行业扩展到七大重点行业，以重
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创A按下了河北传
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快进键”。而传统产
业的改造提升、转型升级，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迈进，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供了有力支撑。

做好工作要善于寻找抓手，找准抓手
才能纲举目张、事半功倍——这就是创A
实践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研
究员）

“尔滨”冰雪派对火爆时，网友纷纷用各地最具代
表性的特产来代称各地游客，比如广西的“砂糖橘”、
云南的“小蘑菇”……来自河北的游客，则被称呼为

“小钢卷”。
钢铁，是河北的“硬核特产”。钢铁大省，是河北

鲜明的符号。
它曾是河北的骄傲，也一度在产业转型中成为河

北的痛。
河北钢铁的突破点在哪里？

一

2012年，PM2.5一夜之间走进大众视野。
那一年，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颁布，PM2.5

被纳入强制性监测指标。
2013年，国家开始实行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在全国排名靠后的10个城市里，河北一度占了7个。
当时的一项测算显示，河北钢铁污染物排放总量

占全省工业排放量40%左右。
钢花四溅、浓烟滚滚，曾是经济繁荣的象征，此刻

却成了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
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成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一时间，“震撼”画面在钢铁厂区频现——随着巨

大的爆破声，巨型钢铁设施轰然倒下。
“十三五”期间，河北钢铁企业由 107 家减至 68

家，钢铁产能由峰值的3.2亿吨压减到2亿吨以内。
但幸存下来的企业，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还要

面对第二道“生死关”——停限产。
稳定生产是钢铁企业的命脉。
为了能正常生产，有的企业先后投入数十亿元用

于环境治理。但在雾霾严重时，停产仍不可避免。
即便这样，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还是

超过环境容量。
怎么办？

二

王晓利，河北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
中心主任。

“那段时间，环保部门和行业专家绞尽脑汁想的
就是如何在排放治理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说到转型之难，他对那段历程记忆犹新。

毕竟，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
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
发展。

2018年，为避免限产停工“一刀切”，省环保部门
针对钢铁等重点行业，提出了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
的办法。

相比以前，这个办法更精准、更科学，但实施后企
业反馈，因评价标准难统一、实际执行有困难等，企业
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仍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既然可以差异化错峰生产，能不能按照环保水
平，对企业进行差异化分级管理呢？”一个看似简单的
提议，让人们豁然开朗。

2019 年，河北推出一项创新型举措——实施
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分级管理。

按照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的原则，绩效
分级为A级、B（含B-）级、C级等级别。

其中，A 级代表环保绩效最高等级，这一级别的
企业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可以自主采取应急减排措施，

不停、不限。
这意味着，环保绩效达到 A 级的企业，将获得稳

定持续的生产保障。
2022年6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全

省钢铁企业环保绩效全面创A工作方案》，提出利用3
年时间实现钢铁企业全面创A。

在绩效评级制度的正向激励下，创A成为钢铁企
业争相追逐的目标。

方案提出时，河北有 12家钢企成功创 A，到 2023
年底已增至36家。

目前，河北的钢铁企业中有国家级绿色工厂 38
家，数量居全国首位。

2023年，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在参
观了河钢集团等钢企后公开表示：“目前中国钢铁工
业已经‘干净’到了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可以做到
的程度。”

环保绩效创 A，有力撬动了河北钢铁产业绿色
蝶变。

三

好办法就要大力推广开来。
钢铁产业的突破，也给其他传统产业的排放治理

蹚出了一条路。
2022年底，河北出台了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标准。
创 A，从钢铁行业拓展到了焦化、水泥、平板玻

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等重点行业。
成效也立竿见影。
2023年，河北环保绩效A级企业总数达81家，其

中焦化企业、水泥企业、平板玻璃企业等占45家。
昔日的一个个“排污大户”，竞相变身为“治污先

锋”，河北空气质量也随之明显改善。
2022年，河北所有设区市首次全部退出全国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后十”。2023年，“退后十”成果进一步巩固。
今年，河北将实施创A领跑计划，分行业选取1至

3家综合绩效好的 A级企业作为领跑企业，树立标杆
示范，鼓励引导行业企业向领跑企业看齐，带动行业
整体提升。

以企业创A促进行业发展，以行业进步带动企业
创 A。创 A，已经成为河北推动传统产业全面绿色转
型、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硬抓手。

四

“A级钢铁企业总数全国第一！”
2023年底，不少人都刷到过这样一条新闻。
第一意味着啥？
先来看看，创A到底有多难。
十几亿元，这是唐山某钢企此前上马新型烧结机

失败后所交的“学费”。
创 A 初期，这家企业积极性很高，自行摸索上马

了一套新烧结机。项目刚落地，却被告知技术已落后。
创A涉及生产工艺环节之多，超乎一般人理解。
装备水平、数字化智能制造、有组织排放、无组织

排放、节能降碳、监测监控水平、环境管理水平和清洁
运输——这是河北分行业制定的8个方面创A标准。

8个方面标准，又被细化为353项具体指标。对企
业来说，要完成这353项指标，需要关注的节点则更多。

让企业少走弯路，就要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编制“最优实用技术指南”，对5类21项技术进行
详细分析，供企业选用。

成立专家委员会，分行业组建技术帮扶组，逐企
业指导编制“一企一策”创A方案。

科技、环保、财税、信贷等协同发力，拿出硬核激
励，如钢铁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把创 A 企业列入银
行业金融机构优先支持名单等。

…………
一个行业一个创 A 标准、一套技术指南、一套政

策支持体系、一张创 A 时间表，一个企业一个具体实
施方案——“五个一”工作机制为企业创A保驾护航。

五

在 2023 年世界钢铁工业十大技术要闻榜上，河
钢集团张宣科技公司氢冶金项目赫然在列。

这个项目有啥“黑科技”？
它用氢冶金代替传统碳冶金，排放物也从二氧化

碳变为水蒸气，从源头上解决了碳排放问题。
与传统长流程相比，该公司的氢冶金示范工程一

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万吨，减排比例超70%。
逐“绿”而行，向“新”而进。创 A，不仅实现了绿

色转型，还创出了新质生产力。
有的企业，创出了发展新赛道。
承德钒钛自主研发的直径 42 毫米的含钒特钢，

填补国内空白；邯钢研发的 2060 毫米断面不锈钢复
合卷板，打破国内最宽纪录……

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河北钢铁企业加快向优特精品钢、高品质特
殊钢等高端化方向发展。

有的企业，创出了市场新空间。
全面对标创 A 标准，石钢生产流程“长改短”，产

品性能更好，尺寸精度更高，市场竞争力更强。
产品获得国内外130多家合作企业的认证，欧美

高端市场签约量同比增加 30%——这是石钢 2023年
交出的成绩单。

有的企业，创出了智能化、数字化。
“曾经我有一个梦想，脏活、累活、危活都可以交

给机器，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监控，操纵按钮，钢铁就
炼成了。”这是一名老钢铁工人20年前的期盼。

如今，在许多钢铁企业，梦想已经成真——轻点
鼠标，转炉冶炼启动，降枪、开氧、吹炼、加料、测温、取
样、出钢、溅渣护炉等全过程，都由电脑自主控制。

创 A，就像一根神奇的魔杖，点开了河北传统产
业高质量发展之门。

（调研组成员：赵兵、王洪峰、曹阳葵、吴宏爱、
张许锋、姜艳、顾赞良、王思达、梅刘柯）

硬 任 务 要 有 硬 抓 手
——看环保绩效创A如何撬动河北“钢铁突围”

河北日报调研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讲是什么、为什
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
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是推动新时
代伟大实践、引领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强大思
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仅要深入领会其
科学内涵，还必须准确把握其方法论。把方
法论学到手，才能认识问题站得高、分析问题

看得深、开展工作把得准，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本报今起在“知与行”专版推出“新思想
里的方法论”系列报道，旨在通过燕赵大地上
的生动实践，展现党的创新理论的强大真理
力量和实践伟力，给大家带来有益启示，推动
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方法论，更好地破
解难题、推动工作。

“新思想里的方法论”第一季聚焦“发展
新质生产力”，敬请关注。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写在“新思想里的方法论”开篇之际

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

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23日

至25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

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去产能特别是去钢铁产能，是河北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硬骨头，也

是河北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增长

新动能的关键之策。河北要树立知难而上

的必胜信念，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24日

在河北张家口调研考察时的讲话

要在采取必要行政手段的同时，利用

环保、质量、技术、能耗、水耗、安全等标

准，按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办事，形成化

解和防止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24日

在河北张家口调研考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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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河钢唐钢工作人员查看镀铝板外观质量。（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 辉摄

专家点评

1月6日，德龙钢铁环保部工作人员在“五维一体环保管控中心”工作。（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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