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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88个重点项目签约网上“5·18”经洽会，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云”上寻机引优质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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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5月 20日，2020中国·廊坊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网上）圆满落幕。面对
全新的网上展会，石家庄市创新思路，
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网上展览，召开主
题推介会和产业对接系列活动，力促
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支撑强、经济效
益好的大项目好项目签约。期间，石
家庄市共有88个重点项目通过视频在
线的形式实现签约，为高质量发展增
添了新动能。

“云”上亮相拓展新商机

网上办会，云端招商。首次全程
“搬”上互联网的经洽会，给石家庄的
招商引资工作带来全新机遇。

石家庄市强化互联网思维，根据
网上展会的特点，积极开展网上参展、
网上洽谈、网上签约，精准对接客商需
求，保证项目落地落实。期间，石家庄
市参加了经洽会开幕式、河北省先进
制造产业线上虚拟展、河北国际技术
直通车-数字技术成果发布暨项目路
演对接会、冀粤澳中医药合作视频对
接交流会、国际商协会圆桌会暨专题
对接会等系列活动。此外，还组织了

“现代省会经济强市”主题推介会和产
业对接系列活动。

在河北省先进制造产业线上虚拟
展中，石家庄参展企业在第三展区亮
相，以 VR、3D、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
为观众奉上视觉盛宴。参展企业有石
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以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通飞华北飞机
工业有限公司、君乐宝乳业集团等 24
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

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
“今年是我们企业第一次参加网

上经洽会，虽然大家彼此间有空间距
离，但是受益于绿色、高效、新颖的‘云
端’展会，政府部门、客商、企业之间的
对接和合作更加密切。网上参展也为
我们带来无限商机，眼下已有几家客
商与我们对接洽谈合作。”以岭万洲国
际制药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郝立强说。

招商引资打开“新窗口”

没有面对面的对接，取而代之的
是屏对屏洽谈、线连线交流。今年的
经洽会上，石家庄市在自办系列活动
中打出招商引资的“新招式”，通过“云
招商”“云洽谈”“云签约”，取得了一系
列对接成果。

5 月 18 日下午，石家庄市组织了
生物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现代服
务业3场产业推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
式，为客商深入了解石家庄提供平台，
促进合作对接。河北自贸区正定片
区、石家庄高新区、石家庄经开区进行
了推介，奥泰医疗、以岭药业等多家企
业对投资计划、项目进展、企业发展等
进行了分享。

“我们的口岸医药物流中心一期
项目投用后，进口药品可以在这里中
转、划拨，大大降低进口药品的流通成
本。”在主会场的视频镜头前，河北自
贸区正定片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
长戴景龙介绍了口岸医药物流中心、
医药展示交易中心、佑仁生命健康产
业科技创新园、生物医药创研基地等4
个在建项目。

虽然没有客商来到现场，但屏幕
的对面却有无数关注的目光。“正定片

区推出的系列扶持政策，不仅是石家
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利好，更将为
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开拓新局面。”
成都奥泰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张苇顿通过屏幕表达了到正定片区
发展的迫切愿望。他希望企业的超导
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研发在这片沃土
上实现新的突破。

在现代服务业推介会上，河北斯
凯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翔结
合县域电商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
农村电子商务呈现的新发展动向，并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现在，
电子商务进农村已经实现全覆盖，但
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仍然存在不畅通现
象。”王翔有信心，自己的专业电商服
务团队可以带领农户走上一条成功的
致富路。

“以前是一对一寻找适合项目落地
的区域，现在通过网络推介会，一个视
频窗口就能了解到石家庄市多个地方
的发展情况和产业政策，提高了项目对
接效率。”中南高科石家庄项目负责人
陈子沫为新的招商引资形式点了赞。

现代产业项目亮点纷呈

线上参展忙，线下喜丰收。石家
庄市充分利用网上经洽会这一国际交
流合作平台，积极吸引国际投资，拓展
对外贸易。经过洽谈对接，共有 88 个
项目通过视频在线的形式实现集中签
约。其中，外资项目 5 个，总投资 2 亿
美元，协议引资9246万美元；内资项目
83 个，总投资 689.2 亿元，协议引资
674.7亿元。

签约项目中，体现石家庄经济特
色的“4+4”现代产业项目突出。“4+4”

现代产业项目 65 项，总投资 465 亿
元。其中，投资5.2亿元的循环化工园
区物联网腐蚀控制系统项目，将建设
产品设计研发中心、高精多维数控加
工中心、物联网电子电气设备组装测
试中心及配套仓储物流供应等辅助设
施。项目投产后，每年将为石油、化
工、电力、交通运输、国防科工等行业
提供一体化腐蚀控制系统、炼化装置
水冷器泄漏监测预警系统、腐蚀监测
与管理决策系统等各类软硬件产品
800套以上。

签约项目中不乏大项目。其中，
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24 个，总投资
494.2亿元。其中，投资12亿元的藁城
区数字流量产业园科技创新综合体项
目，将建设八大平台中心，项目建成后
将为入园的数字经济企业提供电商孵
化、人才培训、共享技术平台、共享周
转仓、共享海外仓、共享海关清关等服
务，打造升级版的电子商务全产业链
的数字流量总部基地。

此次签约的外商投资项目主要涉
及节能环保、先进装备制造、总部经
济、食品加工等领域。其中，总投资
6838万美元的无极县水务环保处理一
体化项目，拟采用“化学高级氧化预处
理+生化单元+过滤+化学氧化”系统
处理技术，提升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技
术水平。项目建成后，预计污水处理
总规模可达每天8万吨。

“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将为石家
庄市‘四种类型经济’和‘4+4’现代产
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我们将以更加
真诚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为这些
项目的落地落实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马千
里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培源）5 月 20
日，元氏县黑水河乡佃户营村炒茶房里
机器轰鸣。揉捻、发酵、烘干，8 个小时
后，新鲜的连翘叶就变成了干茶。“体积
虽然缩了，价值却翻了番。”村党支部书
记王建立眉开眼笑。

佃户营村位于元氏县西部太行深
山区。由于交通闭塞、地理位置偏远等
原因，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属于自己的产
业。2015 年，王建立当选佃户营村党支
部书记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荒山增
收。有一天，王建立看到村里的山坡上，
野生连翘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年年开
花结果。那一刻，王建立有了想法，“种
植连翘，让它成为佃户营的特色产业。”

经过咨询相关专家，更加坚定了王
建立发展连翘种植的决心。“太行山区的
环境非常适宜连翘生长，它虽是名贵中药
材，但是不娇气，很好管理，省时省工。”

2015 年，利用扶贫资金购入的 3 万

多棵连翘苗运进佃户营村，免费分发给
村民。自此，村西的荒山成了连翘的种
植地。到现在，佃户营村已有300多户在
种植连翘，种植面积达 2000 亩，并已显
示出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连翘浑身都是宝，叶子可以加工
成连翘茶，果实是中药材，且用量巨大。
产量、价格也稳定，盛果期亩产100公斤
到 150公斤，亩均产值 4000元左右。”王
建立说，他们发展连翘种苗繁育、种植，
效益非常不错。

去年连翘花期，王建立望着漫山金
黄，“深加工”的念头迸发出来。参加各

地的中药材大会、去山西考察连翘加
工、到贵州学习连翘制茶技术等。多方
学习后，王建立根据本村情况开始着手
准备连翘茶的生产加工，并自掏腰包建
设炒茶房。

“5 月初把炒茶房炒出来的连翘茶
送检了，因为是纯天然产品，各项指标
都合格。”采访中，王建立微信消息通知
的声音响了起来，看完消息之后他立刻
坐直身子喊道：“连翘茶的‘准生证’有
了。”原来，元氏县工商局工作人员给他
发来了生产许可证的照片。

“还要抓紧申请注册俺们的商标，

有了这个‘身份证’，连翘产品就能推向
市场、打造品牌了。”王建立说，他们将
依托元氏县即将举办的旅发大会力推
连翘茶，如果效果好，将整合资源在村
子里建设制茶大车间。

在佃户营村，连翘树正变成“摇钱
树”，引领着村民走上绿色致富路。“五年
内，我们要打造万亩连翘基地，形成集种
植、采摘、旅游、休闲于一体的致富产业
链，成为太行山经济带新亮点。”王建立
说，深度挖掘连翘产业的附加值，拉长连
翘生产的产业链，使连翘特色产业成为
乡村振兴和群众致富的“定心丸”。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培源 通讯员
王凯凯）“今年黄瓜的价格比往年略高，
每斤能到 1 块 2 或 1 块 3。我家种了 8 亩
多地的黄瓜，一年下来纯收入有十几万
呢。”前不久，在藁城区贯庄村黄瓜交易
市场，黄瓜种植户薛文良眼看着一车车
嫩绿的黄瓜被运往全国各地市场，脸上
写满笑意。

贯庄村黄瓜交易市场2008年建成，
被认为是“华北最大的黄瓜交易市场”。
以前农户销售靠摆摊卖货，现在是采取
订单模式，农户按照收购商的标准挑选
黄瓜装箱送货，让销售变得直接、简单。

贯庄村是当地有名的黄瓜种植专
业村，全村 90%以上的农户依托大棚种
植黄瓜，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近年来，

该村通过打造生产基地、引进种植技
术、创新销售模式等，逐渐形成了育苗、
种植、销售一条龙产业链。

目前，贯庄村建成了两个育苗基地，
年育苗量达到2000万株，育苗种类不仅
有黄瓜，还包括茄子、西红柿等多个蔬菜
品种，并全部实行订单生产。“以前农户
们都是自己从外地买苗或者自己育苗，
成本高，而且成活率也不能保障。现在有

了育苗基地，不仅幼苗成活率高，种出来
的蔬菜口感也更好。”基地负责人说。

为促进该村蔬菜产业的发展，贯庄
村村委会积极组织菜农创建农民合作
组织，建成了 3 个规模较大的蔬菜合作
社，入社会员达到400余户。合作社提供
农资、种苗供应、生产过程中技术指导
及产品销售全方位服务，蔬菜销往河
南、山西、四川、内蒙古等地。蔬菜供不

应求，农户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每亩地
年收入平均在2.5万元至3万元之间，全
村年产值达到 1.8 亿元，有效带动了全
镇蔬菜规模发展。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建立模式化
设施蔬菜栽培管理技术体系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打造省会周边现代
都市绿色蔬菜供应基地，更好地实现农
民增收。”贯庄村党支部书记孟彦峰说。

藁城区贯庄村发展黄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致富

一条黄瓜产业链，一年产值一亿八

元氏县佃户营村打造万亩连翘基地助农增收

太行云深处 连翘种满山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培
源 通讯员王民）为进一步做
好主导产业培育和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工作，近日，新乐市工信
局邀请5名“工业大夫”，就该市
25家重点工业企业如何做大做
优做强“把脉问诊”。

新乐市将 2020 年确定为
“主导产业培育暨特色产业转型
升级攻坚年”，着力加强政策、资
金、人才、环境支持，确保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新乐市聘请河北鸿华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工业
诊所”进驻该市，对照机械制
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电热
制品等 16 个行业，配备相关专
家，对全市121家规上企业逐一

“体检”，为企业“把脉问诊开

方”，加快工业企业转型发展步
伐。据了解，新乐计划今年通
过转型升级行动实现培育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20家；培育“规升
巨”工业企业 6家，“规升巨”企
业产值实现倍增；新增“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10家以上。

“创建‘工业诊所’是深入
实施全省‘万企转型’行动的重
要抓手。”新乐市工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市将结合实际，逐
步建立“工业诊所、工业科室、
工业大夫”诊疗体系，为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个性化的“特效药
方”，帮助解决企业转型升级中
遇到的研发设计、工艺装备、质
量控制、企业管理、品牌塑造等
各方面的问题，推进工业企业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为规范城镇居
民二次供水管理，保障供水质量，保证二次供
水设施安全运行，近日，《石家庄市城市二次
供水管理办法》公布实施，明确新建、改建、扩
建工程对水压要求超过城市供水管网水压标
准的，应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储水设施
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清洗、消毒。

二次供水是指将集中式供水系统的生活
饮用水经贮存、加压或者通过水处理设备采
用过滤、吸附、软化、消毒等措施再处理后，由
管道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其中涉及从城
市公共供水管道取水点阀门位置至居民家庭
水表范围内的相关设施，包括供水管道、阀
门、水泵、电器设备、自动控制与监视系统等。

办法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对
水压要求超过城市供水管网水压标准的，应
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配套建设的二次
供水设施应当与建筑物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工程竣工后，经城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满足一
户一表、抄表到户要求，符合施工安装、操作
管理、维修检测等具体要求，储水设施内壁光
洁、不渗漏、加盖加锁、防冻保暖、防潮防涝，
与消防储水设施相分离，同时落实防范恶意
破坏二次供水设施的技防、物防措施。

在日常维护管理中，二次供水设施管理
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对储水设施每半年至少进行
一次清洗、消毒、检测水质并公示；卫生健康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监
测，监测结果及时在政府网站上公示。

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
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工
作。此外，实行不间断供水，并在小区公布服
务电话。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
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二次供水设施管
理单位应当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户做好储水
准备；因发生设备故障或者紧急抢修不能提
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

对未按规定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设计、建设、维护，对隐瞒、缓
报、谎报水质突发事件或水质信息，对擅自占用、破坏二次供水设
施以及危害二次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有关机关将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近日，石家庄市长安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召开退役军人专场职业
推介暨签约会，活动全程通过网
络平台——长安区退役军人事
务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发布、网络
报名、网络面试等，共有 5 名退
役军人成功签约入职。

长安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
平台是石家庄市首家区（县）级
退役军人事务服务平台，于今
年3月正式上线。该平台主要服
务对象为有就业意愿的退役军

人、现役军人家属或退役军人
家属，平台通过手机客户端提
供企业岗位信息、投递简历、在
线报名等服务，方便了企业与
退役军人线上沟通。

平台上线以来，已在线解答
退役军人线上咨询163次，受理
帮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包括技
能培训提升逾500人次。经平台
推介岗位，目前已有46名退役军
人正式入职，入驻平台的帮扶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企业56家，提
供岗位67类超过1000余个。

新乐市

“工业大夫”为企业
转型升级“问诊开方”

长安区

退役军人事务服务平台开通

日前，滹沱河生
态修复二期工程正
在紧张施工。该工
程是石家庄市2020
年“三创四建”十大
重点项目之一，西起
藁城城区东，东至深
泽与安平县界，全长
43公里。目前，工程
完成土方开挖2462
万立方米，栽植乔木
1.01万株。

河北日报记者
田瑞夫摄

河北日报讯 (记者董昌
通讯员张洁）近日，石家庄市鹿
泉区南故邑村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揭牌投用。

南故邑村是鹿泉区重点打
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村之
一。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鹿泉区将“文明实践·美德
鹿泉”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的主题，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与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试点工作紧密结合，在全域推
进中心（所、站）建设的同时，重
点打造4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村。同时，按照“试点先行、

多种模式，彰显特色、打造品
牌”的思路，选取东土门、西土
门、岸下等16个村，采取所站合
一、多村共用、单村自建、村企
合作等多种模式，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示范区建设。

据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石向军介绍，他
们今年将建成区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13 个乡镇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和 170 个村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明年将完成剩
余38个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从而实现三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

鹿泉区

今年建成170个村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