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新 飞 跃

去年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创新高
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7.9%

2017 年，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发展迅速，新注册民营市场主体、
民营企业达 106.17 万户、26.95 万
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24406.4
亿元，同比增长 7%，占全省 GDP
比重为 67.9%，比上年提高 0.1 个
百分点，其中民营工业企业完成增
加 值 12453.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高于全省工业0.6个百分点。

去年，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达 1.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占
全 省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60.4%，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有效推动了民营经济产业布局优
化。全省民营经济吸纳就业人员
2204.2 万人，同比增长 1.5%，占
全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
到 77%以上，已成为社会劳动力就
业的主渠道。

简政放权，深化改革，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取得新
突破

着力推动简政放权。省级取消
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56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省级保
留的投资核准事项分别减少到 434
项、48项，省级非行政许可事项全
面取消。

着力维护公平市场环境。在全
国率先以省政府名义出台 《关于全
面推行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
监管的实施意见》，“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实现省域全覆盖，共开展
随机抽查 5.4 万次，跨部门联合抽
查 253 次。大力推进信用监管，全
省共有 15.7 万户企业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其中 5.06 万户受到失信惩
戒后主动纠正错误并申请移出，对
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任职资格限制

2.31 万人次，逐步形成“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的良好局面。

着力减轻企业负担。动态调整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经
营服务性收费和中介服务收费标准
目录清单，取消涉企收费 58 项，
放开30项，降低收费标准8项，重
点对行业协会、商会、电子政务平
台等领域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
积极落实国家降税减负政策，全年
降低企业负担85.38亿元。

创新引领，创业支撑，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
成效

不断强化双创载体建设。着力
推进中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升级换
代，培育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小微“双创”示范基地 22 家和 28
家；新增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众创空间分
别达 25 家、25 家、76 家，总数分
别为 113 家、139 家、156 家。加
强省级民营经济人才培训基地建
设，全省基地总数达 100 家。指导
石家庄、秦皇岛、唐山、保定 4 市
做好做优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城
市示范工作，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探
索经验。

全力实施品牌培育战略。大力
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注册商标，全
年新增驰名商标 21 件，总数达到
311 件，为企业创新发展增添了新
的内生动力。深入开展品牌培育，
石家庄生物医药等 4 家单位被列为
国家级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
点，滦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等 14
个 产 业 集 群 、 宁 晋 县 等 14 个 县

（市、区）、贾家口镇等 15 个镇被
评为省中小企业示范产业集群、特

色产业名县、名镇，省中小企业名
牌产品新增 188 件，有效期内省名
牌产品达到1513项。

大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
长。省财政安排 4.99 亿元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全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 1079 家、1.34 万家，总数
分别达到 3174 家、5.5 万家，已成
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生力
军。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培育
新增长点，助力科创金融服务，全
年累计发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
1121.79 亿元，其中创新型企业信
贷 75.34 亿元；在科技企业聚集区
设立 17 家科技支行，实现了设区
市全覆盖。

加快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力度，年内新增 219 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组织召开专场对接
活动，推出 34 个金融产品、26 项
服务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60
个，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做优
做专提供了有力支撑。

拓宽渠道，破解瓶颈，
民营经济融资能力取得新
提升

落实小微企业信贷政策。推动
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提高小微企业
不良贷款容忍度，开展小微企业信
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督促金融机
构将小微企业作为信贷投放重点，
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小微企业。
开展定向降准考核，对小微企业贷
款投放较好的机构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 1.5 个百分点。全省已设立 28 家
小额票据贴现分中心，全年累计办
理 300 万元以下小额票据贴现业务

金额 292 亿元。截至 2017 年底，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213.46
亿 元 ， 占 全 部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的
41.72% ， 较 年 初 增 加 1550.51
亿元。

创新金融产品形式。进一步完
善普惠金融体系，为民营企业提供
有效金融服务。大力发展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融资、定向债券等债
务融资工具，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额达 171 亿元，较去年增长
69.3%。省级财政出台措施，设立
奖励资金，对银行、保险公司面对
小微企业的创新产品给予支持奖
励，2017 年对 12 家银行和 4 家保
险公司的17项创新产品给予975万
元奖励。

开展“政银企保”对接。组织
开展“京津冀金融支持产业升级高
端论坛”、产融合作银企对接唐山
站、沧州站等 92 场活动，与 23 家
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全年完成
中小微企业融资 12076 亿元，超额
完成19.2%。省级财政安排7350万
元，在 5 个设区市、40 个县 （市、
区） 开展“政银保”工作，助力地
方经济加快发展。

加强担保增信风险。着力做大
省级、做强市级、做实县级担保机
构，全年为 1.4 万家中小微企业累
计提供融资担保 1183 亿元，受保
企 业 累 计 增 加 营 业 收 入 1530 亿
元 、 税 收 30.6 亿 元 、 社 会 就 业
11200 人，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开展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
偿，全年共给予符合条件的融资担
保机构补偿 1020 万元。推动省再
担保公司开展政银担风险分担试点
工作，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提供风
险保障。

积极拉动民间投资。大力推广
PPP 模式，截至 2017 年底，省市
县 三 级 项 目 库 储 备 PPP 项 目 632

个，投资额超万亿元。580 个项目
纳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同比
增长 28.9%；总投资额 7582 亿元，
同比增长 11.7%；117 个项目签约
落地，投资额 2484 亿元，落地项
目数和投资额分别比 2016 年末增
加75个和848亿元。

提升能力，增加供给，
民营经济服务水平取得新
提高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提升
平台网络功能，全年聚集带动服务
机构 2500 多家，服务企业近 3.4 万
家。完善小微企业名录系统，搭建
跨部门、跨领域、多功能的小微企
业服务平台，已公示扶持政策 523
件、服务信息271条。

深入开展入企服务。选择部分
优势产业集群，集中开展 15 场次

“订单式”服务活动，服务企业 2300
多家，“订单式”服务活动得到省政
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组织开展 9
场“金色阳光”法律服务行动，为
2000 多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省民营办组织发改、科技、税务、商
务、工商等 10 个部门成立宣讲组，
历时近 5 个月时间，举办线下现场
宣讲和线上“政策大讲堂”等宣讲活
动 32 场次，直接参训人员近万人。
聘请专家学者赴宁晋、献县等地开
展 15 场“专家学者企业行”活动，服
务企业481家。

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举办
廊坊经洽会、深圳高交会“大智移
云”展等展洽对接活动，组织省内
企业参加中博会、西博会、工博
会、软博会等国内大型展会，达成
各类贸易成交协议和意向金额 270
多亿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引进京津项目 3615 个，资
金额度达3961.1亿元。

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实
施境内外百展计划，举办中瑞企业
创新发展国际交流等活动，达成项
目投资 1000 多亿元。成功举办第
二届世界冀商大会，现场签约重点
项目 18 个，总投资额约 1314 亿
元。支持沧州中欧产业园成功申报
中国中东欧 （沧州） 中小企业合
作区。

引进培育，强化培训，
民营经济人才结构取得新
优化

实施重点人才培养工程。以破
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为重点，
举办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
民营企业家工商管理等高级研修
班，培训民营企业家 200 余名。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制造 2025”
等企业管理为主题，举办 8 期中小
企业高层管理者短期培训班，培训
企业管理者 600 名。以提升小微企
业经营管理者素质为重点，举办名
家讲坛、“互联网+”制造业等巡讲活
动，培训企业管理者近 6400 名。以
企业法律法规、工业设计等为主题，
组织 6 期业务培训班，受训企业人
员400人次。

实施实用人才聚集工程。组织
开展民营企业招聘周、京津冀招才
引智大会、沿海经济隆起带高级人
才洽谈会、中国河北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洽谈会等活动，引进 2 万多人
到中小微企业就业。充分发挥民营
经济人才培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作用，
为民营企业输送各类人才超万人。

实施全员素质提升工程。大力
开展技能大赛、劳动竞赛等职业
技能培训活动，在民营企业中新
建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1 个、
技能大师工作室 5 个，新增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 21 家。加大“河北
中小企业远程课堂”建设力度，
依托时代光华在线学习平台等优
质教学资源，扶助中小微企业开
展网络培训等，全年完成各级各
类培训超过 200 万人次 （含企业自
主培训）。

（米彦泽、马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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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一张怀旧的车票，踏上色彩斑斓的
铁皮小火车，开启一段工业历史的追忆⋯⋯
5 月 13 日，经工业遗产保护和改造后的秦皇
岛山海旅游铁路吸引了不少游客。人们坐上
承载着秦皇岛工业记忆的小火车，在欣赏沿
途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感受着秦皇岛的厚重
历史感。

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及利用，正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
城市的“新名片”。

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利用工业遗产
发展工业旅游，这里有开滦博物馆主馆、井
下探秘游、中国第一佳矿 1878、电力纪元
1906、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等一系列展馆和
景区。踏入公园，人们可以品赏珍稀的工业
文物，了解煤炭的生成与由来，探寻中国铁
路煤矿之源历史遗踪，体会中国近代工业坎
坷的发展史和唐山城市文化记忆。

在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的石家庄，
记录着这座城市工业起源的棉一、华药、煤
矿机等企业，也已形成了文化园区。在保定，
巨力集团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围绕老
厂区千年发酵池、百年老酒窖酒海，打造酒
类工业文化园区；乐凯集团正利用工业厂区
筹建中国影像文创园、博物馆；河北华宇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利用旧厂区、老设备，结合
易县清西陵、易水湖等旅游资源，打造文创、
旅游、研学、康养创意园区⋯⋯

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
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
价值。这些遗产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

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
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
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
宗教和教育设施等。

我省工业遗产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唐
山、秦皇岛、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多个城市。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河北省全国重点文
物中有开滦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秦皇岛港
口近代建筑群、正丰矿业建筑群、耀华玻璃厂
旧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5处工业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有工业遗产63
处。但在 2017 年底工信部公布的第一批国
家工业遗产认定名单及项目中，我省却榜上
无名。

拥有 400 多年历史的酒厂旧址建成了
宿舍楼，颇为珍贵的发酵池化为乌有；见
证了泊头 100 多年历史的泊头火柴厂已化
身商业地产；初具规模的石煤机工业遗产
文化创意产业园已被关闭，面临拆除另作
他用⋯⋯

省工业文化协会会长吴敬喜表示，很多
老工业区确实在“卖地、搬迁、拆房、新建”的
过程中损毁了大量的工业遗迹遗址，而这些
遗迹遗址看似是破败的建筑，实际上是保留
我省工业建设年代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

我省对工业遗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
足。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悉心保护那些历
史悠久的文化遗产，而对于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则重视不够，一些地方
的工业遗产正面临着被毁坏、遗弃、掠夺式
开发的严重威胁。

要保护不要拆除 要利用不要遗弃

工业遗产，如何焕发生机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吕培）为扎实推进
全省机井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取得实效，近日，省水利
厅组织11个督导检查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
现场查勘、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机井专项检查整治行
动有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此次督导检查内容为：专项行动动员部署情况；
非法乱打井摸排情况，包括未经审批私打乱打井的，
违规审批、超越权限审批的，擅自调整取水用途的，
应封未封、私自拆封城市自备井的等自查自纠摸排
情况，建立台账情况；整治处理情况，包括投诉举报
电话、邮箱设立公布等情况。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5月23日，石家庄市环保局
下发《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
知》提出，加强中高考期间建筑施工环境管理，6月1日
至8日、6月15日至22日，居民集中区和学校附近建
筑工地，在22时至次日6时，禁止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该市环保局要求加强夜间建筑施工管理，在规
定的日期每天 22 时至次日 6 时，禁止在市区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
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除外）；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
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须经许可并公告。

6 月 7 日至 8 日、6 月 21 日至 22 日，中高考考场
周边 500 米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单位，全天不得安排
有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我省对机井专项检查
整治行动进行督导检查

石家庄加强中高考期间
噪声污染防治

5 月 18 日，南和县林源苗木有限公司负责人韩
博（左二）在了解“容缺受理”服务。

今年以来，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行“容缺
受理”，允许招标单位、企业办理相关业务时，在主要
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次要手续有欠缺且
能在规定时间补齐的情况下实行“容缺受理”，为企
业、群众开通了一条交易服务的“绿色通道”。

记者 陈建宇 通讯员 黄涛摄

业界普遍认为，对文化遗产适度合
理开发就是一种保护。在工业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中，工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
合，将使工业遗产处于运营和使用状态，
从而以用促保。

随着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不断探索和
实践，目前工业遗产的开发模式主要有工
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景观公园改造模式、
创意园区利用模式、综合物业开发模式。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
教授马中军认为，工业遗产资源具有稀
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应根据本地情况和
社区需求，选择合适的管理和开发模式
进行保护。

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首先要制定
工业遗产界定和评估标准，抓紧对工业
遗产进行普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吴
敬喜认为，近年来由于工业转型升级的
快速推进，大量见证工业发展的工业遗
产被拆除变卖。省工业文化协会即将在
全省对工业遗产进行普查，积极做好第

二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和申报工作。
“要用世界视野、中国高度、本土特

色的原则来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目前
工业遗产保护法律机制和管理体制都不
健全，必须制定完善有关工业遗产的法
律法规，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提
供法律保障。”梁勇表示，要加强对工业
遗产的教育、宣传工作，让大家了解工业
遗产的相关内容及其保护意义，树立保
护、合理再利用意识。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要充分
发掘与遗产相关联的各种细节。韩强认
为，根据工业遗产的价值特点，将其改造
为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工业展示旅游
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让工业遗产再
创辉煌，留住城市记忆，形成良性循环。

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处长石起伟说，
工业遗产对城市发展的价值，就是通过合
理的再利用成为城市文化名片。它可以提
供新的就业空间，承担新的城市功能，从
而由城市发展的“负担”转变为“富矿”。

在华药旧址上建设生物科技博物
馆、以药都为首的生物科技和健康养生
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园区，在河钢石钢建
立以大数据中心为龙头的综合工业文
化创意产业园，以纺织博物馆为主打在
棉二建设纺织时尚创意工业文化产业
园⋯⋯如此，将石家庄市和平路沿线打
造成工业文化产业园区一条街，形成一
条特色工业旅游线路。

这是吴敬喜对石家庄市区部分工
业遗产的规划设想，但能否实现尚未
可知。

随着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对工业
遗产存在着拆除还是保护、遗弃还是利
用的激烈交锋。“大多数城市尚未将工
业遗产保护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缺
乏 对 工 业 遗 产 的 总 体 评 价 。”吴 敬 喜
表示。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助
理、工业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韩强认为，

工业遗产是一本生动的工业史书、鲜活
的科技史范本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它具有独特的工业美学风格，甚至可以
为我们创造新的财富，是理当保护利用
的工业资源。

2007 年开园的南京晨光 1865 创意
产业园，前身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建的金
陵机器制造局。产业园总体定位为文化
艺术和创意设计，目前进驻企业 290 余
家，集聚文化、创意、设计、研发、互联网
等多业态。2017 年园区企业税收超 2 亿
元，已成为江苏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标杆品牌。

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防止城市改
造中因大拆大建而把具有多重价值的工
业遗产变为建筑垃圾，有助于减少环境
的负担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河北文
史研究馆馆员梁勇认为，改造旧建筑具
有工期短、投资少、效益高等特点，是工
业遗产经济价值的直接体现。

5 月 12 日，由省工业文化协会、石家
庄市井陉矿区政府联合主办，冀中能源井
矿集团协办的河北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工作研讨会在井陉矿区召开，来自省内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工业遗产项目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参会。

目前，大量传统工业城市因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转型，那么，过去
的一些工厂、矿坑是拆旧建新，还是在合理利用中为城市积淀历史底
蕴、注入新的活力？与会专家学者给出了答案：工业遗产要保护，不
要拆除；要利用，不要遗弃。

□记者 米彦泽

全省 63 处工业遗产，一部分正面临着被毁坏和遗弃

工业遗产是一本生动的工业史书，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

以用促保，让工业遗产由城市发展的“负担”转变为“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