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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宏武 胡文明、

□ 本报记者 斯 兰

遵化市位于河北省中东部，总面

积1521平方公里，1992年撤县建市，

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县、钢铁大县，曾

连续6年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但随

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从2013年开

始主要经济指标连续3年呈两位数断

崖式下滑。2015年以来，该市找准生

态立市的发展定位，强力推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以生态环境治理倒逼转

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2018年，

三次产业结构达到9：40.1：50.9，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4.9 亿元，同比增长

20.1%，总量创遵化历史最高水平，增

速连续两年位居唐山14个县区第二

名。2019年 4月 1日本报整版刊发

《资源型城市奋力探路高质量发展》的

文章，对该市以生态促发展的做法进

行了报道。

敢问路在何方
向改革要出路

面对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该

市坚定改革的决心，坚决走绿色发展

之路。一是在痛定思痛中坚定信心。

2015年，新一届遵化市委、市政府领导

班子履新之初，就站在遵化生死存亡的

角度，作出了时代的抉择，树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地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二是在把

脉问诊中找准方向。遵化市委、市政府

一班人带着信心、带着问题、带着思考，

深入基层遍寻良方，在全市集中组织开

展献计献策活动，收到意见建议1.2万

条。三是在统一思想中重拾信心。遵

化市委书记带队专程到“两山”理论的

诞生地——浙江安吉余村进行学习考

察，更加坚定了践行“两山”理论的自觉

性，作出了必须打赢环境污染治理这场

攻坚战，誓还遵化绿水青山，为子孙后

代留下金山银山的战略部署。

向生态乱象宣战
踏平坎坷成大道

面对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

“清、准、高、快、狠”的要求铁腕治理，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一是向非法采

砂和铁选矿宣战。面对十几次打击都

没有根除的顽疾，该市书记和市长以

上率下、带头攻坚，四大班子成员亲自

分包、加快推进，各级领导干部日夜坚

守、奋战一线。经过3个月的日夜奋

战，206个砂坑回填完毕，404家混料

加工企业整治到位，恢复耕地6000余

亩，20多年久治未绝的生态顽疾得以

根治；仅4个月时间，651家非法采选

矿全部拆除到位，获得提标资格的88

家企业，已有62家通过验收，修复矿

山用地300多处。二是动真碰硬大刀

阔斧拆违建。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深度

整治攻坚行动，坚持属地排查、群众举

报相结合，只要是违法建筑一律拆

除。截至目前，举办大规模集中拆违

拆迁现场会6次，拆除违法建筑1333

处、56万平方米，“散乱污”企业全部

拆除，拆出发展空间1300多亩，停建8

年的文北街等8条城建道路顺利开

工，搁置8年的总投资9.8亿元的唐百

大楼商业综合体项目顺利推进。三是

向大气水环境治理聚力。围绕大气

污染环境整治，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

治“1+15”方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18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唐山

市同类县区第一位；开展网箱养鱼集

中清理行动，共拆除网箱1.2万个；严

格落实河长制，全市重点河流和库区

水质实现稳定达标。前段时间，千只

红嘴鸥回迁中途在龙门口水库休整，

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专门进行了

报道。

绿色蜕变
重塑发展新格局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强有力的改

革措施，为遵化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

基础。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积极推

动传统钢铁产业升级提质，总投资

20.5 亿元的港陆 200万吨冷轧即将

投产运营，建龙钢厂退城搬迁有序推

进，同步谋划实施精特钢项目，实现

钢铁产业量减值增；推动装备制造业

向高端化迈进，以精密铸造、环保设

施、特种设备等为主攻方向，引进华

安天泰环保设备生产基地、宝钢制罐

二期等一批先进装备制造项目；大力

实施“接联换转”四字诀，用新技术激

活老企业、新项目置换老企业，使65

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焕发生机。

文旅产业成为新支柱。围绕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高标准推进皇家

文化、长城文化、田园乡愁、红色记忆四

大“旅游功能区”建设，金融街“古泉小

镇”、碧桂园“恋乡小镇”等一批重点文

旅产业项目投入运营。以精品民俗为

代表的乡村游蓬勃发展，成功打造了

11条旅游精品线路、清东陵徒步大会

等特色文旅名片。3年来，接待游客突

破2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190亿元。国内知名评论员许贵元专

门撰写了《“文旅之花”开满古城大地》

的文章，被多家国家、省级媒体转发。

双创经济展现新亮点。大力实施

“互联网+”战略，积极发展电商产业，

金卓颐高电商产业园被评为省级示范

园区，吸引了九次方大数据、中国网库

等39家全国知名电商企业入园，累计

申报“双创”示范项目17个，全市电商

企业发展到139家，形成了汽贸物流、

宠物笼具、板栗加工、金银器加工等电

商板块，2018年销售额突破50亿元。

上下齐心
以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该市上

下一心，以改革的思路和勇气破解难

题，推进工作。

党政主要领导领衔“改”。遵化市

委书记、市长亲自认领不少于3项重点

改革任务，定期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定

期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特别是对于文旅

融合改革，市委书记任领导小组组长，每

月督导调度一次，每周调研不少于2次，

领衔推动工作落实，为全市领导干部抓

改革树立了榜样。

四大班子领导主动“改”。四大班

子领导认真抓好分管战线和领域的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定期听取相关工作汇

报，有问题亲自研究、亲自解决、亲自推

动落实。每一名市级干部都把习总书记

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挂在办公室

醒目位置，作为座右铭，真正做到事不

避难、攻坚克难，不仅让干部有了标杆，

更让干部焕发了斗志、点燃了激情。

全市领导干部坚决“改”。面对艰

巨的改革任务，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真

正解决问题、改革到位。该市坚持以

实绩论英雄，探索建立“推优比选”干

部选任机制，共组织19场次，473名干

部参加，41名敢于改革、善于改革、功

于改革的“闯将型”干部被选拔到更

重要的岗位，树立了鲜明的用人导向，

全市上下以改革求创新、求突破的氛

围日益浓厚，经验做法被《中国组织

人事报》刊发。

如今的遵化，生态环境深度整治，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政治生态风清气

正，千年古城充满生机，用生动实践诠

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

理念、续写着“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铮

铮誓言。

□ 周宏武 胡文明、

□ 本报记者 斯 兰

为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遵

化市探索实施标准化管理、智慧化引

领、系统化防控和立体化查处的有效

措施，着力打造市场认可、消费者放心

的绿色食品农产品品牌，获评“中国食

品工业强市”，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河北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近日，2019年

全国食品安全新闻工作会议在遵化开

幕，中国食品安全报社与遵化市人民

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向遵化

市授予“食品安全共建示范单位”。

标准化管理
推进品牌建设

坚持以高的标准、严的要求推进

食品加工和农产品种植，打造品牌、保

障品质。

严把主体质量标准。在严格落实

省和唐山市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紧密

结合香菇、蔬菜等重点行业实际，制

定、推广了蔬菜标准化技术规程20

项，全市所有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全

部落实基地主体质量承诺，实现生产

记录档案、农业标准转化率、主要产品

标准入户率3个100%。将所有农产

品经验主体纳入信息库，建立农产品

经营主体监管目录和“黑名单”制度，

加强生产经营主体质量诚信建设。

严把品牌认证标准。准确掌握全

市食品农产品企业底数，以大力发展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培育

地理标志产品为目标，积极推进“三品

一标”认证工作，做到产前有指导、产中

有监管、上市有检测、发放食用农产品

质量合格证。目前，全市蔬菜“三品一

标”认证面积达到92,024亩，占蔬菜

种植面积的45%。其中无公害蔬菜产

地认证面积45,885亩、涉及6个品种，

绿色基地认证面积46,139亩、涉及22

个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个，畜

禽无公害产地认定肉鸡244万羽，水产

品无公害产地认定面积55.1公顷。“三

品一标”认证和品牌农产品占农产品生

产总量或面积的60%以上。

严把生产加工标准。大力推进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健全投

入品登记使用管理制度和生产操作规

程，保障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目前，

该市发展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3家、

省级15家、唐山市级48家，龙头企业

保有量位居河北省前列；2018年以来

新建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3个、新

建“放心农产品专柜”3个，标准化生

产覆盖率达到 64%；河北美客多等

7家出口示范企业全部进行了HAC-

CP、ISO9000出口标准认证，产品远

销欧美、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

智慧化引领
构建追溯体系

采取数字化方式，全程记录农产

品、食品种植加工过程、标准，确保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投资479万

元，开发了符合遵化实际的农业3.0数

据平台，采用“1+10+4”的设计方案。

依托这个平台，以“三品一标”认证企业

为重点，采取“产前有指导、产中有监

管、上市有检测”以及发放食用农产品

质量合格证等措施，规范“三品一标”标

识使用。目前，遵化所有“三品一标”认

证企业已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其中种植

企业9家，屠宰企业1家，基层农技推

广区域站10家。

积极搭建溯源平台。与九次方大

数据合资成立河北溯源大数据平台，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农产品质量溯

源信息的全程、有效、持续监管，全过

程展示产品种植、仓储、加工等方面信

息和资料，增强了消费者的安全感，提

高了生产企业的诚信意识和生产管理

水平，为推动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保

障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奠定了坚实基

础。目前，该平台在遵化已入住溯源

企业60余家，电商平台入驻600余个

品种。

建立健全质量档案。建立种子、

农药、化肥等投入品购进和使用台账，

完善农业化学投入品采购使用、病虫害

防治与疾病控制、收获、储藏、运输、加

工、包装等各环节的质量档案，进行编

码认证、编印产品条码、统一包装标识，

实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

查询、产品可召回。

系统化防控
坚持源头施治

严格监管食品农产品生产环境，

实现从种植和养殖源头到餐桌监管全

覆盖。

建立网格监管体系。成立了市、

乡、村三级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组织，逐级明确监管区域、监管目标，

以网格化的形式明确监管责任。建立

落实食品农产品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工

作机制，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常规性研

判，重要节点和风险，随时分析研判，

制定有效措施，妥善防范化解。建立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

制,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国内外农产

品预警通报及质量信息,及时进行有

效应对。

建立质量检测体系。在实现农资

生产经营单位登记备案、纳入监控范

围、落实监管责任、检查到位 4 个

100%的基础上，严格执行禁限用农

药、兽药的管理、农药休药期（安全间

隔期）等规定，跟踪进行质量检测。累

计投资518万元，建立了5个市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和10个乡镇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完成了实

验室“计量认证”和“资质认证”的前期

准备工作，形成了以质检站为中心，自

律性检测点为补充的市、乡、企业三级

检验检测体系。

建立监测上报体系。加强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工作，累计上报药品不良反应206例、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59例、化妆品不良

反应30例；加大对全市36家食源性

疾病监测哨点医院的培训督导力度，

上报病例146例，全部突破零报告，截

至目前，全市未出现食源性疾病事件。

建立宣传教育体系。每年都由市

食安办、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牵头负责，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食品农产品安全宣传教育方案，通过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发放《食品

安全知识手册》、开展专项培训等形

式，不断强化安全意识，并分期分批对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

营企业以及农村集体聚餐经营者进行

警示教育。

立体化查处
筑牢食安之盾

坚持以最严厉的查处倒逼食品农

产品安全责任落实，压实相关单位和

企业的主体责任。

加强执法力量。成立了编制40

人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置执法记

录仪、录音笔、查询终端等执法设备

151台套，抓住食品农产品种植、生产

和加工等重点环节，开展全方位、常态

化的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伪造冒用“三品一

标”等违法行为。

加大抽检力度。紧盯风险程度

高、合格率较低以及消费量大的重点

品种和批发市场、校园周边、城乡接合

部等重点区域，以及中秋、国庆、春节

等重点时间节点，把食用农产品、自制

食品、现制现售食品作为重点，不间断

地进行抽检，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高危

品种和存在的问题。截至目前，已完

成食品抽检2478批次，发现不合格食

品64批次，均已按要求启动了核查处

置程序。

依法严厉打击。对保健食品市场

乱象、校园食品安全、农药兽药残留、

婴幼儿食品安全、食品非法添加、疫苗

安全接种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

全等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

惩，顶格处置，形成震慑。今年以来，

查处食品案件112件，移送公安1件；

查处药品案件97件、医疗器械案件2

件，维护了的全市食品安全。

资 源 型 城 市 华 丽 转 身资 源 型 城 市 华 丽 转 身
河北遵化市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河北遵化市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地
河北遵化探索标准化管理、智慧化引领、系统化防控和立体化查处

几只红嘴鸥在遵化市龙门湖盘旋 刘满仓 摄

遵化市生态环境深度整治兴旺寨乡集中拆违行动现场会现场 许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