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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集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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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辛集市委、市政府不断完善与省直管

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发展。面

对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

机遇，辛集市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发展新优

势，实现了在发展中转变、在发展中提升、在发展中

增效。

11 全域拆违，腾出发展新空间

22 创新驱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辛集市围

绕创新驱动，顶住下行压力、保持
战略定力、凝聚转型动力，坚定不
移走好发展新路，推动工业经济
加快转型，快速发展。

河北辛集腾跃实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的铁路配件生产
企业。去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
势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及销售下
滑。为扭转被动局面，腾跃公司

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加强合作，
积极探索和参与新产品的试制与
研发，并投资引进了“聚氨酯弹性
体材料”“新型铁路隧道排水板”

“新型铁路隧道止水带”等项目，
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

当前，辛集市正以京津冀协
同发展为契机，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科技兴企”，以产业的集群发
展、有力扩张，拉动全市综合实力

整体提升。
该市大力扶持优势型、潜力

型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环保节能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打造高铁电气化配件
生产基地、精密互感器生产基
地、空气轴承生产研发基地等产
业平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进步。

壮大新兴产业的同时，辛集
市还不断优化皮革、化工等传统
产业。2012-2016 年工业技改
投资累计完成 510.7 亿元，重点

实施了辛化集团整体搬迁技改项
目、宏润油脂玉米胚芽油项目、开
阳皮革年产 30 万张牛皮生产线
项目等多个重点技改项目，使传
统产业的竞争力得以增强。

近几年，辛集市工业经济总
量逐年增加，运行质量明显提
高。2012-2016 年期间，全市实
现工业总产值 4195.6 亿元，规上
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057.6 亿
元，实现利润 405.7 亿元。2017
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位列全省第
二名。

今年6月14日，对于56岁的
冯小缓来说，是特殊的一天。在数
台挖掘机的轰鸣声中，冯小缓经营
了22年的工厂厂房被推倒。而这
个拆除决定，是他自愿做出的。

冯小缓是辛集市辛集镇留双
营村村民。1995 年，他用自己和
租赁乡亲的土地建起了一家生产
装饰板材的企业，形势好时还兼
并了经营不善的两个乡镇企业。

然而，企业占用的 68 亩土地
是耕地，由于一些原因，20年来未
能办理合法用地手续。“这两年，企
业的设备和产品逐渐落后，效益大
幅下滑，市里也开展了拆违行动，

并推出了支持企业搬迁到开发区
的政策，所以我决定在开发区建新
厂，实现二次创业。”冯小缓说。

去年以来，为着力破解城市
增绿、散乱污治理、土地卫片执法
整治、重点项目落地等一系列事
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辛集市以开
展全域拆违为突破口，打响了一
场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域治理
的攻坚战。

当时，辛集正面临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绿量不足的困境，在现
有城区空地上植树造绿，远远不
能达到创园所需绿化面积。为破
解这一难题，该市有关领导调研

后发现，世纪大道、工业路、安新
线三条环城主干道上密布着 185
处违章建筑，面积逾90多万平方
米。这些违建如果能够全部拆
除，增绿难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经过反复论证、集思广益，辛
集市委、市政府确定了拆违增绿
的决策部署，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挂帅的拆违整治指挥部，实行兵
团式作战，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
啃，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并且
全部复耕还绿。

据统计，这次全域拆违共拆
除各类违法占地 2160 宗、11000
亩。其中，治理散乱污企业拆除
107 宗、3631 亩，已有 2510 亩复
耕，用于占补平衡指标，其余绿化
植树；土地卫片执法拆除221宗、

545 亩，全部整改到位；为重点项
目收储土地1892亩，实现占补平
衡指标2500亩，进一步夯实了辛
集市城市建设、产业提升的基础。

拆违，拆出了产业和效益。
今年收储的 1800 亩土地将用于
开发区、三级综合医院、保税物流
中心(B 型)等重点项目建设。其
中，投资 10 亿元、占地 390 亩的
保税物流中心（B 型），投资 12 亿
元、占地 400 亩的申科电子科技
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开
工建设。

该市还对拆违拆临涉及的重
要税源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企业以及有市场、有效益的企
业，强化引导扶持力度，帮助企业
赢得更大发展。

33 交通扩网，增强城市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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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三夏时节，辛集市马兰
村 村 民 张 同 奇 家 的 小 麦 获 得
丰收。

张同奇家的 5 亩麦田，全部
种植了节水小麦——石农 086。
石农086是辛集市小麦良种繁育
基地——马兰农场选育的小麦新
品种，除了抗旱、抗倒伏，还集节
水、丰产等优良特性于一身。

在底墒充足的前提下，张同
奇只浇了两水，就获得了夏粮丰
产。“这个品种确实不赖，一亩地
能产1200多斤。”他高兴地说。

辛集市地处我省中南部水资
源严重匮乏地区，小麦常年播种面
积在60万亩左右。为有效解决农
业生产带来的地下水超采问题，辛
集市以马兰农场为龙头，先后与国
家、省、石家庄等15个科研院所进
行技术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由
省首席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领衔，
开展以节水小麦为主的农作物种
子选育和配套技术研究，建立了产
学研、育繁推一体的现代农业集成
技术孵化中心，使节水小麦品种和
技术走在全国前沿。

近五年，辛集市紧紧围绕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传统农
业稳步推进的同时，加快农业现
代化步伐，广袤田野正悄然嬗变。

该市立足当地农业资源、社
会需求、种植效益以及市场变化
情况，种植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
整，到目前，基本确立了以粮食、
蔬菜、果品为主的三大种植业主
导产业。2016 年，在稳定粮食面
积的基础上，围绕农民增收，以市
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该市以
基地建设为依托，按照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思路，调减籽粒型玉米
面积3.1万亩，其中蔬菜增加面积
0.4万亩，油料增加面积0.2万亩，

中药材增加面积0.6万亩。
该市还积极引导和发展各类

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家庭农场
认定办法。目前，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 1890 家，家庭农场 251
家。在国家级示范合作社、省级
示范合作社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评定活动中，获国家级农民专业
合作社3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16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4家。

“互联网+现代农业”也在辛
集兴起。该市农产品电子商务中
心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农产品互
联网业务，建立了网上商城，吸引
本市及外地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28家、50多类农产品入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全面深化改革、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河北雄安新区设立等重大历史机遇，
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劲，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全市保持了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辛集被评为中国最具区域带动
力百强市、中国中小城市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市、中
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市、中国中小城市创新创业
百强市，顺利通过了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健康促进
市专家组现场评审。

一、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加快建设
“实力辛集”。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拼命奔跑的状态抓招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上
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谋划实施市级重点
项目 299 个，总投资 799 亿元，其中投资 100 亿
元以上项目 2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亿元以
上项目 87 个，成为辛集历史上重点项目最多、投
资额度最大的时期之一，为辛集跨越发展蓄足了
后劲。同时，深入广泛地组织开展“双创”活
动，制定出台了突破性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和创新
创业优惠扶持政策，市场主体实现井喷式增长，
总数达到 36228 户；万人市场主体达到 565 个，
位居全省 11+2 前列。

二、坚持不懈地抓创新、促转型，加快建设
“科技辛集”。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重要论断，大力实施“人才兴
市、科技兴企”战略，设立了人才引进、自主研
发、企业上市等奖励基金，为高层次人才配备了
50 套“博士楼”。目前，已引进博士 15 名、硕士
86 名，设立院士工作站 5 家，并与清华大学老科
协、北京科技大学建立了政产学研用合作关系。
同时，以申科、腾跃、金士顿等骨干企业为依
托，以清华大学等顶级科研力量为支撑，加快培
育打造精密互感器等全国性产业研发生产示范基
地，全面提高辛集市产业在业内的话语权、定标
权、定价权。

三、坚持不懈地抓改革、破瓶颈，加快建设
“开放辛集”。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我们充分发挥省直管体制改革试点优
势，切实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好全面
深化改革攻坚战和全面开放的持久战。结合“放管
服”改革，建立了“大审批”“大监管”“大环保”

“大城建”“大检测”“大督查”“大宣传”等机制，
努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辛集全面深化改革走
在全省前列。加快推进辛集海关、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通用机场和航空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把辛集打造成对外开放新高地。同时，充分发挥商
会内引外联的平台作用，组建成立北京、上海、天
津、广东等异地商会，进一步畅通了辛集对接融入
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渠道。

四、坚持不懈地抓创建、上水平，加快建设
“美丽辛集”。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瞄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目
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动城市不断扩容提
质。截至目前，城市建成区面积 32 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 31 万，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35.25%、39.56%和 11.39
平方米。同时，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设了一
批生态、文化、产业等特色小镇和特色专业村，促
进了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深度融合，让农
村变得更美。

五、坚持不懈地抓民生、补短板，加快建设
“幸福辛集”。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把人民群众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谆谆教诲，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每年都围绕群众所
思所想、所愿所盼，在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就
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谋划实施
一批利民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真正把实事好事办到老百姓心坎儿上，让人
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深入开
展扶贫攻坚，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农村
贫困人口、城镇特困职工，逐人分析、因人施
策，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
兜底扶贫等专项行动，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
不掉队。

五年的征程波澜壮阔，五年的成果万众共
享。特别是通过五年的奋斗攻坚，锻造了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实干的党员干部队伍，培育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的优良工作
作风，营造了党风正、政风清的良好政治生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繁
荣美丽幸福辛集的美好愿景变成辛集 63 万人民的
现实美好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辛集市紧
紧围绕“构建以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为依托，国省干线公路为骨架，
农村公路为脉络的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这一发展目标，砥砺奋进，
交通运输事业蓬勃发展。

道路提档升级是进一步提升
城市品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辛集市完善城市交通路网的同
时，不断加强道路提档升级工作，
改善提升城市整体环境。五年
间，辛集市综合交通运输实现了
从“瓶颈制约”向“适应提升”的重
大跨越，这也是辛集被省直管以

来交通运输投资规模最大、发展
速度最快的几年。

五年来，辛集市公路路域环
境明显改善。一方面，积极推进
绿色廊道建设。完成国省干线绿
化工作，新补植乔木18500余棵、
灌木 90 余万株；完成 307 国道与
工业路交叉口、与天王线交叉口，
省道安新线南环田家庄路口和安
新线辛集邢台界等重要节点绿化
提升工程。另一方面，完成了六
前绿道一号线、二号线道路工程、
绿化任务以及亮化提升工程。

同时，对教育路景观进行提

升。该市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建
设，改变原来单纯绿化的思路，
吸收绿道理念，把教育路绿化带
定位为市民游玩、休憩的公共场
所。通过组织技术人员参观北
戴河滨海大道绿化，进一步优化
设计方案，按方案完成了草木种
植、园路建设、景观亮化等工程。

对于省道安新线两侧创园拆
违的部分土地进行复垦、绿化，以
植物造景为特色，种植树木2.6万
余棵、花草组合421亩，打造了安
新线“花海”，亮化了城市窗口。

不久，随着石济高铁的开通，
辛集市将正式加入高铁“朋友
圈”。依托石济高铁辛集南站，辛
集市谋划建设了集长途客运、城

市公交、城乡客运、出租车、旅游
大巴为一体的客运枢纽。该项目
投资 3.5 亿元，占地 470 余亩，目
前正在紧张施工，计划今年完成
主体工程。建成后将实现“公铁
互通”和“零距离换乘”，有效提高
辛 集 作 为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的 辐
射力。

五年来，辛集市城乡客运不
断规范，绿色出行更加便捷。在
农村客运方面，实施了农村客运
班线公交化改造。在城市公交方
面，投入资金 1497 万元，新购置
56 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新开
通运行了 2 路环线公交线路。目
前，全市共有 92 台公交车投入运
营，年运送旅客约500万人次。

奋力书写繁荣美丽幸福辛集建设新篇章

中共辛集市委书记

邸义

辛集市科技孵化中心。 河北三安车业有限公司引进焊接机器人，提高了生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