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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去 主动调 加快转

打好工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战
6 月 21 日，省政府在石家庄市

鹿泉区召开全省工业转型升级现场
会，会议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大力推
进工业转型升级，努力打造全国产
业转型升级试验区，为新时代全面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
支撑。省工信厅厅长龚晓峰对我省
工业转型升级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工业转型升级取得
明显成效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工业转型升级工作，突出
抓好顶层设计，先后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工业
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互联网
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
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
确工业转型升级重点和目标任务。

工业运行企稳向好。2017 年规
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3002.7 亿元，同
比增长 3.4%，占全省 GDP 的 36.2%；
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五万亿”，
达到 5.4 万亿元；全省完成工业技改
投资 9964.8 亿元，同比增长 6.3%，超
年度目标 2.8 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居
全国第三位，是 2012 年的 1.7 倍。今
年 1－5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3.1%，比 1-4 月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 5 月当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累计
增速居全国 27 位；工业技改投资同
比 增 长 21.9% ，比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23.3%，已连续四个月实现两位数高
速增长，对工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102.1%。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装备制造业
第一支撑地位继续巩固，2017 年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占
规上工业的 27%（可比价），贡献率
88.9%，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1.3%、12.4%，
均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5 个百分点以
上。汽车制造业优势不断凸显，医药
行业产值首破“千亿”。六大高耗能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降，“千项
技改”工程持续实施，2017 年公布两
批省级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1009项，总投资达5108.9亿元。

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经
营活力明显增强，全省工业企业效益
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7
年全省规上工业实现利润 3118.7 亿
元，居全国第 8 位，同比增长 21%，连
续 22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6%，创2010年以来新
高。今年1-4月份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701.5 亿元，居全国第
7 位，同比增长 27%，较一季度提高
1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 6.6 个百
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2 个百分
点，自 2016 年 1-2 月份起已经连续
25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绿色发展取得实效。扎扎实实去
产能，2017 年压减水泥、玻璃、焦炭
产能 261.5 万吨、500 万重量箱、808
万吨，分别占年度目标的 237.7%、
100%、112%。制定了绿色制造实施
方案和行动计划，采取过硬措施清理
取缔了 31 家“地条钢”企业，依法依
规受理首钢二期、丰南纵横等 13 个
钢铁项目产能置换方案。2017 年我
省推广新能源汽车19361 辆，折合标
准 车 52593.5 辆 ，完 成 任 务 的
147.7%。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城市重点
工业企业退城搬迁进程加快。错峰
生产有序推进，抓好钢铁、水泥、建
材、铸造等重点行业的 5274 家工业
企业错峰生产。

2018 年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左右

2018 年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总体
思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
九届五次、六次、七次全会，省“两会”
决策部署，以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工业提质增效为核心，以
“万企转型”行动为抓手，深化“双创
双服”，坚持稳中求进，突出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聚焦打造现代化工业产
业链体系，推进工业促转型、保运行、
优服务，按照“一年初见成效、两年明
显好转、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抓重
点、疏堵点，育新能、强支撑，狠抓落
实、严格考核，确保省委、省政府各项
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努力赶超完
成工业经济年度目标，为实现我省工
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提供坚强支撑。

工作目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5%左右；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
增长6.8%左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左右；全省工业技改投资
同比增长 6%；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900家；压减水泥300万吨、平板玻
璃800万重量箱、焦炭500万吨；推广
应用新能源汽车4.3万辆（标准车）。

九大工作重点，确
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着力推进产业转型。以打造现代
化工业产业链体系为重点，实施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依托产业链部
署技术链、依托技术链部署创新链，
打造一批河北的“杀手锏”产业。加快
推进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落实省政府
关于升级信息消费、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康复器具产
业发展等政策文件，细化实施方案或
工作计划。研究出台我省钢铁、食品、
石化、新型建材等转型升级三年行动
计划，修订发布《河北省重点领域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公告目
录》。

着力推进区域转型。按照错位发
展、产业集聚、链条协同原则，进一步
明确各地产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和
实施路径，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实施
一批产业支撑项目，扶持一批重点企
业，打造一批主导产业。推进雄安新
区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核心区建设，开

展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服务
型制造示范城市、智能制造示范区、
绿色工业园区等转型升级典型示范
区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国家、省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小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和省工业转型升级
试点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

着力推进企业转型。深化开展
“双创双服”活动，对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行分级包联，力争三年时间
内全省每个规上企业实现至少实施
1 项转型项目，全面推动工业企业向
创新驱动、高端高新、质量品牌、绿色
发展、融合发展、现代管理和新业态
新模式等方面转型升级。实施产业链
龙头培育计划，培育壮大一批在国际
国内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
龙头企业和互联网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企业。建设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库。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体系。

着力推进产品转型。深入开展
“三品”专项行动，组建省市县三级联
动的工作小分队，“一品一策”制定工
作方案，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完
成毛皮制品、羊绒、箱包、家具、自行
车、铸铁炊具等 6 个优势特色产品的
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按年度研究制
定促进特色产品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重点围绕产品设计、技术改造、技
术创新、绿色化改造、两化融合、自主
品牌打造、产业链配套、关键部件突
破、营销模式创新等，制定针对性措
施，做出成效。

着力发展工业设计。进一步完善
工业设计工作政策体系。组织开展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示范企业
申报和管理工作，2018年分别认定省
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10家和50家。
吸引一批工业设计机构在河北落户发
展。加快设计产业聚集园区建设，力争
今年7月底前秦皇岛中瑞设计港、唐山
工业设计园具备开园条件。

着力实施“四千”工程。滚动抓好
1000 项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发布河北省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指导
目录，每年完成开发 1000 项左右省
级新产品新技术。继续开展省级中小
企业名牌产品培育工作，工业类省名
牌、优质产品数量分别保持在 1200
项和 1000 项以上。开展“小升规”培
育工作，以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万元规下工业企业为扶持重点，加强
分类指导和服务，年内新增 900家规
上工业企业。

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推
进《河北省企业技术创新条例》立法
进程，推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推动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面建立研
发机构。强化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建
设，加大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试点
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培育建设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突破一批行业共性关
键技术。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全
年新培育 25 家省级以上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着力推进两化融合。培育10个企
业级、行业（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实施 30 个“互联网+先进制造业”试
点示范项目，启动“万家企业上云”工
程，组织 1000 家工业规上企业开展
两化融合水平评估，争创国家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推广国家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培育 5 个智能制造示
范园区、100 家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开展工控安全试点示范建设，提
升工业企业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加快
机器人产业发展，建设一批机器人产
业园，实施一批“机器人+”计划项目，
提升智能化水平。

着力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加快推
动产业融合，支持军民融合关键技术
研发，加快实施一批航空航天、先进
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等高新产业领域重点项目，抓好中
船重工（邯郸）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
等 27 家省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建
设，争创雄安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办好中国·河北军民融合暨国防
工业协同创新成果展洽会。全年新增
军民融合企业 750 家，力争军民融合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400亿元。

（米彦泽、郝赫）

近日，君乐宝加工完成的奶粉通过全自动灌装机完成灌装，正一罐
一罐被运输到奶粉包装车间进行装箱工作。

近年来，君乐宝推动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建设
高档酸奶加工项目、世界顶级奶粉工厂项目等。其中永盛工厂项目是目
前国内规模最大、设备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高档酸牛奶生产车间。君源奶
粉工厂全面采用国际领先工艺，整合10余个国家、20多项专利、30多家
供应商的设备和技术。 吕 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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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李溢春、李
睿）6 月 24 日 21 时 49 分，载有 400 余名旅客的

“京和号”旅游专列驶入石家庄北站。这列由北
京开往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已开行了 4
年，这是今年开行的首趟。

今年，该旅游专列继续开行3趟。中国铁道旅
行社列车经营部工作人员介绍，相比往年，今年专
列新增了哈密停靠站，线路也增设了哈密“魔鬼
城”景点，还为旅客提供了文化旅游体验，如歌舞
团演出、农民家宴及表演等活动，各地酒店全部升
级为四星级。列车往返全程共16天。下两趟“京和
号”旅游专列将于8月4日和9月13日出发。

“京和号”旅游专列
今年首趟发车

下两趟专列将于 8月 4日和 9月 13日发车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2017 年 4 月联合国
大会决定将每年的 6 月 27 日设定为“中小微企
业日”。为推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6月27
日，由省工信厅主办，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新华创客河北中心承办的2018年河北省

“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

小企业促进法》，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学政策、
用政策。还通过宣传推介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网络和河北省跨部门政策发布平台等
方式，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宣传和服务。

我省“中小微企业日”
主题活动在石举行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6月27日，2018年石
家庄市创业创新大赛初赛在河北科技大学举
行，参赛选手展示了精彩的创业创新项目。

大赛为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河
北选拔赛推荐石家庄市优秀项目，由石家庄市
人社局等单位主办。经过初选，全市共有206个
项目参加初赛。其中，创业项目组100个，创新项
目组 100 个，专项组 6 个。初赛将持续至 6 月 29
日，最终评选出创新项目组和创业项目组各 30
个项目晋级市级决赛。对晋级决赛的项目，将纳
入石家庄市创业创新项目库，优先向创业投资
机构推荐，提供长期跟踪服务，并在入驻孵化园
区、贴息贷款、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6月27日至29日

石家庄市创业创新
大赛进行初赛

综合治理带来多重效益
——我省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追踪

□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何 菲 肖恩君

2016 年 12 月，我省成为首批国家山水
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省份。按照财政
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
的《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的通知》精神，在“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我省在张家口、承德
和涞水、易县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进展如何？笔者近
日进行了探访。

完成和在建项目 70 个，治理
河流88.81公里，增绿28万亩

近日在易县与涞水交界处，拒马河河水
清澈见底。河道两侧，柳树、松树郁郁葱
葱。保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前，拒
马河的水比较浑浊，现在的好水质得益于涞
水县野三坡拒马河（易县与涞水交界处至北
京界）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

绿化 442.5 亩、土地生态治理 678 亩、河
道清淤与防渗 1017 亩、河道护岸建设 1107
亩、增设临时砂石坝7处⋯⋯涞水县野三坡拒
马河综合整治工程统筹考虑了山水林田湖草
等多种要素。2016年，该工程被列入国家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

“该项目总投资 3.3 亿元，目前已经完
工。国家补贴的 2795 万元，已拨付项目主
管单位。”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和草。“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相比过去单纯治山治水，山水林田
湖草统筹治理，带来了更显著的生态、经济效
益。”保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
《关于进一步修改完善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我省
组 织 张 家 口 、承 德 、保 定 市 筛 选 出 拟 于
2017—2018 年度实施的项目 75 个，连同已
确定的2016年度项目，共有154个项目纳入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实施方案。

截至 4 月底，我省完成和在建的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项目达 70 个，共修复毁损山体
1462.5 亩，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91.6
平方公里，河流生态综合治理 88.81 公里，新
增绿化面积28万亩，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积
2.76万亩，湿地修复与保护面积6.39万亩。

聚 焦 重 点 区 域 、重 点 项 目 ，
各部门协调联动，集中力量抓实施

近日，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哈里哈
乡钓鱼台湿地附近的伊逊河河道旁，笔者看
到，清清的河水、湖泊，碧绿的山坡，成片的
草场，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2016 年被确定为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以
来，承德市选取围场、丰宁、滦平作为示范
区，推动率先突破，打造样板示范。

“借鉴先进做法，我们引进了德国的‘拟
自然’理念进行河道整治。”承德市财政局局
长栾志宏说，借鉴美国黄石公园成立“大黄
石协调委员会”的做法，承德市于 2016 年成
立了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由财政部门牵
头，各相关部门配合，改变了以往‘九龙治
水，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省财政厅副厅
长马学告诉笔者，为推动试点工作顺利进
行，我省成立了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财政厅。同时
建立了省直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财政、国土、
环保、发改、农业、水利、林业、住建、安监等

部门为成员单位，统筹协调、指导、推进全省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张家口、承德、保
定市也分别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我省突出重点、打
造亮点，围绕“一线（绿色奥运廊道）”“一弧

（与北京接壤的弧形地带）”“两水系（官厅、
密云水库上游水系）”和“拓展治理区（对‘一
线、一弧、两水系’生态环境起保障作用的区
域）”的总体布局，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项目，
集中力量抓实施。

创新体制机制，多方筹集资金，
加快生态环境修复

近日，在赤城县白河水系干流白河岸
边，柳林屯村被雕花围墙环绕，青堂瓦舍
的民居整齐排列着。村内污水处理、垃圾
桶、公厕等设施一应俱全，环境优美。

“村里环境改善归功于小流域综合治
理。”该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小流
域综合治理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生态修复
工程。

为全方位、多角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省财政厅积极创
新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建立多元化生态
补偿机制、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红线”管理机制及运
行管护长效机制等，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建立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方面，
我省与北京市联合开展了密云水库上游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包括
水土流失治理、污水垃圾治理、河道整
治等。

在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承
德、张家口市持续推进密云水库上游稻田改
旱田工程。两地累计争取北京市补偿资金
6.06 亿元，其中补偿承德市 4.43 亿元，共实
施了 7.1 万亩稻田改旱田工程，年均节水
4376万立方米，年减少化肥使用1.1万吨、农
药使用89吨。

同时，我省还对相关专项资金进行了整
合使用。“各级财政用于高标准农村环境整
治、水污染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等相关
的专项资金，按照职责不变、渠道不乱、资金
整合、打捆使用的原则，支持生态保护修复
试点项目。”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处长李
毅说。

为筹措更多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我省鼓
励各市创新投融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项
目采取 PPP 模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修复的资
金投入，加快生态环境修复步伐。承德市通
过 PPP 模式，仅丰宁潮河上游“一主四副”河
道综合治理项目，就撬动社会资本 3.99 亿元
参与项目建设。

在项目管理方面，承德等地运用台账式
管理模式，每个试点项目在实施前、实施中、
实施后不同阶段，都准确记录 18 项基础信
息、10 组对比照片、16 项跟踪指标及全套文
件资料，图文并茂记录试点项目进展，反映
项目建设成果。

近日，在围
场 哈 里 哈 乡 钓
鱼台湿地旁，以

“拟自然”理念
治 理 后 的 伊 逊
河 河 道 景 色 优
美。

记者 曹 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