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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构建“3＋2”现代产业体系加快转型发展

迭代升级，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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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近日，安平县鹤煌股份有限公司
丝网生产车间，10座单体面积达4000
平方米的厂房一字排开，17台崭新的
进口自动化设备正生产一张张宽幅14
米的细密丝网。该公司是一家以高端
造纸滤网为主打产品的生产企业。

“自从有了这些高端装备，企业产品
品质实现跨越提升，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国内外订单应接不暇。”该公
司总工程师董克清说。

作为衡水市 9 个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之一，安平丝网坚持传统产业“不
传统”，制定了产业振兴计划，依托
丝网旗舰企业，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
产业化，促进丝网产业由“安平制
造”向“安平创造”转变。如今，安
平丝网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5%，占
全国出口量的80%以上。

安平丝网产业的发展只是衡水传
统产业迭代升级的一个缩影，与传统
产业迭代升级相呼应的是衡水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该市紧盯前沿
方向，坚持“无中生有”，重点培育
壮大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及
生物制品三大主导产业，谋划布局服
务机器人和数字信息安全两大未来产
业，构建“3＋2”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交相辉映的
局面，为该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施产业振兴，传统
产业焕发活力

衡水传统特色产业在细分市场上
都是“单打冠军”，却普遍存在产业链
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企业间同质化竞
争等突出问题。“特而不大、大而不强”
的现状让该市认识到，必须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立足特色产业基础，去年该市制
定了《特色产业振兴工作实施方案》，
每个特色产业编制一个发展规划，制
定推进方案，逐一明确推进目标、路径
和重点，逐一完善推进举措，引导特色
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方案明确，
到 2022 年，该市将打造年营业收入超
50 亿元的产业集群 12 个，年营业收入
超100亿元的产业集群6个。

目前，该市形成了安平丝网、桃
城橡胶、冀州采暖铸造等九个省级特
色产业集群，去年特色产业集群完成
营 业 收 入 128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1%。同时又筛选确定了5个重点打
造的市级产业集群，即冀州医疗器械
产业集群、武强县乐器产业集群、饶
阳县智能轨道交通信号器材产业集

群、景县铁塔钢构产业集群、阜城县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主
营收入都在20亿元以上，他们制定了
产业升级规划和目标任务，促使产业
形成新的增长极。

该市通过建立公共平台、成立行
业协会、培育上市企业、推出标准品
牌、开展专业培训等方式，力促特色产
业集群迭代升级。去年新建各类服务
平台 19 个，涵盖装备制造、金属制品、
复合材料、橡塑制品、生物化工、信息
技术和农副产品7个产业。同时，着眼
每个园区都有一家工业设计中心，在
已有7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基础上，再
新增 9 家。宝力橡胶集团公司的市级
工业设计中心被省工信厅认定为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实现了该市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零”的突破。

传统特色产业集群迭代升级战略
让传统产业焕发了活力，许多核心工
艺、关键技术实现了突破。衡水新光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水性黏合剂基础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真石
漆专用高性能丙烯酸酯共聚物乳液生

产技术”项目，投产后带来销售收入
2.1亿元。衡水中铁建的技术创新中心
和产业技术研究院建成后，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 14项，获得发明专利 42项，
平台运行近 5 年实现销售收入 30 多
亿元。

该市还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引领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
进各产业规范化发展。今年将重建毛
皮、铁塔、丝网、橡塑制品、复合材
料 5 个协会，新建医疗器械、乐器制
造、省级金属橱柜 3 个协会。促进优
秀企业上市，确定了拟上市企业库，
指导重点推动的18家企业与实力券商
进行“一对一”辅导对接。

品牌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该
市围绕特色产业集群振兴，积极参与
标准制定。2019年全市共参与制修订
国家标准18项、行业标准15项、省地
方标准 29项、市地方标准 3项、团体
标准14项。衡水中铁建工程橡胶有限
责任公司、冀州中意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标准，成功获批省级企业
标准“领跑者”。同时，该市加强品牌

培育，去年新获批“青竹”“奥冠”两
个驰名商标，驰名商标保有量增至27
项。衡水老白干荣膺“第十八届全国
质量奖”，填补了该市国家级质量奖项
的空白。目前，该市有各类品牌 360
余个、标准 120 余项，实现了园区和
产业全覆盖。

强化科技支撑，新兴
产业凸显实力

日前，在衡水科创中心，年产30万
吨的玄武岩纤维增强高密度PE产业化
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玄武岩纤维增
强高密度PE具有无尘、无味、环保等特
点，在大直径管道、家电、车体轻量化
等领域，发展前景及市场巨大。”东南
大学副教授刘建勋介绍，他们成立的
高技术纤维研究院，目标是将衡水建
成玄武岩纤维等绿色纤维材料核心技
术的研发中心、成果转化中心以及重
要的高技术产品供应中心，目前研究
院已申请了4项发明专利。

新材料研发生产是衡水致力打造
的三大新兴主导产业之一。结合产业
发展现状、特色产业集群，该市研究
制订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构
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的意见》，今年高
端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突破
800 亿元，新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力争实现1000亿元，食品及生物制品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 600 亿
元，服务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
突破，数字信息安全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力争达到300亿元以上。

同时，该市还创新 9 条措施，对
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创新服务平
台、创新孵化平台和新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 （示范） 企业，将分别给予
一定金额的资金补助，以此助推战略
性新兴产业借势崛起。围绕新兴主导
产业进行招商，去年该市组织了第三
届冀商大会、2019 国际智能机器人
及特种机器人峰会等招商活动。目
前，该市与京津对接合作项目达到
734项。

为助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去年
衡水市举办了首届创新创业大赛，报名
参赛项目达到198个，不仅有各县市区
项目参赛，还吸引北京、天津等外省市
21家企业报名参赛。同时，开展了万
人大培训，共组织各类培训140场、1.4
万余人次，培训内容涵盖转型升级、企
业管理、挂牌上市、工业设计、企业上
云等主题，有力提升了产业发展质量和
竞争力。

为给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成长创造
良好环境，该市相继建成了衡水科技
谷、衡水创新港、衡水科创中心，打
造了“中科院+”“院士+”等协同创
新平台，与教育部合作建立了“蓝火
计划”衡水基地，培育了原动力、衡
智众创空间、蓝火众创空间等一批国
家级、省级众创空间，成立了京津石
衡创客联盟，建成院士工作站17家。

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使衡水市
新兴产业呈现勃勃生机。去年该市新
认定复审高新技术企业 195 家，新增
科技型中小企业 865 家，技术合同交
易总额完成40亿元。

到2022年，该市将打造年
营业收入超50亿元的产业
集群 12 个，年营业收入超
100亿元的产业集群6个；
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营业
务收入力争突破800亿元，
新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力
争实现 1000亿元，食品及
生物制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力争达到600亿元

河北日报讯 （记者陈凤来） 日
前，记者从衡水市政府获悉，今年，
该市将抓好散煤污染治理、扬尘污染
整治、工业企业深度治理、机动车污
染治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 6 项重点工作，努力实
现市区 PM2.5浓度同比下降 3%，市区
优良天数比率56.3%，达到206天。

散煤燃烧是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
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前衡水市大气污
染治理的薄弱环节。今年该市进一步
加快推进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
程，10 月底前实现新增 32 万户左右

“双代”工程清洁取暖。推进衡丰、恒
兴电厂机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替代，
2020 年采暖季前新增供热面积 170 万
平方米，实现桃城区、高新区全域和
滨湖新区主分支一次管网热电联产全
覆盖。开展锅炉综合治理，6月底前，
完成全市域所有锅炉治理改造任务，
治理后锅炉全部达到目前国家和省最
严排放标准。

重拳治理扬尘污染。全市建设工程
项目全部落实网格化监管，网格员每日
对工地巡查一次，县市区监管部门每月
巡查一次，发现问题依法处罚并立即整
改，污染严重的停工整改。各县市区城
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5%以上，建
成区平均降尘量不高于 8 吨/平方公
里·月。

实施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程。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0年度“散乱
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实现“散乱
污”企业动态清零。对国家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河北省新增限制和淘
汰类产业目录涉气行业落后产能和落
后工艺进行淘汰。市主城区启动邯钢
薄板、华建板业等 28家企业搬迁。筛
选 100 家重点涉气企业开展挥发性有
机物精细化治理。持续开展餐饮油烟
污染综合整治行动，市主城区和县城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安装相应
的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并规范安装和
运行，使用率达到95%以上。

加强机动车污染治理。完成 300
辆国三标准柴油车深度治理改造。对
具备条件的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
型柴油车安装远程在线监控设备并联
网。坚决取缔非法加油站 （点）、非法
油罐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储存
和使用不合格油品行为。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制订“一
企一策”应急减排清单，对重点企业
进行重点帮扶，扩大重点行业排放绩
效评级范围。完善大气环境监管正面
清单，坚决杜绝“一刀切”。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在已完成
1800 家企业分表计电设施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分表计电在线
监控系统，今年新联网企业 400 家，
累计达到 2200家，对重点涉气行业企
业实现全覆盖。完善 VOCs 在线和超
标报警市级监管平台，加强涉 VOCs
排放企业全过程治理、全链条管控。
全市建设工程工地全部实现 PM10 在
线监测、视频监控安装全覆盖。

抓好散煤污染治理等6项重点工作

今年力争市区PM2.5浓度同比下降3%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这段时间，我们见到了更
多的坚韧与顽强、勇敢与热血、
平凡与无畏。我们也见到了更
好的自己。”日前，河北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第四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李
振兴兴奋地回忆起支援武汉七
院的50多个日夜。

1 月 26 日，农历大年初二，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护士长李振兴接到报名支
援武汉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写
下了《请战书》。“上午递交《请战
书》，中午就接到了出发的通
知。”匆忙回家收拾行李后，李振
兴便随河北支援武汉抗疫第一
批医疗队，星夜驰援武汉。“到疫
情最前线，让这个传统佳节因坚
守而变得更有意义。”

虽然常年在重症病房工
作，但到达武汉市第七医院后，
李振兴仍有了一丝久违的紧
张。“重症隔离病房每天面对的
都是危重症患者，生活都不能
自理，患者的吃喝拉撒和治疗
都需要我们亲自去做，工作强
度很大，而且感染风险很高。”
李振兴说，为了做好防护，大家
要穿上层层的防护服。防护服
穿上之后行动也变笨拙了，平
时很轻松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变
得气喘吁吁。“每次出来都是汗
流浃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都能感觉
到汗水在里面打转。”

当时由于防护物资紧缺，
为了避免中间上厕所及喝水而
更换防护服，他们只能长时间

不喝水不吃东西。嗓音变得嘶
哑，脸色变得苍白，面部被勒出
了血痕，鼻梁被压破。“鼻梁压
破，压不垮我们战胜疫情的决
心！”李振兴说，“只有在走出隔
离病区脱下防护服的时候，疼
痛和疲惫才提醒着我们已经连
续工作了七八个小时。”

从 2月 18日，实现“床等
人”，到 2 月 25 日，成功关掉
一个病区……李振兴高兴地
说：“看到患者一天天康复，再
苦再累也值了！”

李振兴在和同事们开展护
理工作的同时，还常常用暖心
的行动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病毒
的信心。有一位从普通病房转
到重症病房的老人，意识清醒，
但很惊慌，死死抓着李振兴的
手不放开说：“护士别走！我害
怕。”“别怕，我守着你呢，把氧
气戴好，要不憋得慌，给你盖上
被子，要不冷。”李振兴暖心地
说。就这样，半个小时，老人一
直攥着李振兴的手，渐渐地情
绪稳定了下来。随后，李振兴
又让同事拿进来一碗热粥，还
有两个鸡蛋。看到这些，老人
哭了：“小伙子，谢谢你！”

经过 50 多天日夜奋战，终
于守得云开见月明。3月13日，
随着 7 位患者从重症转出到其
他医院集中治疗，至此，武汉七
院也顺利迎来了“封舱”。当病
人转运到救护车上时，他们不停
地说：“感谢你们，希望咱们还能
相见，我带你们好好看看武汉。”
看到他们露出的笑容，李振兴眼
眶湿润了，“明年樱花盛开时，我
一定会再来与你们相见！”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
前，衡水市文明委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大爱衡水·志愿同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活
动将持续到2020年底。

活动围绕打造“志愿之
城”，组织动员广大志愿服务
工作者、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
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激发广大市民加入
到学习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

务的活动中，传播志愿服务精
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此次活动内容
分为学习宣传志愿服务理念培
育志愿服务文化、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持续打造
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三大类。具
体包括志愿服务理念宣教活
动、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推选展
示活动、“学雷锋月”抗疫行
动等17项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
日，记者在衡水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和“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市税务系
统认真落实国家出台的税费优
惠政策，帮扶企业纾困解难、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全市预计减
免税收2亿元。

在支持防护救治方面，该
市对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取
得的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
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个
人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冠肺
炎的医药防护用品免征个人所
得税。

在支持物资供应方面，全额

退还了41家省级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增量
税额。对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运输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及居民生活必需物资快递
收派服务的相关收入免征增值
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为扩大产能购置设备的，允许
税前一次性扣除设备购置款。

在鼓励公益捐赠方面，通
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的应对
疫情的现金和物品，直接向承
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应
对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时税前
全额扣除。无偿捐赠应对疫情
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记
者从衡水市住建局获悉，2020年该市
经排查确认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的
有 308 户，目前各地正积极采取措施
开工建设，确保 4 月底农村危房户全
部“清零”。

为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该市住建部门成立了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市、县、乡（镇）
逐级压实工作责任，将农村危房改造
工程与各级责任人年终考核相结合。
各县（市、区）与扶贫、民政等部门保持
紧密联系和对接，根据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贫困残疾人家庭 4 类重点对象名单，
对疑似危房住户进行鉴定、确认和动
态管理，做到应改尽改。

同时，各县（市、区）加大兜底力
度，统筹县级财政资金，兜底解决自筹
资金困难的贫困户安全住房问题。对
往年经过农村危房改造，但住房安全
性未达到安全标准的，由各县（市、区）
自筹资金提升改造质量，彻底消除安
全隐患。

近日，位于衡水高新区的皓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正抓紧生产。该
公司以通信器材的生产、研发、销售为主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近日，在位于衡水高新区的河北丰泽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支座柔性
自动组装线上，工人在操作设备进行生产。该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共同
开发设计的金属支座柔性自动组装线，自动化程度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生产效率提高了50%以上。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衡水启动学雷锋
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帮扶企业纾困解难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全市预计减免税收2亿元

4月底农村危房户

将全部“清零”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第
四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李振兴：

“看到患者一天天康复，
再苦再累也值了”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护士长李振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