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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从

今年 4月开始，我市持续在全域范围
内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以危险化
学品、交通运输、特种设备、建筑施
工、渔业船舶等行业领域为重点，明
确 11项重点排查内容，做到“五个
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党委
政府部门累计自查发现问题 12626
项，已完成整改 12618项；开展企业
自查完成率 100%，发现问题隐患
1030442项，已整改 1030416项；全
市累计实施经济处罚 2341万元，吊
销暂扣证照企业 311家，停产整顿企
业470家，关闭取缔企业612家。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
行领导包联责任制，全市 17626家企
业逐一更新落实了包联领导和责任
人，百家重点危化企业全部由县级领
导干部“一对一”包联。推进基层安
全监管网格化，明确了 2147个网格
的网格长、网格员，录入企业 9771
家，完成网格巡检 6266次，基层安
全监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不断夯实应急救援能力。持续完
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完成市级专项
预案 40件、部门 46件，县级专项预
案 548件、部门 667件的评估工作。
建强应急救援队伍，配齐应急救援装
备，现有专兼职企业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队伍128支，救援人员2124人，重
点装备近 2000台套。今年以来，完
成各层面演练 1506场次，直接参加
演练人数达12万余人。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
患于未然。”全市上下时刻绷紧安全
之弦，切实拧紧安全之阀，全面压实

安全之责，用实际行动牢牢守住全市
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践行绿色发展，绘就美丽
沧州的“天空蓝”“生态绿”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环保是发展
的生命线。

初秋时节，大运河碧波荡漾、鱼
翔浅底，两岸草色青青、绿树成荫，
天空湛蓝如画、白云悠悠……如今的
狮城大地，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
清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环境改善民生，绿水蕴含美丽，
蓝天洋溢幸福。为守护这份蓝天白
云、碧水绿地，回应人们对生态宜居
城市的品质追求，市委、市政府深入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推
进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
举，坚决打好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
大力实施绿色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沧
州，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共
赢的发展之路。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统筹推进
“压能、减煤、治企、降尘、控车”
等重点任务，大力开展臭氧污染防
治、工业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等
工作，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有关
工作，打出一套标本兼治的组合拳。
前 7 个月，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
4.06，同比下降 6.24%；PM2.5累计浓
度 为 35 微 克/立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10.26%，优良天数 155天，同比增加

6天。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市累计

27座污水处理厂完成准Ⅳ类提标改
造、17座污水处理厂完成准Ⅴ类提标
改造，138家工业企业完成工艺提标
或技术改造。全市现有 18家省级及
以上工业园区，均已按要求建成或依
托污水处理设施，工业废水得到有效
处理。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全力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持续开展农村黑
臭水体排查整治，大力实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及无害化处理。截至目
前，农村黑臭水体保持存量清零，
动态随清；3055个村庄的农村生活
污水无害化处理覆盖任务已全部完
成，485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任务已完成。

聚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打出
了“节引调补蓄管”系列组合拳，启
动实施“万塘千渠百河”工程，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深层水位持续同比回升，东光干涸多
年的“600岁古井”重新涌出清水。

……
这份提神振气的“成绩单”，见

证了沧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不断改善
的坚实足迹。而在另一条战线——大
力实施绿化工程上，一片片新绿，也
进一步扮靓了美丽沧州的生态底色。

生态承载能力持续优化。大力推
进国土绿化工作，坚持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作，大力开展

“一带、四河、六路、千村”绿化提

标工作，即大运河文化带绿化提升，
子牙新河、滹沱河、宣惠河、南排
河 4条河流两侧绿化提升，京台、津
汕、大广、京沪、石黄、保沧 6条高
速公路绿化提升和完成 1000个村庄
绿化提升。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完
成营造林 7.2万亩，献县成功创建省
级森林城市，肃宁县、东光县创建
森林城市总体规划已通过省级专家
评审。

城市绿地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今
年以来，全市各地因地制宜，以“绣
花”功夫、织补方式实施城市微更
新、微改造，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棚
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及拆违拆迁
等，采取见缝插绿、破硬还绿、空地
补绿等措施，持续推进“口袋公园”
建设。截至目前，105 个“口袋公
园”开工建设 （省定任务 100 个），
其中已建成 100 个，完成绿化面积
1680492 平方米，新增植树量 （乔
木） 101206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生态
美才有生活幸福感。蓝天作纸，绿水
为墨，我市将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
核心，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目标，用
生态文明建设“高分答卷”为百姓幸
福生活添彩。

坚守为民情怀，保障群众
生活更“惬意”更“舒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统筹安全与发展，归根结底就

是为了人民。
民生所需、群众所盼，就是党

委、政府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今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积极行动、主动作
为，紧密围绕城市更新、教育、卫生
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民生工程，
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着力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用实干实
绩彰显为民情怀。

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完成
326.2亿元，同比增长17.2%，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80.8%。强有力
的资金保障确保了各项民生事业、民
生工程稳步推进。

突发疫情被扑灭了！我市坚持
“封得及时、检得干净、调得彻底、隔
得坚决”，完善各级疫情防控指挥体
系，加快隔离点扩容建设，3月份以来
3起突发疫情，分别以11天、6天、3
天实现社会面、隔离点双清零，确保
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消除疫情。

中心城区道路断头路贯通了！今
年计划在中心城区打通 22 条断头
路，目前，熙平路、求是大道西侧规
划路、解放路调直等 20条道路已完
成主路建设；署西街贯通工程预计10
月底完工；铁西大街跨立交桥贯通主
体桥梁已建设完成，辅路正按时间节
点推进实施。

创业就业“简单”了！我市实施
就业促进工程，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坚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稳定现

有就业岗位并重，完善就业创业政策
体系，支持创业带动就业，不断拓展
就业空间。上半年，全市实现新增城
镇就业 4.58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61.07%。

中小学学生“减负”了！我市计
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
业平均不超 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
不超 90 分钟；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全面实施预收费监管。目前，全市义
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覆盖率 100%，
有实际需求的学生覆盖率 100%，受
益中小学生共77万人，占比73%。

农村厕所变“靓”了！省定新建
户厕 95060座，完成 72756座，完工
率 76.5%；省定改建户厕 11970 座，
完成 11970座，完工率 100%；省定
建设公厕1400座，完成996座，完工
率71.1%。

……
截至7月底，全市今年20项民生

工程和 10件民生实事均按进度稳步
推进。其中，棚户区改造、婴幼儿
照护服务试点示范、“河北福嫂·燕
赵家政”提升 3 项民生工程，城镇
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
规划五支路道路排水、主城区城市
排水综合治理 3件民生实事均已提前
完成年度目标。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
乐。从解决“民生之盼”到实现“民
生之变”，一项项民生工程、一件件
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百
姓。奔跑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沧
州，也将坚持科学统筹平安与发展，
不断书写民生发展的新篇章。

书写书写““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新答卷新答卷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
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
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作出部署。

《意见》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
科研的重点举措。一是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深入推进“双一流”
建设，加快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重
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建布局和国
家工程中心高质量建设，支持高校牵
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和区域实验室建
设。二是加快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
大突破。研究设立基础研究和交叉学
科专项，启动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医
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建设。持续实施

“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三是
加快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突破。实施“有组织攻关重大项目
培育计划”，布局建设集成攻关大平
台。实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
计划。深入实施高等学校人工智能、
区块链、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四是
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启动实施“百校千项”高
价值专利转化行动，加强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启动实施“百
校千城”未来产业培育行动。进一步
发挥好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级创新平
台作用，试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
五是提升区域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服务
区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教育部
与相关省市合作协议。围绕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发挥关键省份和节点城市
作用，加强教育部创新平台和高水平
科研机构建设。六是推进高水平人才
队伍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依
托重大科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
务和重大工程，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

学家。积极吸纳博士后参与重大任务
攻关，推进专职科研队伍建设。实施
科技领军人才团队项目。实施高校优
秀青年团队建设计划。七是推进科教
融合、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
才。认定一批国家科教协同创新平
台。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和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
项。在“双一流”建设学科与博士点
布局中，强化与国家科技战略部署衔
接。八是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布局
建设一批一流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平
台。鼓励支持高校培育、发起国际大
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入实施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九
是推进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
新生态。完善“双一流”建设动态监
测系统，引导高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布局，提升支撑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
能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学
风作风建设。 据新华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 日电 记者
29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五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 《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通过 5 至 8
年时间，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

善，保障电网输配效率明显提升，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及示范应
用不断加快。

推动电力行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电力装备是
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行动计划明确通过 5至 8年时间，
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保障电

网输配效率明显提升，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及示范应用不断加快，国
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基本满足适应
非化石能源高比例、大规模接入的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煤电机组灵活
性改造能力累计超过2亿千瓦，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备供给能力不断提高，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装备满足 12亿千瓦以

上装机需求，核电装备满足 7000万千
瓦装机需求。

行动计划重点围绕火电装备、水
电装备、核电装备、风电装备等电力
装备 10个领域，提出装备体系绿色升
级行动、电力装备技术创新提升行
动、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行动等6项
行动。

五部五部门印发计划门印发计划

通过通过55至至88年实现电年实现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

8月29日，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现场表示，空军运-20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图为
运-20飞机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进行飞行展示。 新华社发

中国空军运中国空军运中国空军运---202020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将首次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

教育部明确教育部明确99项重点举措项重点举措

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

外外交部发言人交部发言人：：

中中方决定向巴基斯坦方决定向巴基斯坦
追加追加一批人道主义援助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29日表示，巴基斯坦洪
灾发生以来，中方始终心系巴灾区民众
安危，对巴方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鉴
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需求，中
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 2.5万顶帐篷及其
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
国和巴基斯坦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
伴，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共苦的
好兄弟。中方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
生合作框架向巴方提供的 4000 顶帐
篷、50000条毛毯、50000块防水篷等
储备物资，已悉数投入抗灾一线。

他说，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
巴方需求，中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 2.5
万顶帐篷及其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
道主义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还将向巴基
斯坦红新月会提供 30万美元紧急现汇
援助。全巴中资企业协会向巴总理抗洪
赈灾基金捐款1500万卢比。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9日称，今后一
段时间，将迎来中秋、国庆、元
旦、春节等多个重要节日。为保
障节假日期间猪肉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
门自 9月份开始分批次投放政府

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联动投
放储备。同时密切关注市场动
态，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建议
养殖 （场） 户合理安排生产经
营，保持正常出栏节奏；相关
企业有序释放猪肉商业库存，
增加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

9月份开始投放政府猪肉储备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中国石化29日宣布，我国目前最
大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
目建成投产。这是国内首个百万
吨级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

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说，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
实现石油增产和碳减排双赢，是
化石能源低碳高效开发的新兴技
术，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
化碳进行捕集提纯，继而投入新
的生产过程进行再利用和封存。
中国石化的百万吨级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由齐鲁石化捕
集提供二氧化碳，并将其运送至
胜利油田进行驱油封存，实现了

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封存一体
化应用。

马永生认为，我国二氧化碳
地质封存的潜力巨大，且具备大
规模捕集利用与封存的工程能
力。实践证明，发展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可以较大幅提高低
品位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为国家
能源安全提供支撑。

目前，齐鲁石化捕集的二氧
化碳采用陆上车辆运输方式，送
至胜利油田进行驱油封存。根据
中国石化的规划，预计到2022年
年底，齐鲁石化至胜利油田的百
公里二氧化碳输送管道将投产，
届时将在国内首次实现二氧化碳
长距离超临界压力管输，真正做
到制、输、用全过程、全密闭。

我国首个百万吨级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建成投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建成投产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29日，记者在中国疾控中心召开
的2022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月核心信息发布与解读会上获
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自
2007年启动以来，在各地积极推
动下，目前已覆盖超过全国 96%
的县区，建成12类健康支持性环
境 8万余个，招募和培训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员 80万余人次，“迈
开腿，管住嘴”理念深入人心。

据介绍，2022年 9月 1日是
第 16 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三减
三健’ 健康相伴”。9月1日至9
月30日是2022年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宣传月。发布与解读会现场向公
众发布了减盐、减油、减糖、健康
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三
减三健”宣传核心信息，其中，

“三减”聚焦于倡导口味清淡，“三
健”聚焦于全生命周期关注。

目前全国超目前全国超9696%%县区县区
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这是8月29日在服贸会媒体探营活动中拍摄的首钢园区。2022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5日在位于北京的国家会
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 新华社发

202220222022年服贸会探馆年服贸会探馆年服贸会探馆

加强诚信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