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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胡立
荣）东华中物杭萧钢构、河北新发地、唐
山 LNG 接收站及外输管线等一批重大
项目签约；中冶新材料、金隅·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产业园、华润二期项目、映
美复印材料生产项目等72个项目复工；
万德斯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依依油田助
剂加工生产、金科水务资源化综合利用
一体化等项目开工建设⋯⋯今年以来，
曹妃甸区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作为
培植发展新动能、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实现项目扎堆签约、开
工，施工现场一派火热的良好局面。上
半年，该区共实施重点产业项目 168
个，总投资 1211.7 亿元。其中，新开工
项目 75 个，总投资 294.7 亿元，同比增
长 70.5%；完工项目 41 个，总投资 95.9
亿元。

凝心聚力，大力实施重点项目建
设攻坚，在项目建设上招大、引强、
追新。目前，首朗工业尾气制清洁能
源燃料一期、宏实科技年产 10 万吨高
性能减水剂、中林板材加工、三友 20

万吨粘胶短纤项目等已完工投产；大
数据产业园、华为城市云机房、恒大
御海天下、富力城等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中国五矿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
心、高朗国际 3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中德工业 4.0 产教融合创新中心项目等
已经签约。同时，另有一大批项目正
深度对接，实现项目对接一批、签约
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发
展态势，为曹妃甸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持续不断的动力。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重点做
好与北京、天津产业转移对接。以京津
冀地区和北京周边产业整体转移和长
三角地区产业转型、部分高端制造企业
整体搬迁为机遇，该区重点围绕高端装
备制造业、信息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和新材料等产业，瞄准央企、京属国
企及跨国公司、大型民企，集中力量引

进一批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规模
扩张快的大型项目。上半年，全区累计
签约京津项目 76 个，总投资 350 亿元。
为提升产业聚集度，加快构建起现代产
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曹妃甸区以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精细化
工、现代物流、海洋产业等为主导，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引资引
技引智、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集群，达
到“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
效果。

以京津、珠三角、长三角为重点区
域，加大招商力度，引进一大批科技含
量高、成长性强、绿色环保型企业。同
时，依托行业、领域科技实力雄厚的重
点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人才及设备优
势，加快科技研发机构培育，搭建公共
服务平台。到目前，全区培育市级以上
研发机构 12 家，其中省级研发机构 4

家。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技术中心、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钪系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和“唐
山市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北京东邦绿建科技有限公司“唐
山市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用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在满足自身发展所需外，
还积极为相关企业提供服务。今年1月
至 7 月，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99.8%，占全区投资额的 16.7%；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1.8%，占全
区投资额的42.3%。

下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重
点项目建设。目前，全区已实现招商项
目所有审批办理手续由所在园区全程
代办，相关职能部门（行政审批）快办特
办，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全程督办。对
于重大项目，按照“一个招商项目、一名
牵头领导、一名责任人、一套盯办方案、
一直服务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机制，
一名区级领导负责从招商洽谈到项目
履约开工、建设经营全程协调服务，确
保项目稳妥落地、顺利推进。

明确三条“准线”
扎实推进整改落实

对接一批 签约一批 开工一批 投产一批

曹妃甸重点项目建设集聚发展新动能
上半年，共实施重点产业项目 168 个，总投资 1211.7 亿元。其
中，新开工项目 75 个，总投资 294.7 亿元，同比增长 70.5%；
完工项目41个，总投资95.9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育民）“海天
相接，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湿地
蟹肥⋯⋯”今年以来，乘第二届唐
山市旅发大会举办东风，曹妃甸充
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
经济优势，瞄准京津旅游市场，递
上京津冀海岛游、湿地游和周末休
闲游全新名片，全力打造更具鲜明
特色的曹妃甸旅游品牌。

近年来，曹妃甸依托自身河、
海、湖、岛、湿地、温泉等丰富的自然
资源、文化资源和独特区位优势，以
全域旅游为引领，构建旅游发展大
格局，实施品牌引领、融合发展和全
境景观战略，实现由“景区旅游”向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转变，着力
做活湿地旅游，做优海洋旅游，做大
鱼米之乡，构建立体化交通体系，着
力打造国际化滨海生态休闲旅游目
的地。特别是今年以来，积极打造
全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业态，创新旅
游宣传传播方式，掀起全域旅游发
展热潮。

发挥“旅游资源+区位交通+政

策支撑”综合优势，曹妃甸大力推进重点
项目与旅游聚集区建设。以项目聚集区
为支撑，加快启动儿童乐园、沙滩浴场等
滨海旅游综合体开发，深化龙岛开发与
保护规划，打造海岛国际旅游度假区，通
过推进通航小镇、电竞产业园、天山海世
界项目落地等举措加快全面启动滨海旅
游开发，建设滨海旅游新城。突出发展湿
地生态旅游，创建了双龙河国家现代农
业庄园，启动创建曹妃湖省级旅游度假
区。其中，曹妃甸湿地度假区围绕曹妃
湖、曹妃西湖聚集休闲度假和康养运动
项目近 20 个，已投入运营的多玛乐园启
动 4A 级景区创建。同时，加快建设蚕沙
古镇、天旭温泉小镇、河豚小镇、河蟹庄

园等重点项目，构筑特色田园景观带，并
以妈祖民俗文化体验为核心，加快建设蚕
沙口妈祖文化旅游区。

实施“旅游+”“+旅游”战略，曹妃甸
打造全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业态。依托传统
农垦板块，以“田园综合体”为目标，打造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工程，引导休闲
农庄、田园综合体、美丽田园、民宿等农旅
融合新业态。借助兼具城市功能与旅游吸
引力的曹妃甸新城，以城市标志物系统和
公共服务设施为基础，打造主客共享的休
闲空间，实现城市功能与旅游的无缝对
接。凭借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研学基
地、非遗面塑生产性示范基地等，着力发
展研学旅游产品。鼓励首钢京唐公司、三

友集团、冀东油田等区内知名企业，打造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实现旅游与工业的
深度融合。创新推动旅游与文创、康养、体
育、低空、商贸等产业的融合，通过旅游演
艺、特色小镇、自驾车营地、购物旅游基地
等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构建“一业突
破，多业融合”的大格局。

曹妃甸不断创新营销方式，依托全媒
体力量，充分发挥网站、微博、微信、抖音
等新兴时尚媒体的作用，推出系列旅游专
栏、专题节目。同时，创新节会活动，多次
举办蚕沙口传统妈祖庙会、曹妃甸湿地国
际半程马拉松、稻花节、湿地户外运动节、
湿地渔乐节等品牌活动，吸引越来越多京
津游客到来。

实施品牌引领、融合发展和全境景观战略

曹妃甸加速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本报讯（孙伟）近日，曹妃
甸区委、区政府对 21 个为曹妃
甸开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团
队进行表彰，授予中冶瑞木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王宏旭管理
团队等 12 个团队“曹妃甸突出
贡献奖”，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
有限公司牛文献人才团队等 9
个团队“曹妃甸突出贡献奖”提
名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团队是
曹妃甸区开发建设的优秀典
型、杰出代表。其中，中冶瑞木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王宏旭管
理团队专业技术水平高、能力

强，所负责的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仅用 45 天，项目生产规模和
工艺在全国首屈一指。北京映
美复印材料生产项目马安才人
才团队，将曹妃甸作为第二故
乡，在打造曹妃甸高质量企业、
招商引资、推进京冀两地企业
资源共享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曹妃甸惠通水产科技有限
公司王术庆人才团队，带领广
大农民积极投身水产养殖工
作，以规模化、标准化水产养殖
为载体，带动农户 2900 余户，
安排就业 400 余人，为全区农
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

本报讯（周丹）近日，491
名首钢秦皇岛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停产转移职工来到位于曹妃
甸的首钢京唐公司。这是京唐
公司正式接收的首批首秦公司
停产转移职工。

首秦公司钢铁生产线停产
并搬迁转移至京唐公司，是首
钢集团着眼于国家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钢铁去产能大
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秦
皇岛市功能定位的刚性要求，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施钢铁
板块战略调整的一项重大举
措。今年5月底至7月中旬，首
秦公司顺利完成全流程停产操
作。随着7月12日停产仪式的
举行，首秦公司正式迈入搬迁
转移转型发展新阶段。

据悉，京唐公司自今年 8
月 至 10 月 ，分 3 批 组 织 开 展
1719 名首秦停产转移职工接
收安置工作，10 月底前完成全
部接收工作。

12 个 团 队 荣 获
“曹妃甸突出贡献奖”

首 钢 京 唐 公 司 接 收 首 批
491名首秦公司停产转移职工

□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张晓悦

十里荷塘，百里飘香；鸭雁成群，绿
木成行——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秀美的
田园风光，竟勾画在一片曾是高度盐碱
的土地上。

日前，笔者来到曹妃甸区第十农
场，60 岁的孙绍巨正挽着裤脚，在荷塘
中采摘莲蓬。这位农场农工花费 30 年
时间，将 550 亩“种啥都不长”的盐碱地
变成生态养殖园。

曹妃甸处于渤海湾的中心地带，大
部分土地属于滨海泥质盐碱地。尤其
是位于双龙河畔的这 550 亩地，用当地
农民的话说便是“盐碱地上撒咸盐，一
块更比一块咸”。

1987 年，老孙从十农场承包了这块
地。由于盐碱地种不了水稻，很多周边
的承包户都选择刨大坑养对虾。老孙并
没有“跟风”。他琢磨，养虾不是长久之

计，养10年虾，就算是年年挣钱，10年后
这地还是盐碱地。琢磨来琢磨去，老孙
想起早些年有人在盐碱地上种刺槐来改
土性的事儿，于是心生一计：你们养虾，
我就种刺槐，眼光要长远嘛。

栽种 5 万多棵刺槐在这样一片盐碱
地中，老孙的做法令乡亲们难以理解。
出乎大家的意料，十几年后，刺槐不仅
长势良好，而且土地的盐碱性还改变了
许多。为了继续改良，他又栽种了稍耐
盐碱的钻天杨，也因此挣得改良生态环
境的第一桶金。

2010 年之后，550 亩盐碱地已变成
绿树成荫、鸟兽成群的大树林子。

二十几年时间，土壤得以明显改
善，老孙便开始实施新计划。2012 年，
他挖了330亩的池塘，全部种上莲藕，同
时在藕池里放殖了鱼和螃蟹，并在藕池
旁挖个大水塘，养上鸿雁和绿头鸭。

“莲藕开了花，风景必然不错，混养

鱼蟹一举两得；鸿雁和绿头鸭的粪便是
莲藕最好的肥料，还能改良土壤；莲藕收
获之后，大部分销往唐山各大菜市场，卖
不了的边边角角就直接磨成粉，当成饲
料喂鱼、喂鸟。”老孙打起了“如意算盘”。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计划刚实施，
老孙就遭遇打击：莲藕幼苗被河蟹用钳
子铰断；绿头鸭和鸿雁翅膀硬了飞出去
再也没回来⋯⋯

“斗大字不识一筐”的老孙意识到，
他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他一边
学认字，一边找专家，每天坚持收看《致
富经》《每日农经》等电视节目，了解了什
么是生态循环和立体种养，并用学来的
绝招解决遇到的问题。如今，互为依托
和补充的立体养殖模式已经初具规模。

从2015年开始，老孙又将秀美的自
然风光、特色的海滨美食、朴素的农家
文化融合到一起，走上休闲农业之路，
每年都接待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曹妃甸区第十农场孙绍巨花30年时间改良550亩盐碱地——

昔日不毛盐碱地 今日荷香满池塘

省巡视整改暨“一问责八清理”
专 项 行 动 整 改“ 回 头 看 ”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曹 砚
辉 记者王育民）整改“回头
看”进入“明察暗访、综合评
估”阶段后，曹妃甸区明确责
任、问题、察访等“准线”，确
保 此 阶 段 各 项 工 作 扎 实
推进。

明确责任准线，切实扛
责压责。为夯实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曹妃甸区明确由主
要领导领办督办房产交易和
不动产登记多头跑、“中介梗
阻”、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服务
能力不足、服务便民化水平
低、村队便民服务站作用不
明显等 5 项攻坚任务，确保
彻查彻纠彻改。同时，区纪委
监委联合监督检查组、派驻
纪检组，对各单位和督导联
系部门整改“回头看”情况开
展“贴身式”立项监督，坚持
一项一督、一事一查，定期通
报曝光典型案例。

明确问题准线，全面深

入排查。各相关部门认真梳
理应发现未发现，整改不到
位、不规范，以及“举一反三”
新发现问题，逐条列入问题
台账，一并推进整改，并深入
查找该审批未审批、该监管
未监管、机制制度不完善或
执行不到位等深层问题，同
时，紧盯查否案件、给予党政
纪处分案件，按照100%覆盖
率开展“体检式”复查，切实
保证案件查办质量。

明确察访准线，强化质
量意识。制定明察暗访工作
方案，梳理信访举报渠道收
集的问题线索，坚持带着问
题下基层，推动提高初信初
访办理时效和办结率，对民
愤集中、性质恶劣的重点督
办、限时办结，并依据问题底
数清单，针对上报问题少、推
进工作迟缓、群众举报量大
的单位进行抽查，切实防止
数字虚报、弄虚作假。

本报讯（李贺明）着眼于激
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目前，曹妃甸区行政审批
局已在装备制造园区、新兴产
业园区、中日园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工作。

据了解，为使改革措施落
地见效，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
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着力破解“办照容易办证难”

“准入不准营”等问题，直接取
消审批事项 5 项，取消审批、改

为备案的事项 2 项，简化审批、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 21 项，
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的事项 39 项。同时，加强对特
定活动的市场准入管理。实施
宽进严管，落实“谁主管、谁监
管”，不断强化和完善“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多措并举完善监
管机制，做到放开准入和严格
监管相结合，守住社会安全、生
产安全、生态安全、医疗卫生安
全等底线，真正做到审批更简、
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本报讯（张伟、曹瑞云）近日，
曹妃甸区市场监管局消费维权调
解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以实现维权
资源的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为消
费者提供多元、便捷、高效的纠纷
解决途径，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消费维权调解中心通过食药
监管系统投诉举报平台共享投诉
信息、互通互报，实现联动对接，分
工协作，及时处置回复，提升消费
调 解 服 务 水 平 。 该 中 心 开 发 了
8812315 投诉信息管理系统，根据
投诉信息内容和调解中心人员责
任分工，实行统一分流、分级办理、
跟进督办、及时反馈。同时，中心
充分利用报刊、自媒体等媒体，发
布消费维权信息，并定期对咨询、
投 诉 、举 报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利 用
8812315 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消费
警示提示，及时披露消费者反映的
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和查处的重
大维权案件，对消费者日常消费活
动给予提示引导，用科学的预测为
消费问题的防控提供依据。

本报讯（刘晓林）近日，曹妃甸
团区委举行“情系环卫工”暨爱心驿
站启动仪式，公布了首批 8 家爱心
驿站企业名单，该 8 家企业现场为
环卫工人免费发放了水、药品、劳保
用品、医疗惠农卡等爱心物资，并承
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为环卫工人
提供临时休息、饮水、无线上网、爱
心药箱、洗手间等常规化服务。

活动现场，志愿者和企业代表
还进行了 30 分钟“阳光体验”，代替
环卫工体验工作半小时，增强对环
卫工人职业和工作的理解、尊重，提
升文明城市共同参与的热情。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情系环卫
工人”为主题，表达了对“城市美容
师”环卫工群体的关爱，以唤起社会
各界对城市卫生、环卫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同时也号召广大团员青年
助力环境整治，齐心共建美丽家园。

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

在 3 个 园 区 进 行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曹妃甸区市场监管局

消费维权调解
中心投入使用

“情系环卫工”
暨爱心驿站启动

日前，货轮靠泊在曹妃甸港区通用码头进行装卸作业。据曹妃甸海事部门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曹妃甸港区货物吞吐量
突破2亿吨，同比增长5.3%。 通讯员 姜立伟 付全增摄

日前，40 多名艺术家和华北理工大学、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的大学生拿起画笔，共同绘制有关曹妃甸区的百米长卷，全面展
示曹妃甸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 通讯员 刘光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