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抓协同发展机遇 壮大高端高新产业

廊坊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省第二
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

廊 坊 9
10版 石家庄 11版 邢台 12版 邯郸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曹丽娟 视觉编辑：韩永辉

本报讯（通讯员孙亚安 记者孙占稳、
解丽达）维信诺（固安）第 6 代全柔 AMO-
LED 生产线、京东跨境电商保税区北方中
心等项目建成投产，中国联通华北基地二
期、益海嘉里、北京稻香村生产基地等项目
加快建设，中国移动国家级数据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新校区大厂拓展区等项目开工建
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
之年，廊坊市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热潮涌动。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大力
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廊坊市加快构建

“2+1+6”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来自廊坊市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 年，廊坊市实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671 个，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6.9%，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廊坊市大力抓
好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2018 年，该市共实
施亿元以上项目 1004 项，其中 10 亿元以
上项目 163 项。1004 个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
占比达到 60%以上。其中，38 个项目跻身
省重点建设项目行列，完成投资占年计划
的 168.4% 。 总 投 资 280 亿 元 的 第 6 代
AMOLED 项目已试生产，达产后将满足
9000 万部智能手机全柔性折叠屏需求；总
投资 81 亿元的中安信碳纤维及康得复材
一期，形成1700吨的年产能。

廊坊市制定实施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提升“大智移云”产
业首位度，聚焦新型显示、新材料新能源、
高端制造、电子商务、大数据、文化创意六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夯实现代化经济
体系根基。2018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 62.7%，比全省高 32.3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高端技术装备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210%，电子信息业投
资同比增长了77.6%。

维信诺、京东方、鼎材科技、翌光显示
等新型显示龙头企业集聚发展，产业集群
效应初步显现；大数据产业汇聚华为、润
泽、联通等一批高端高新项目，全市在线运
营服务器达 52 万台，逐步实现由存储到应
用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加快建
设国内智能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销售额
千亿级的智能电商产业运营基地；香河智
能机器人产业集群、百世金谷燕郊国际产
业基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固安研发生产
基地等成为高端制造产业集群隆起点；新
材料新能源产业引进了投资 81 亿元的中
安信碳纤维及康得复材、投资 100 亿元的
中交建新能源汽车项目；中信国安影视制
作基地、大厂影视小镇、梦廊坊国际康乐旅
游港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排头兵⋯⋯六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拉动廊坊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

在服从服务国家大事中加快实现高质
量发展，廊坊市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机遇，加快推动交通、产业、生态环保三大
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密涿高速廊坊段实现通
连，京雄城际铁路、新机场北线高速、津石高
速开工建设，中国移动大数据中心、中航试

金石检测基地等一批京津转移项目加快建
设或建成投产。2018 年，廊坊市引进京津
项目 161 个、资金 660 亿元。同时，深入落
实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依托石保廊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积极引进京津科技创新资源，加
快构建科技成果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
业化新格局。去年，全市新增协同创新基地
5 家，总数达到 27 家；267 家企业通过省高
新技术企业专家评审，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1253 家，新增市级以上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12家，新增院士工作站6家。

抓住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力
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
续优化。2018 年，廊坊市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推出简单
事项马上办、复杂事项加速办、应上尽上网
上办、管家服务省心办“四办”服务承诺，
277 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实现网上运行，
审批效率平均提高 75%；加快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全面推行“五十证合一”，企业登记
注册实行“审核合一、一人通办”和全程电
子化，办照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企业
开办时间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 4 个。截
至去年底，全市市场主体达到 36.07 万户，
同比增长了13.25%。

2018 年全市实施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 1671 个，完成投资同
比增长 6.9%。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62.7%，比全省
高 32.3 个百分点，位居全省
第一位

本报讯（通讯员徐巍 记者孟宪峰）笔
者从霸州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获悉，该
市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全新步伐，全市农业、
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比重由 2017 年的
3.6∶58.1∶38.3 调整为 2018 年的 3.4∶46.5∶
50.1，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 50%，产业结构
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
变。2018 年，霸州市第三产业纳税 22.17
亿元，同比增长 17.5%，占全部税收比重达
到了53.7%。

近年来，霸州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2017 年，该
市在全省率先完成钢铁去产能工作，退出
炼铁产能 416 万吨、炼钢产能 498 万吨，妥
善安置职工 1.2 万名，正式成为“无钢市”，
闯出了一条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
作、政策支持的市场化去产能新模式。

“面对京津科技成果、产业项目和公共
服务转移延伸，随着京雄城际、京德高速、
荣乌北线等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霸州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条件愈发明
显。”霸州市委书记房欣说，着眼于更好地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和服务支持雄
安新区建设，霸州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节点
城市，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先行区、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区、临空经济发展协作

区、城乡统筹示范区的“1+4”功能定位。
坚持以项目建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霸州市 2018 年谋划运作亿元以上项目
167 个，总投资 1975 亿元，当年完成投资
199 亿元。争列省重点项目 4 个、市重点项
目 18 个，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排名廊坊
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项目中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项 目 共 45 项 ，占 比 达 到 了
55.6%。

紧紧把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机
遇，着力推进园区和项目建设。特别是都
市休闲食品、烘焙食品、中央厨房等高端、
高品质食品制造业，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在京津叫响了“舌尖上的产业新城”金
字招牌。截至目前，霸州经济开发区入驻
食品企业 35 家，总投资超 120 亿元，益海
嘉里、北京稻香村、达利食品、加州原野等
知名企业相继落户。

民营经济是霸州市的传统优势产业，

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该市产业结构调
整意义重大。2018 年，霸州工业投资、工
业技改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0.2%和 8%，新
增规上企业 35 家，总数达到 195 家，跻身
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市）十强，有
4 家企业入围全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制
造业双百强。

坚持科技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2018 年，霸州市全社会科研经费投入
3 亿元，同比增长了 66.7%；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 34.8%，全市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纳税同比提高 44%；新增专利申请量 1340
件、授权量 877 件，继续保持廊坊第一；新
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201 家、科技小巨人企
业 15 家、廊坊市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10
家、孵化器 1 家，省初审通过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19家。

以品牌建设促产业提档升级。目前，
霸州全市注册商标达5544件，其中中国驰

名商标 7 件、地理标志商标 1 件、省级质量
奖项 43 个，津恺食品“海琦王”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霸州熏醋”地理标志商
标获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争荣食品荣获“全
国百佳农产品品牌”。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推动霸州综合实力再次迈上新台阶。
2018 年，霸州市在两家钢厂关停减少税收
近 10 亿元的情况下，全部财政收入和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逆势上扬，分别达到49.45亿
元和 27.4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和
16.5%，分列廊坊第三位和第四位，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为六年来最高。

“我们将深入实施技改升级工程、工业
设计工程、品牌引领工程、‘互联网+’工程、
院企对接工程，打造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
领区。”霸州市市长刘志亮说，今年他们将
坚持以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继续加快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

霸州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50%
2018年第三产业纳税22.17亿元，同比增长17.5%，占全部税收比重达到了53.7%

□记者 孟宪峰

欢快喜庆的乐曲、往来穿梭的人群、
热情洋溢的笑脸⋯⋯近日，廊坊市广阳区
馨境界社区服务中心里热闹非凡，人们早
早来到这里，准备参加晚上举行的幸福团
圆大联欢活动。

服务中心不大，不到 200 平方米，
包括一个小剧场、一间活动室和社区党
支部办公室。团圆联欢活动的场地就选

在了小剧场和活动室，房顶挂上了红灯
笼，屋里摆上茶水瓜子，人们围拢桌
前，谈笑风生。

调整场地布置细节、核对节目顺序、
模拟活动流程⋯⋯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静
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过节一起大联欢、吃
顿团圆饭，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需求，搭建居民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平
台，增进邻里感情，营造团结奋进、喜庆祥
和的氛围。”张静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组织
这样的社区活动，邀请了社区居民、老党
员80多人参加。

围绕着“团圆”这一主题，这次活动设
置了茶话会、集体合影等环节。“大家抓紧
戴上红围巾，去外面照相喽。”看看天色有
点晚了，担心光线暗了影响拍摄效果，张
静拿起麦克风催促大家。“咔嚓——”随着
摄影师的闪光灯一闪，一个文明祥和的

“大家庭”的场面定格在了镜头里。
不到 18 时，团圆饭开餐了，简单但实

惠的凉菜热菜摆满了现拼起来的长条餐
桌。“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干
杯！”大家共同举杯，彼此互道祝福，本不

甚熟稔的邻居们片刻间热络了起来。
聚餐中间还穿插着文艺表演，上台的

都是社区居民。男女合唱《欢聚一堂》、河
北 梆 子《辕 门 斩 子》、女 声 独 唱《好 日
子》⋯⋯精彩的节目赢得观众的阵阵掌
声。“和大家一起吃顿饭，过年的味道更浓
了。”今年 67 岁的李德玉一边品尝着香喷
喷的饭菜，一边感慨，“社区里的活动一场
连着一场，我感觉和邻里的关系更亲了，
更近了！”

聚餐临近尾声，社区居民肖玉琴小声
提醒着刚刚认识的几位邻居：“咱们把桌
子上的瓜子皮装到袋子里，这样工作人员
方便打扫。”当天的聚餐，就餐现场秩序井
然，地上没有留下一点垃圾，居民的文明
素养可见一斑。“这次活动带着温度、带着
情怀，真正办到了社区群众的心坎上。”社
区居民潘学中说，他希望有机会多参加社
区党支部组织的这类活动，让邻里关系更
文明、更和谐。

本报讯（通讯员陈丽娜、刘伟）三河市把健康扶贫
作为脱贫攻坚重点行动之一，全面落实基本医疗、大病
救治、医疗救助、商业补充保险“四重保障”，让困难群
众看得起病，进一步提高贫困户家庭幸福指数。2018
年，三河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报销 2962 人次，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该市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财政全
额资助。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全部落实了“先诊疗、后付
费”“一免三减”“一站式结算”等帮扶政策。在大病救
治方面，三河市将市医院、市中医医院确定为全市贫困
患者大病救治定点医院，并成立了专家组，建立了工作
台账。对罹患食管癌、胃癌等 9 种大病贫困患者进行
救治，全市39名建档立卡贫困大病患者已全部得到救
治，救治率 100%。在医疗救助方面，对患有慢性病的
贫困患者实行签约管理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提供规范服务，安排每
月一次随访，提供健康保障。全市共管理糖尿病、高血
压、结核病、重性精神疾病等建档立卡患者 535 人，签
约管理率达到了 100%。在商业补充保险方面，该市
按照人均 800 元的标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投保
了商业补充保险，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赔付、统一流程，
相关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在落实健康扶贫“四重保障”
后，因特殊疾病、特殊情况等原因，自费比例仍较高的，
实施民政医疗救助，门诊自付部分按 60%、住院自付
部分按 60%至 100%予以救助，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
住院自付比例严格控制在10%以内。

同时，三河市积极落实健康扶贫各项便民、惠民政
策，实施“六个一”工程，为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购置一
个急救药箱，开展一次健康体检，制定一个健康促进方
案，组织一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发放一张健康卡，开
通一条就医绿色通道。

三 河 全 方 位 落 实
健康扶贫“四重保障”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报销
2962 人次，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90%以上

本报讯（通讯员于洪良 记者孟宪峰）近日，
在固安县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大厅，来自石家庄
的小王3分钟就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证换证办理，她
直说“真方便”。1月22日，固安县公安局身份证自
助办理综合系统开通，这是廊坊市首套身份证自
助办理综合系统。

固安县公安局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
限度服务群众，引进了身份证自助办理综合服务
系统，建立起既能申请、照相，又能办理证件、自助
领证的独立业务大厅，在廊坊尚属首次。此套系
统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受理业务范围为省
内身份证到期换领、丢失补领、损坏补领 3 项，划
分为照相、申请缴费、领证 3 项业务。15 个工作
日，即可拿到身份证。

目前，此系统尚有一些情况不能受理，包括初
次办证业务；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未采集过照片
和指纹信息的；容貌变化较大，系统比对不一致
的；指纹信息与系统信息不一致，或指纹纹路不清
晰采集不成功的；网上信息与户口本、身份证信息
不一致的,或查找不到网上信息的。以上情形还
需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人工窗口办理。

固安开通身份证
自助办理综合系统

本报讯 （通讯员尹皓伦 记者孟宪峰） 污水经过
粗格栅、细格栅、曝气沉砂，再经过膜格栅一层层过
滤，最后进入好氧池，通过生物工艺被进一步有效净
化⋯⋯在廊坊铁路北污水处理厂，城区污水经过一道
道复杂工序的处理，处理后的水一部分可作为中水回
收利用。

廊坊铁路北污水处理厂位于廊坊市区东南部、京
沪高铁以北、八干渠以南，于 2018 年 5 月建成试运
行，设计处理能力 5 万吨/天，收水范围为廊坊市中
心城区铁路以北区域，由廊坊市云新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运营。

“目前铁路北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主要用作国电电
厂的冷却水，中水利用率能达到 50%左右。”廊坊市云
新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齐凯涛介绍，污水处理
厂建设是污染治理的关键一环，污水治理可对保护地
下水源，提高地面水环境质量，同时对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
大。2018 年，廊坊市补齐污水治理短板，相继完成铁
路北污水处理厂、凯发污水处理厂扩建、万庄再生水厂
项目建设，污水处理能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心城区总
体的污水处理能力从每天原有的 8 万吨，提高到现在
的21万吨。

城区去年新建扩建
3 座污水处理厂
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21万吨

居民在固安县公安局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大
厅使用身份证自助拍照机和自助申领机。

通讯员 门丛硕摄

广阳区馨境界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幸福团圆大联欢活动。 通讯员 吴 杰摄

2 月 6 日 ，
农历大年初二，
胜 芳 新 春 庙 会

（第四届民俗文
化节）开幕，庙会
为期 10 天，古镇
张灯结彩，广纳
四海宾客，一派
喜庆祥和气氛。

通讯员
邢亚南摄

社区社区““大联欢大联欢””增进邻里情增进邻里情
——在广阳区馨境界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