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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散乱污”企业整治是今

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一项重点工

作。记者近日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截至７月

底，河北省辖区内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

8.23万家，已完成整治69601家。

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说，由于历史原

因，河北地方产业规模小、工艺落后、环保设

施不足，存在“散乱污”企业扎堆现象。根据

《河北省集中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专项实

施方案》，河北“散乱污”企业是指不符合产

业政策，不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未办理

工信、发改、土地等相关审批手续，不能稳定

达标排放的企业。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通过多轮摸底，

河北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 82331 家。河

北省提出按照关停取缔一批、整合搬迁一

批、提标改造一批的原则予以分类整治。其

中，对违法排污、治理无望的企业实施关停

取缔，经排查河北全省共有 50210 家，占全

部“散乱污”企业的六成，截至７月底已关停

取缔47336家，完成94％多。

“散乱污”企业的治理，促进了环境质量

改善。记者从邢台市环保局了解到，这个市

仅开发区和南和县取缔关停“散乱污”企业

1800多家，可年减少煤炭消耗31万吨，实现

年减排二氧化硫4256吨、烟粉尘3849吨、氮

氧化物2290吨。邢台市还对“散乱污”企业

拆除后的用地开展绿化或复耕，今年上半年

市区新增绿地57.6公顷。

在对违法排污的企业取缔关停的同

时，我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实施

整合搬迁、限期整治等措施，推动地方产业

转型升级。邯郸市永年区共排查出标准件

加工企业１万多家。截至６月底，这个区

列入取缔名单的2400多家企业全部实现停

产，1500家企业实现整改提升，同时实施重

组整合项目 49 个，引进高端标准件产业项

目20个，推动了标准件产业的整治提升。

产业转型难免“阵痛”。为推动整治工

作顺利推进，我省各地发挥融资平台作用，

通过实施对“散乱污”企业拆除复耕奖补等

政策，对企业治理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为破

解人员安置问题，我省多地由政府部门牵头

组织技术培训、专场招聘会等，并加强招商

引资、扩大失业人员就业渠道。

据新华社电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动脉”，轨道“一小时交通圈”经过5年发展，

已初步成形。据北京铁路局统计，“轨道上

的京津冀”红利5年来已惠及12亿多人次、

近6万家企业、200多个县市地区。

“早进京津石，当晚可回家”。围绕京津

冀一体化交通先行，北京铁路局5年来推行

了三项举措：一是增加开行环形列车。大环

形列车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2898公里，将石

家庄、邯郸、衡水、沧州等站与北京、天津、石

家庄有效串联；二是开行 10 对潮汐通勤动

车，满足了潮汐通勤客流需求；三是开行县

域和区域旅游列车，加强了县城与省会、首

都的联系。

5年来，随着铁路网的不断完善和优化，

北京铁路局客运能力不断加强。截至2017

年，每日图定始发终到旅客列车615.5对，较

2013 年增加 118.5 对，增幅达 23.8％。旅客

发送量从2013年的2.4亿人次，攀升至2016

年的 2.9 亿人次，5 年来累计发送旅客高达

12.55亿人次。

助力京津冀打造物流枢纽。京津冀地

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也

是交通物流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5年

来，北京铁路局先后开行了京津冀货物快运

列车、特快、快速和电商班列。通过打造现

代物流基地，提升改造集装化设施，为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了运力支撑和物流保障。截

至目前，已建成开通货物快运作业站76个，

办理站185个，无轨站35个，覆盖京津冀区

域内200多个县市地区。客户累计达到近6

万家，发送货物366.34万吨。进一步完善京

津冀轨道路网。5年来，京津冀建成了京沪

高铁至天津西站北联络线、京津城际延伸线

天津至于家堡站、津保铁路、张唐铁路、天津

集装箱中心站等12项重要工程。预计2017

年还将完成石济客专等4项工程。在建的京

张高铁、崇礼铁路、京霸铁路、京沈客专以及

京唐、京滨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也将加快

在京津冀地区形成放射状轨道网络。

京津冀轨道红利5年来
已惠及12亿多人次

8月17日，农民在任县岗上村辣椒种植基地将采摘的辣椒装车。

近年来，任县在推进产业富民过程中，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鼓励农民发展特色辣椒种植，并结合市场需求，推行“订单种植”模式，

开辟一条农民创收新路径。目前，任县已发展特色辣椒种植面积2000余亩，带动1000余名

农民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发

我省完成整治近７万“散乱污”企业

“订单辣椒”富农家 农产品“私人定制”
能否“定”来食品安全？

据新华社电 “吃鸡蛋，也要认识下蛋的鸡”。当“舌尖上的安全”备受瞩目，标榜

有机、安全的农产品“私人定制”模式近年来渐成消费新潮流。

然而，生产周期长、缺认证、难辨别等问题，让“私人定制”农产品生产者面临多重

考验。业内人士表示，农产品“私人定制”异军突起更需加快农产品绿色、有机认证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

吉林长春市民李明彤刚刚收到云南

发来的一箱石榴，他说：“今年春天我在

网上花500元认养了一棵石榴树，不用

农药，石榴籽小、肉足，虽然分摊到每个

石榴价格挺贵，但吃得放心。”李明彤在

举行的长春农博会上找到一家郊区蔬菜

“私人定制”的农场，准备再认养一块菜

地。

不用化肥和农药、新鲜直达……长

春农博会上众多标榜绿色、有机、安全

的“私人定制”农产品颇为吸引眼球，百

余名长春消费者每天都能收到来自长

春市农安县春江堰家庭农场的“蔬菜快

递”，这个农场的47座温室种植着数十

种蔬菜。

记者采访发现，“私人定制”农产品

多是通过互联网完成对接，消费者轻点

鼠标就能租种一块地，自选种植的菜

品，而形式上则出现全托管、半托管、自

耕种等，可以自己种也可以委托当地农

民、企业管理。

为吃石榴，认养一棵树

据了解，有机水稻、蔬菜的种植土

壤需要此前6年未使用农药、化肥，周边

更不能有垃圾场、化工厂等污染源。一

位在“私人定制”蔬菜农场工作的技术

人员告诉记者，监控等技术手段一定程

度保证生产上的“有机”，但土壤、水等

是否真的一点没污染“谁也不敢保证”，

真正有机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需要很

大的投资，要看老板的良心。

业内人士表示，农产品“私人定制”

模式实现了农产品从种植到餐桌的直

供，缩短了产业链，但同时也弱化了产

品检测程序。专家建议，由于消费者难

以辨认农产品是否真正绿色、有机，可

通过权威机构认证提升消费者的信任

度。

此外，专家表示，涉及农产品“私人

定制”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经营者

要在质量安全上多用力，筑牢消费者与

经营者间的信任关系。“从消费心理来

讲，让农产品销得好，卖出好价钱，最关

键的应当还是可追溯体系建设。这才

是目前农产品生产、销售的短板所在。”

吉林财经大学副教授刘元胜说。

食材更安全需权威认证“护航”

“我们以盆为单位为会员一对一配

送有机蔬菜，品种自选，每盆58元。”吉

林省植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孙蕾说，“土壤采用椰糠，种子是两元

一颗的有机菜种，施用生物发酵肥，连

水都是净化过的。”

从每斤12元的豆角到每个10多元

的土豆，高于普通蔬菜数倍甚至几十倍

的“私人定制”农产品以生产全程不施

用农药、化肥为卖点，同时水、土壤等周

边种植环境也实行苛刻标准。

如何让消费者认为物有所值？“体

验经济”在农产品“私人定制”领域越发

普遍。吉林省辉南县的一个“私人定

制”水稻农场每逢小长假就会与银行、

科技企业等合作组织客户开展吃住免

费的体验活动。

“其实我也不知道蔬菜是不是有

机，但企业的宣传让我感觉是，而且这

么高的菜价一定物有所值。”李明彤曾

参加过长春周边一家蔬菜农场组织的

体验活动。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能让消费者通

过手机 APP 在线查看，做到“眼见为

实”，但不少“私人定制”农产品并未进

行有机认证，而由于农产品种养周期

长、环节多，很多环节存在产品受污染

的可能性。

数倍高价“感觉”到的“有机”

工作人员在固安县一家工作人员在固安县一家““散乱污散乱污””企业进行依法拆除企业进行依法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