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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呼延世聪）7

月20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

省2021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1-6月份，各类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均保持“双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34.4%、24.0%；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

降50.4%、46.8%；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煤矿、烟花爆竹行业和 2 个市的工矿

商贸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6 月

份，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未发生事

故；衡水、定州2个市工矿商贸领域未发生

事故。邢台、保定、承德、廊坊 4 个市工矿

商贸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七一”期间工矿商贸领域“零事故”。

6月份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省委、省

政府安排部署，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回头看”，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扎实

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6月份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6月29

日至7月4日，全省工矿商贸领域未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

建筑业事故呈上升态势。1-6 月份，

建筑业（房屋建筑、建筑安装、建筑装饰、市

政工程、电力工程）事故多发，特别是 3 月

份以来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

季节性因素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6

月份，受高温、降雨、大风等天气因素影响，

中毒窒息、高处坠落事故时有发生。

王建伟：选择“金银错”，不是错 酒驾后“卖力表演”
终难逃严厉刑罚

本报廊坊电（通讯员黄春华）文安县

一位司机喝了二两白酒两瓶啤酒还敢驾

车，面对交警卖力表演就是不“吹管”，最

后还是难逃惩戒。

7月4日晚，文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德归中队开展夜查酒驾，戴某驾驶小型

轿车驶入检查点，当民警示意打开车窗

接受酒精检测，戴某“十分配合”：要么是

用嘴堵住吹气管，要么含着吹气管头往

后仰“吹气”。由于戴某身上及车内酒气

充盈，民警将其控制，最终检测结果

140.7mg/100ml，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经

查，戴某晚上和朋友一起吃饭，酒后侥幸

开车回家，结果换来严厉的刑罚。

车牌变“E”为“9”
罚款扣分还拘留

本报廊坊电（通讯员辛梓田 王志

强）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廊坊一司机

自作聪明，用号牌贴将车牌变“E”为

“9”，结果仍难逃查处。

5月18日晚，廊坊公安交警二大队

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号牌

存在问题。民警示意该车靠边停车，发

现车辆前部的号牌号码被铁质号牌贴

覆 盖 ，原 号 码 的 字 母“E”变 为 数 字

“9”。民警当场对驾驶员周某进行批评

教育，在各项手续完备后，周某被处以罚

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15

天的处罚。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呼延世聪）7

月20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

北省2021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目前，我省企业安全生产诚

信体系涵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

工贸、交通、住建、粮食、水利等行业领域。

“河北省企业诚信管理系统平台”企

业注册用户 18362 家，行业管理端用户

4039个，手机APP用户12656个；累计访问

量 45.6 万次，采集安全生产基础信息 777

万条；发布企业诚信等级评定 18513 家

次。实行“黑名单”企业动态管理，累计纳

入“黑名单”企业111家，失信行为整改到

位后移出企业 61 家，诚信公告网站现有

“黑名单”公示企业50家，并共享推送至有

关部门。通过企业诚信等级分级分类，推

行“双随机 一公开”差异化监管，实施部

门联合奖惩，激发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的内在动力，为建立以信用为核心

的新型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奠定了基础。

我省上半年
各类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1.83亿！
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94.9%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7月20日在京联合

发布《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

情况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

规模达到 1.83 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94.9%。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

连续两年保持增长。手机是未成年网

民拥有比例最高的上网设备。报告首

次针对家长的网络观念和教育方式进

行调查。

报告还提出 5 条建议包括：完善未

成年人隐私信息保护；提升农村未成年

人互联网应用能力；重视未成年人网上

非理性行为的监管；完善在线教育模

式；引导家长为子女树立榜样并提升管

理能力。 （新华社）

18362家企业纳入
“河北省企业诚信管理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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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以来阴雨绵绵，大城县大尚屯镇

霍辛庄村一户农家里，闪着金银隐隐的光

泽。主人王建伟17岁开始学艺，浸淫古老

工艺“金银错”三十年，虽然一度艰难，却至

今没有悔意。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金属装饰技法，“金

银错”始见于商周时代青铜器，兴盛于两

汉；首先，这个“错”字不是对错的判别，《说

文解字》云：“错，金涂也”，是一种在青铜器

上做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

院子里的作坊、堂屋里博古架上陈列

的样品，显示着这个农户的不寻常。王建

伟告诉记者：银胎错金、铜胎错金银，错不

是涂镀，而是把金银纹饰镶嵌于胎体：先在

金银板上抠出图样，然后在胎体开槽，上宽

下窄的燕尾槽，有利于金银图式与胎体的

咬合；也有平槽，底部作凹凸网格，咬合得

也天衣无缝。

王建伟说话声音不大，显得很内秀。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捏泥人儿。在大尚屯

上初中时，路过张福成家，听见里面敲敲打

打，知道是工艺作坊，就有了看与学的兴

趣。17岁辍学后，跟过去，入了行。他肯定

是个勤快、聪明的小学徒，1997年，被师傅

看好把女儿嫁给了他；师傅的祖辈在北京

开造铜作坊，他也成了大城县这一支脉第

五代传人。

“金银错”这行当够古老，需要一定的

美术功底与手工细磨，费工夫、收效慢，并

不好做。渐渐地，岳父体力、视力不济，一

起做工的逐渐都转了行；只有他，凭着浓厚

的兴趣与执拗的品性坚持着。发财不易，

养家堪忧，一度艰难时，妻子出外打工，维

持着作坊的发展。

王建伟还是坚持了下来，在这个古老

工艺上，下了苦功夫：每天五点起床，中

午 休 息 一 两 个 小 时 ，然 后 就 干 到 深 夜

了。他经常十天半月足不出户，时间长

了到外面一转，发现竟已换了季节。他

带着几名徒弟一块做，也有外地人慕名

前来，但大多坚持不住，“以前是想办法

跟师傅学，现在是哄着徒弟学”，这是大

多手工艺术的尴尬现状。程序繁琐、工

艺精巧，一年下来，他们也就完成几十件

作品。金银错有基本器型，以净瓶为例，

分茶道、香道、佛教以及文人用品，他琢

磨着其中的万千变化，有时灵光一闪便

是一个新创意。

苦心人天不负。王建伟的作品逐渐得

到认可，参加展览、网上求购，他也加入了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并获评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铜雕錾刻

类）。作品供不应求了，他又面临选择：如

果改为半机械，产量会大幅增长，收益自不

待言，但会失去纯手工的独特性，甚至毁了

自己的名声。

像三十年前选择入行一样，他还是选

择了精工细做，毕竟日子好多了。一辈子

选择“金银错”，不是错。

近日，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坚持用好红色资源滋养初心，融入战斗一线高质推进，瞄准“急难愁盼”办好实事，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图为该支队举办的红色故事报告会。许腾飞 尉晴摄

红色故事报告会红色故事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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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伟雕磨王建伟雕磨““金银错金银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