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9月 23日 ■星期一 55版版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联系电话：2823914 邮箱：tsldrbtg@126.com

■版式设计：宣智利 责任编辑：杨铁良

（上接第四版）

市住建局副局长马海波：近年来，市住建局认真落实

部门职责，通过严格控制房屋抗震设计、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危

房改造、农房抗震加固改造等一系列措施，确保房屋结构安全

不出问题。一是实施农房抗震改造。对地震断裂带周边农房，

灵活采取整村搬迁、局部搬迁、原址加固三种方式，实施农房抗

震改造。目前已累计改造 46102 户，投入资金 14.7 亿元，惠及

群众 15 万余人。总结形成了“钢结构托换”“圈梁构造柱”“钢

丝网砂浆面层”“高延性混凝土”“局部加固法”等 5 种通用技

术方案，低成本、易操作、可复制、可推广，为后续工作顺利推

进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印发一系列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形成了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推动农房抗震改造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和技术保障。二是认真开展房屋安全排查鉴定，

对发现的可疑危险房屋逐一登记，建立台账，按照“一房一

策”实施管控措施，现已完成 210.6 万栋城乡自建房排查工作，

其 中 经 营 性 自 建 房 7.8 万 栋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自 建 房 共 465

栋，已全部落实分类整治措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基本摸清了全市经营性自建房底数，掌握了房屋安全

现状，首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台账。总结形成《自建房领

域安全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手册，梳理主要安全风险隐患

点，提升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标准，有效维护自建房屋安全。

三是加强房屋抗震源头管理。严格执行《关于在房屋建设工

程中推广应用减隔震技术的通知》要求，在高烈度设防区的新

建三层以上(含三层)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建设工程中推广减

隔 震 技 术 ，确 保 公 共 场 所 抗 震 安 全 。 四 是 狠 抓 工 程 质 量 监

管。将全市 1 万多个单位工程主体结构工程质量与非结构构

件抗震措施纳入监管重点（2024 年监管 5932 个），强化减隔震

工程的巡查力度，督导施工、监理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抗震设防

要求，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施工验收，坚决杜绝将不合格材料应

用 于 建 筑 工 程 ，降 低 抗 震 性 能 。 五 是 强 化 应 急 救 灾 能 力 建

设。修订完善《市住建局地震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市住建局

防汛应急预案》及建筑施工等专项应急预案。设立了 371 人

的建筑工程及房屋安全应急救援队伍，配备房屋安全领域专

家 68 人。督促指导各级各单位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共计 2893

次，进一步提升自然灾害减灾救灾能力。

石海涛委员：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时，我市在供气、供热方

面有哪些应对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

市住建局副局长马海波：我局始终把供气、供热作为保

民生头等大事，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城市燃热防灾能力。

燃气方面：一是印发了《唐山市城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唐山市气代煤事故应急预案》，组建了 118 支燃气应急抢

险队伍，配备了抢险车、发电机等应急物资 8000 余台（套），

1042 名应急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做到人、车、物资“三定位”。定

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全员应急能力，确保救援及时高

效。二是开展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将 2024-2025 年燃气老旧

管网改造任务纳入今年改造计划，改造燃气老旧管网 84.3 公

里，截至目前，已完成改造 39 公里，大幅提高应对自然灾害能

力。三是组织推进燃气两项智能化工程。全市计划投资 27.7

亿元，为 275 万管道燃气用户加装物联网燃气报警装置，在中

压燃气管线和相邻地下空间安装物联感知设备 5.7万个，实现燃

气泄漏的实时监控和报警处理。目前各县区均完成方案印发、安

装摸底和项目入库，计划通过申请超长期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等方式落实项目资金。截至目前，6 个县区项目已通过国家审

批。四是强化燃气安全宣传。以燃气安全检查、燃气使用、应急

处置为重点组织开展全市燃气安全专题培训 5次，饭店、学校、医

院等机构负责人及燃气企业、农村“两员”共 2 万余人参与了培

训，切实提升燃气安全使用和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供热方面：一是印发了《唐山市城市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明确了组织架构、风险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处置、灾后

重建、应急保障等灾后处置各项流程，各县（市、区）同步制定

本地应急预案。如遇自然灾害影响供热，将按照预案严格执

行。二是冬季如遇自然灾害影响百姓供热，将第一时间组织

相关供热企业施行“压非保民”措施，压减非必要的公共建

筑、商业建筑等供热量，最大限度保障居民供热。三是为最大

限 度 提 高 应 对 自 然 灾 害 能 力 ，我 局 一 直 持 续 组 织 全 市 各 县

（市、区）开展“冬病夏治”及老旧管网改造工作，今年完成维修

维护热源 9 座，热力站 1625 座，管网 120.143 公里；完成供热老

旧管网改造项目 7 个，完成改造 8.4 公里。四是为积极应对自

然灾害，我局与各县市区属地政府、各热电厂、供热企业等建立

了紧密联系，如遇自然灾害，将第一时间启动协调联动机制，联

手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五是为最大限度保证自然灾害期间热

源保障能力，我局持续组织相关重点县区进行热源能力提升建

设，大唐北郊电厂、大唐丰润电厂今年已通过技术改造扩大现

有供热能力；市能源集团、丰南区、滦南县已开始着手建设应急

调峰热源，以备不时之需。

八问：
如何做好交通行业防灾减灾救灾

准备工作

米振煦委员：交通运输系统在《条例》中担负的职责是应

急运输保障和应对突发自然灾害造成道路受损维修及抢通应急

处置等。近年来恶劣天气多发频发，公路基础设施、车辆运输、

建设施工安全隐患大。请问我市如何做好交通行业防灾减灾救

灾准备工作，怎样提升交通行业应急管理水平？

市交通局局长任国军：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安全

第一、常备不懈、预防为主、全力抢险”的工作方针，紧盯“人车

路企”四要素，做好“防查改联”四环节，在《唐山市防灾减灾救

灾条例》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措施：

一、工作监管立足于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根基。一

是压实防灾主体职责。制定交通运输《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压紧压实县区、部门、企业各方责任。二是注重宣

传教育。全系统开展《条例》培训班座谈会 204 次，培训 1549 人

次。三是强化督导检查。由局县级干部带队，成立 12 个督导

检查组下沉一线；常态化组织行业领域安全专家查隐患。

二、隐患排查立足于早与全，及时做好行业安全风险防

范。全系统累计出动检查组 3938 组次，检查各类企事业单位、

路段 4529 家次，排查整改一般隐患 3737 项、重大隐患 815 项。

公路运营领域，对全市 263 处干线公路高边坡路段、2047 座桥

梁、3 座隧道开展全面排查。工程建设领域，对 20 个在建项目

开展“施工驻地和人员密集场所防灾”专项治理。运输领域，紧

盯全市 43 家客运企业，103 家危险货物运输企业，3903 家普通

货物运输企业和 15 个客运站。对运营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及

时维护车辆安全性能，保证车辆的抗灾、抗险能力。

三、应急建设立足于防，稳步提升应急管理水平。一是强

化预案管理。修订综合应急预案和防汛预案等 13 个专项预

案，做到大灾面前有预案、应急处置有秩序，紧急救助有保障。

二是提升应急响应。全系统成立 23 个应急工作专班，畅通市、

县“两级叫应”渠道。组织开展隧道突发事故处置、道路运输防

汛、施工驻地临灾应对等多场景、多领域应急演练 70 余场次。

三是夯实应急基础。全系统建强 59 支、1876 人的应急抢险队

伍，储备应急客车、货车 682 辆、备足编织袋 10 万余条、锹镐

4000 余把，水泵 44 台，发动机 23 台等应急抢险物资。一旦发生

重大公路损毁灾害，按照“先干线、后支线，先抢通、后修复”的

原则，全力开展抢险保通。四是强化部门联合。与公安、气象

等部门协调联动，研判可能出现的灾害风险，加强灾害监测预

警。五是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 小时值班和事

故信息报告制度，遇有突发事故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高效

处置应对。

九问：
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地震救援

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孙昌彦委员：《条例》明确规定，消防部门应做好应急处

置、抢险救援工作，我市属于地震多发频发城市。请问唐山市消

防救援支队，在地震救援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应对措施？

市消防救援支队长王长忠：改革转隶后，唐山市消防

救援支队着眼“大应急”体系建设，建立了多部门会商研判、预

警响应机制，广泛与社会应急力量和企业建立联勤联动联保

协作关系，构建了畅通高效的应急指挥机制。组建了包括“管

理、搜索、营救、后勤、医疗”五大能力模块的 110 人重型地震

救援队，定期集训、联合演练，形成“一队多点”的力量编成。

承办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地震救援关键技术培训班，推广

我支队地震灾害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和能力建设经验。研究编

制了《地震救援调度指挥全要素手册》《地震救援基础知识手

册》《地震救援专业队标识化手册》等一系列文件资料，破解

地震救援过程中“断、慢、乱”等瓶颈问题。圆满完成了 3 次全

省地震灾害跨区域增援实兵实装实地拉动演练，取得 2 项科

目第二名，3项科目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用实战检验了队伍的应

急救援专业建设成果。

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统一编制了包括前突力量、专业队、

机动力量在内的分级响应预案、受援对接方案，以及地震救援

力量投入灾区开展救援后辖区保卫力量布防调整预案。地震

灾害发生时，支队、大队、站三级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利用通信

指挥车、卫星便携站、卫星电话、无人机等器材装备，通过徒步

运转、无人机建模、多点位传输等方式，第一时间收集灾情信

息，确定震中位置，开展灾情评估，为全盘信息收集掌握提供关

键辅助决策支撑。同时，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拨付专项经费配

备了运兵、宿营、淋浴、饮食、冷藏、油料、卫生、医疗、物资运输、

器材模块等保障车辆，增配了防护、侦检、破拆、救生、照明、通

信等器材装备 2000 余件套，实现了器材装备分类标识化管

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代储等方式，与社会联勤联保单

位建立了工程机械、食品药品、油料补给、装备配件等社会资源

储备和应急调配机制，与机场、铁路等单位签订跨区域远程投

送保障机制，做到了“模块化”物资储备，“一键式”快速调集，

“多渠道”远程投送，进一步做好防大震、抢大险、救大灾的战斗

准备。

孙昌彦委员：检查中发现，我市应急救援队伍存在专业

队伍数量较少、救援设备设施不足等问题，综合救援能力还有加

强的空间。请问，目前我市各类灾害救援力量是否充足？在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市应急局局长顾俊旺：目前全市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共 85 支、6429 人，社会应急救援队伍 18 支、1071 人。为持续

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水平，我市重

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持续推进完善应急指挥部体系。印发进一步完善应急

指挥部体系工作方案，持续健全完善应急指挥工作机制、提升

综合保障能力、建设指挥大厅等重点要素。强降雨期间，依托

市智慧唐山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接入 19 个县（市、区）防汛指挥

调度平台信息，构建全市一体化防汛指挥调度体系，贯通纵向

指挥部平台连接，强化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实现了对

全市防汛工作的统一指挥调度。

二、统筹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统筹强化安全生产、森

林消防、抗洪抢险、地震地质灾害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将

民兵和社会应急力量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社会应

急力量参与较大及以上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和军

地协调联动机制，有效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灾行动，

军地双方联合开展防汛勘察和抗洪抢险军地联席会议，加强信

息共享。

三、切实强化应急演练比武水平。6 月 28 日，唐山市在国

家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训练基地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技能、体能比武竞赛活动，共计 57 支代表队、600 余名队员参

加，有效检验提升了队伍综合能力。全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累

计组织开展救援队伍共训共练、拉动演练活动 25 场，参与人数

900 余人，调动各类应急救援装备、车辆 1100 余台（套），切实强

化汛前应急准备。

四、大力提升救援队伍资金保障。积极申报唐山市基层防

灾工程国债项目，为 1 支市级应急救援队伍、7 支县级应急救援

队伍、136 支乡级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类、抗

洪抢险类、森林（草原）火灾救援类、水域救援类、综合保障类等

各类设备 3245 台（套），总投资 0.76875 亿元，大力提升救援队

伍装备设备实战水平。

五、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备勤。主汛期以来，持续督促

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值班备勤，统筹消防、森防应急力量，

切实发挥专业技术装备优势，有效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

救灾行动。强降雨期间，全市各专业救援队伍备勤 632 人、应

急装备 321 台（套），组织基层应急抢险队伍前置至 686 个受威

胁区域村（社区）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河道行洪隐患区等具体

风险区域，加强巡查排查，遇有险情及时处置。 （记者媛媛）

本报讯（记者吕泽萱）走进乐亭县

马头营镇玉兰食品有限公司大院，空气

中弥漫着虾的鲜味。难以计数的大缸

整齐排列，工人们佩戴口罩、头套穿梭

在“缸群”之间，一搅一动间，更多的虾

鲜味扑面而来。74 岁的玉兰食品创始

人张玉兰说：“我们的虾油、虾酱制作工

艺已经传承了三代人，只为做出更好的

产品。”

张玉兰年少时在乐亭县 捞 鱼 尖 生

活 ，父亲出海 ，并指导她制作虾油、虾

酱 。 当 时 做 虾 酱 的 人 很 多 ，她 用 父 亲

打 捞 的 乌 虾 为 原 料 ，严 把 食 品 质 量 ，

每 次 都 要 亲 自 对 食 用 盐 把 关 ，用 心 做

好 虾 油 、虾 酱 。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哈

尔 滨 一 位 女 士 打 来 电 话 订 购 虾 酱 ，由

于 对 方 购 买 量 大 ，张 玉 兰 便 购 买 大 缸

扩 大 生 产 ，由 此 其 虾 油 、虾 酱 产 品 名

声大噪。

1988 年，玉兰食品有限公司应运而

生，是生产虾油、虾酱的特色企业。生

产车间及厂房共计 5000 平方米，员工 30

余人，年产虾油、虾酱 4000 多吨。“这不，

今年又进了 1000 口缸，还得扩大生产。”

张 玉 兰 看 着 眼 前 成 片 的 酱 缸 感 慨 地

说。2016 年，该公司获评“河北著名商

标企业”，2020 年 10 月被评定为“燕赵老

字号”。如今，该公司全国各地订单不

断，大缸数量一扩再扩，从原来的 66 口

缸发展至近万口缸，也扩建了新厂。

谈到自家制作的虾油，张玉兰信心

十足，“咱们家从原料、辅料到工艺，要

求 非 常 严 格 ，生 产 的 虾 油 平 时 看 呈 黑

色，迎光看呈金红色，这就是好虾油。”

打开一瓶虾油，香气四溢、鲜而不腥，入

口后虾鲜浓郁，鲜度适中。

30 多年来，制作虾油、虾酱的人越

来越少，而张玉兰深耕虾油、虾酱制作

工艺，严守虾油、虾酱的老味道，如今更

将此技艺传承给了儿子。“我儿子更认

真，差一点也不中，必须保留着原来的

味道。”

如今，玉兰虾油、虾酱经过三代人

的 不 断 努 力 ，已 经 成 为 当 地 的 靓 丽 名

片，销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

30多个城市，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老吕

乡村行”抖音号

日前，在唐山曹妃甸新城，

中国石油冀东油田 3口地热井

正在紧张施工，这是冀东油田曹

妃甸新城地热供暖项目新建内

容的一部分，项目完成后，总供

暖面积将达到827万平方米。

近年来，冀东油田立足自

身优势和地区资源优势，主动

对接地方发展规划，不断提升

综合清洁能源保障能力。2018

年，冀东油田与地方政府合作

开发建设了曹妃甸新城地热供

暖项目，通过地热能替代原有

燃煤热源，为近万用户提供供

暖服务，为曹妃甸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积极

贡献。据了解，该项目较燃煤

锅炉供热平均热负荷高出近

20%，供热温度提高 3至 5摄氏

度，项目运行以来年节省标煤

18.19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47.29万吨。

图为员工正在进行起钻

作业。 杨军 丁青 摄

1997 年，尹利军怀揣着对教育的热

爱与执着踏上讲台，这一站就是 26 年。

26 年来，他切身感受到了身为教育工作

者不仅肩挑着孩子的梦想、家庭的渴盼，

更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这一切，让他坚定了为师的信念，在教书

育人的道路上做好提灯引路人，只为桃

李映春晖。

爱让教育充满温度。尹利军爱他的

每一位学生，26 年来，这份热爱从未减

弱。对于高一新生，他接纳他们的不足，

教他们悦纳自己，完成初高中的过渡。

对于高二、高三的学生，他更加关注他们

的思想动态，抓到他们的低谷期，及时沟

通交流，帮他们打开心结，振奋精神。他

利用节假日进行家访，让学生时刻感受

到爱与关注，用爱心与耐心引导学生系

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目标是一个人奋斗的动力。尹利军

始终把成为专家型教师作为自己专业发

展目标，不断拓宽教育视野，更新知识结

构 ，提 高 教 学 研 究 能 力 和 实 践 创 新 能

力。他坚持研究新课标、新高考，总结

新高考命题规律，将研究心得与学科发

展新成果、社会热点相结合，打造趣味

探究性课堂，提高教学质效。同时阅读

大量专业期刊和教育经典书籍，提升专

业能力和素养。近五年执讲的《细胞中

的糖类和脂质》等 6 节课例分获省市级

优质课一等奖，参与唐山市生物学科统

考命题 10 余次，在期刊上发表近百篇教

学研究论文。

为贯彻落实新课标“教-学-评”一

致性课堂教学方法，他带领教研组研读

相关文件，设计执讲教学案例，为组内教

师上示范引路课，使“教-学-评”一致性

课堂教学方法在九大学科教学中全面展

开。积极进行课题研究，主持完成《县域

高中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范例

研究与实践》等 4项省、市级课题，并将研

究成果应用到教育教学中，强化数字信

息化赋能课堂教学，对区域教学改革起

到了引领和推进作用。

尹利军说，前辈的引领和帮助成就

了他今天的成长，他也要传递教育的火

炬，培带青年教师的成长。他把自己多年

来积累的教学经验和班级管理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教师，带他们一起听

课、评课、磨课，研究“三新”背景下的新高

考，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探索创新教

育教学方法。指导杨粤老师完成的《比较

过氧化氢在不同条件下分解的实验创新

探究》获河北省说课一等奖，带领杨粤、张

瑜等 20 多名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学校中

坚力量，成为县、市级骨干教师和名师。

尹利军的努力得到了学生、家长和

社会的认可。他先后 10 次获迁安市政府

嘉奖，10 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先后获

评迁安市名师、生物学科首席教师、河北

省骨干教师、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

第三层次人选、河北省特级教师、唐山市

名师。

玉兰食品：

鲜味传三代 擦亮虾油虾酱“金名片”

记者乡村行

只为桃李映春晖
——记迁安市第四高级中学教师尹利军

□ 本报记者 赵珺

本报讯（记 者 梁 赞 英 通 讯 员 叶 剑

宇）“多亏各位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9 月 18 日，在玉田石

臼窝镇政府，再次回想几天前电动汽车

碰撞着火的一幕，周尚伟仍心有余悸。

当日，为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他特意

送来写有“不惧危险，救人危难，舍己救

人，永生不忘”的锦旗。

事发 9月 11日上午，周尚伟驾驶电动

汽车路过石臼窝镇辖区时，车辆突然失控撞

到路边景观石，随后又被景观石弹起与路边

白色汽车发生二次碰撞，之后起火燃烧。

史月磊是被撞白色汽车车主，他第

一时间下车查看，发现事故车辆起火冒

烟后，为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赶紧将自己

的车辆行驶至安全位置，随后从附近商

铺找来灭火器为车辆灭火，同时大声呼

喊附近人员帮忙救援。附近商户王运超

听见呼喊，来不及多想，直接抄起店里的

灭火器冲向现场。外出执勤的石臼窝镇

执法大队队员毕新潮、齐桂永看到事故

后，也迅速加入到救援队伍之中。

走近事故车辆，毕新潮发现车中有两

名成年人和一名儿童被困，立即将儿童

从车中抱出，接着对有些意识模糊的司

机进行呼喊和拉拽，约半分钟后，司机

意识逐渐清醒并自行下车。此时，车上

还有坐在副驾驶位、处于昏迷状态的女

士，因为副驾驶门已经被撞击变形，危

急时刻，史月磊、毕新潮、齐桂永 3 人合

力将女士从主驾驶一侧拖出，转移至安

全位置。从车祸发生到车上 3 名被困者

全部获救仅用时 2 分钟，近 10 名热心干

部群众参与到紧张的救援之中，他们大

多数互不相识，但配合默契，有条不紊。

目前，周尚伟和儿童已无大碍，被困

女士也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

进一步治疗。

电车碰撞起火 众人合力救援

本报讯（记者卢山 通讯员刘鹏宇）

为全面推行公安政务服务“一窗通办”，

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应用率，日前，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乔屯派出所在

凤凰山公园开展了以“强化宣传一窗通

办，让便民措施家喻户晓”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民辅警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接受现

场咨询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公

安政务服务“一窗通办”改革工作，户籍

业务跨省通办、错时办理、预约办理等

多项便民服务政策，以及机动车驾驶证

期满换证、身份证丢失补领、出入境信

息查询等多项公安“一窗通办”业务办

理流程。同时，民辅警还宣传了公安机

关推出的“一起办”可联办事项，把“多

个事项”变成“联办事项”，把“多套材

料”变成“一套材料”，把“多次告知”变

成“一次告知”，确保群众能够全面了解

并享受这些政策带来的便利。

路北公安继续在宣传、服务两个方

面同步发力，坚决贯彻落实便民利民举

措，不断增强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

路北公安提高“一窗通办”“一起办”知晓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