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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河北省会展业发展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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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阳原县揣骨疃镇窑儿沟村是一个
易地搬迁村。2018 年底，窑儿沟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出列，
整村实现摘帽。

今年9月初，记者在窑儿沟新村看
到，错落有致的新民居前鲜花绽放，村
里的水泥路旁也点缀着绿植和花草，
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村民们说，与已经拆掉复垦的旧
村相比，新村除了更繁荣、更整洁，最
大的变化是有了“水气”，也有了灵气。

收起来的扁担

一年多来，每当看到收起来的扁
担，郭友运都会发出感叹：跟了自己大
半辈子，它总算“下岗”了。

郭友运今年 78 岁，从 18 岁开始，
他一直挑水供家人吃用，扁担换了几
根，肩膀也磨出了老茧。

窑儿沟村地处鹫峰山脚下，2016
年时，全村 48 户 120 人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有 34 户 85 人。摇摇欲坠的土
坯房，弯腰挑水人的背影，是外人到这
个村的第一印象。

郭友运说，自他记事起，村里人就
要到村口的两眼小土井挑水，直至搬
迁到新村，人们才不再挑水。

和郭友运一样，很多村民都把扁
担“珍藏”了起来。他们说，看到扁担，
就会回忆起过去的苦日子，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

水缸再也没用了

从旧村搬到新村时，很多村民都
把自家的水缸砸了。“水缸搬到新家没
用。”村党支部书记徐志说。

以前，每家每户都有七八口大水
缸。人吃水、喂牲口、洗衣服……只有
水缸里的水满着，心里才踏实。

徐志对一件事记忆尤为深刻。有

一年春节，他用了一天时间挑水给家
里的水缸加水。当时，土井里已经没
水，他找到潜流的出口，用瓢一瓢一
瓢舀着山泉水装满水桶挑回家。为了
装满水缸，他一天往返了十几公里
山路。

多年来，窑儿沟人的一天就是从
给水缸加水开始的。山路崎岖，路不
好走时，还要用手提，摔跤也是难免
的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水位下降，水
井里水很少。冬天和干旱的日子，为
了取水，需要24小时排队，很多村民只
好用马车去别的村子拉水。这样的日
子，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为了让缸里水常满，窑儿沟人尝
够了无奈和心酸。

两代人三次引水下山、修水窖

鹫峰山其实不缺水，但山势险要、
取水不易。几十年来，窑儿沟人为了
引水下山历尽艰辛。

徐志的父亲徐建新，曾是窑儿沟
村的老支书。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和

阳原县水利局干部刘大成一起，带领
乡亲们勘探路线，寻找潜流，铺设了
1000 多米陶管，并在山梁顶修建了小
水库，引水灌溉村里的果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陶管破损了。
乡亲们就把陶管换成塑料管，把管线
延长一倍，在山脚下修建了水窖，吃水
方便了很多。

2013年7月，一场大雨把塑料管道
冲走，吃水难问题再次凸显。

徐建新去世，刘大成退休，下一代
人担起了责任。刘大成的儿子刘文雅
是县水务局饮水股股长，他和徐志一
起带领乡亲们重新铺设了铁管，并重
新 修 建 了 更 为 坚 固 和 实 用 的 地 下
水窖。

在历次铺设管道引水下山和修水
窖过程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发挥
着骨干作用。在新水窖旁，乡亲们竖
起一块石碑：饮水思源、不忘党恩。

建鱼塘、建民宿，发展旅游业

2018 年，在华药集团驻村工作队
帮助下，窑儿沟村打了一眼深水井，并

完成自来水入户工程，村民吃水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

自来水通水那天，乡亲们把水窖
封了起来。

在各级部门帮助下，窑儿沟村最
近几年实施了小型灌溉项目5项，人们
不再为缺水而发愁。

为了利用好引下山的泉水，窑儿
沟村修建了一个鱼塘。“鱼塘面积有
1000平方米。”和记者一块儿来到鱼塘
边，徐志说，鱼塘不仅要养鱼，将来还
要种植荷花，要让人感受朱自清笔下
的荷塘月色。

窑儿沟村旅游资源丰富。唐代贞
元年间兴建的鹫峰寺塔就坐落在村子
西南方向，村子附近还有面积达 1 万
多亩的空中草原，登上草原还能俯瞰
数千亩原始次生林。搬迁到新村后，
很多村民新建了干净整洁的民宿，吸
引 了 许 多 美 术 和 摄 影 爱 好 者 前 来
采风。

“欢迎大家来窑儿沟，感受乡村美
景，见证时代变迁。”徐志向游客们发
出邀请。

从挑水吃到用上自来水
——阳原县窑儿沟村吃水用水变迁记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9月 15日，2020年河北省会展业发展
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大
会由省贸促会、省商务厅、省会展办共同主
办。会上发布了《2019年度河北省会展业
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2019年，河北会展业发展总
体呈现办展数量稳步提升、办展面积快速增
长、展馆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效
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对经济的引领作用
不断增强。会展业已经成为全省构建现代
市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近日，省住建厅
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部门印发《河北省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从完善政
策标准体系，健全建设管理机制，推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应用等方面，开展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进一步推进全省绿色建筑发展，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方案明确了创建行动的总目标，2022
年，全省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达到 92%，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面积达
到 600 万平方米，逐步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
装配式建筑占比，推动绿色建材在新建建筑
中的应用，星级绿色建筑持续增加，既有建筑
能效水平不断提高，住宅健康性能不断完善，
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全面推广，人民群众积
极参与绿色建筑创建活动，形成崇尚绿色生
活的社会氛围。

方案提出了实现总目标需要完成的重点
任务。

加快规划编制与标准体系建设。严格执
行绿色建筑标准，在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全部
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其中，政府投
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筑、建筑面积大
于 2 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建筑面积大
于10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按照高于最低等
级的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

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以政府
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学校等公共
建筑和集中建设的公租房、专家公寓、人才公
寓等居住建筑，原则上按照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标准规划、建设和运行。2021 年，石家
庄、保定、唐山市分别新开工建设 20 万平方
米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其他设区市分别新
开工12万平方米，定州、辛集市新开工2万平
方米。2022年新开工面积增速不低于10%。

整合现有资源，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冬
季清洁取暖试点等工作中，统筹实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政府投资的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
方米的新建公共建筑率先采用钢结构，以唐山、沧州市为试点，推
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发展。

探索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推动绿色建材应用，加强技术
研发推广，推进绿色建筑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康伟、张强）9 月 17 日，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石家庄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智慧能源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着力把滹沱河沿岸打造成
石家庄旅游创新转型新样板、
智慧能源发展新样板。

按照协议，双方将研究建立
规范统一的岸电运营服务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优化岸电服务方
式内容，提升岸电应用便利性和
用户满意度；利用屋顶、沿岸路
灯等，部署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储
能设备，在项目停车场等需求大
的位置部署电动汽车、电瓶车充
电桩，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多种
商业模式，建设光伏发电及其他

清洁能源项目；寻找冷热供应模
式的最优解，打造多种能源互补
的乡村用能模式；对灯光、空调
等设备进行集中远程智能控制，
开展节约用能和优化运行。

双方将在滹沱河沿岸文化
旅游示范区推广电炊具、电餐
车、电动船等电能替代应用，实
现景区电能深度覆盖；开展整
体项目电力规划，打造源网荷
储、水电气暖等能源信息化应
用控制平台，构建区域能源互
联网；先行打造一批光储充一
体停车场、餐厅冷热供应、码头
岸电等试点项目，未来将建成
高品质、全业态，集休闲观光、
生态度假、城市游憩于一体的
生态旅游度假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从省贸促会获悉，第 28 届河北

（石家庄）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暨第二届京津冀国际健康大会

（简称河北医疗器械展），将于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石家庄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将达2.5
万平方米，吸引山东新华、深圳
迈瑞、飞利浦医疗、西门子、东
芝、强生、日立、三星医疗、康泰
医学、石家庄华东等国内外知
名企业前来参展，汇聚医疗器
械、康复医疗、药品与生物技
术、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等领

域万余种产品。本届展会还将
特别推出防疫物资展专区。

展会期间，组委会将组织
“输血病例研讨会”“康复医学
新进展高峰论坛”“技术发展促
临床实验诊断会议”等多场学
术会议，举办防疫物资公益捐
赠、防疫物资出口政策与质量
提升交流会等活动。

本 届 展 会 将 搭 建“ 云 平
台”，组委会创新线上展馆小程
序，打造“云看展”“寻供求”“看
直播”三大核心功能，实现线上
个性化营销与线下展会的双线
融合。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
9 月17日，由中国金属材料流通
协会主办、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五届中
国钢铁流通促进大会在石家庄
召开。行业知名专家，国内外各
大钢铁生产企业、钢铁流通企
业、终端用户企业、金融机构相
关负责人等近千人出席会议。

围绕“‘后疫情时代’我国
钢铁行业的出路与对策”主题，
与会专家学者作了精彩主题演
讲。大会还举办了产业互联网
与资源融合、区块链政策与发
展趋势、智慧化在钢铁行业的
应用以及钢铁现代供应链的创
新发展等专题论坛。

大会还举行了授牌仪式。
其中，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邯郸市正大制管有限公
司、唐山市润驰物流有限公司、
石家庄正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博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入
选“2019 年度钢材销售五十强
企业”；河北敬业信德钢筋工程
有限公司获评“2019-2020年度
钢铁产业标准化工作示范企
业”；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物
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河北
敬业信德钢筋工程有限公司荣
获“2015-2020年度钢铁产业链
发展功勋企业”称号。

据了解，中国钢铁流通促进
大会是每年一度的行业人士“探
寻发展战略、共商发展大计”的
高端论坛，是我国钢铁行业颇具
影响力、权威性、指导性和标志
性的高端主流品牌活动。

石家庄供电公司与石家庄文旅投资集团合作

推进滹沱河沿岸
智慧能源发展

河北医疗器械展
将于9月26日在石举办

我省5家企业入选
2019年度钢材销售50强

◀解决了吃水难
题后，窑儿沟村还修
建了鱼塘。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挑了大半辈子
水的郭友运，用上自
来水非常开心。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摄

办展数量和面积稳步提升

报告显示，2019年，全省共举办各类
展览项目 337 个，较 2018 年增加 36 个；
实际展览面积 416.8 万平方米，较 2018
年增加 77.8万平方米；全省平均展览面
积 1.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8%。2019
年，河北经贸类展览在全国排名第9。

2015年至2019年，全省展览数量和
面积均呈现上升态势，增长率也逐年增
加，会展业发展潜力和优势开始显现。
其中，2019年展览数量相对2015年增长
20.8%，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8%；展览面
积相对 2015 年增长 51.6%，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11%。

2019年，全省超过一半城市的办展
数量和办展面积均实现增长，石家庄、
廊坊和唐山办展数量和面积位居全省
前三位。规模化、集中化办展趋势明
显，全省室内展览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
展览项目 183 个，占比达 73.1%，反映了
河北省展览行业正逐步向规模化和集
中化办展方向转变。

从各市办展面积增速看，2019 年，
石家庄、唐山、沧州、邢台、保定、邯郸、
衡水、辛集、定州等9市呈现稳中有增态
势。其中，保定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
衡 水 和 沧 州 ，三 市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312.5%、230%和83.4%，已成为我省会展
业城市的后起之秀。

2019 年，我省展馆供给数量和面
积均实现较快增长。全省拥有会展场
馆 19 个，比 2018 年增加 3 个，同比增
长 18.8% ；建 筑 总 面 积 约 112 万 平 方
米，较上年增长 19.2%；室内展览面积

约 50 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28.2%；室
外展览面积 44 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41.9%。

根据《2019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
告》，2019 年我省专业展览馆数量位居
全国第 5，在黄河以北省份中仅次于
山 东 ；室 内 使 用 面 积 位 居 全 国 第 12
位，在黄河以北省份中仅次于山东和
北京。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和廊坊国
际会展中心入围全国办展数量 30 强
展馆。

企业和商协会成为办展中坚力量

从办展主体看，分为政府类、企业
类、商协会类、多元类（多家单位联合）
和其他类五种类型。

去年，全省政府类主体和多元类主
体办展数量出现下降，企业类主体和
商协会类主体办展数量较快增长。去
年，企业类主体共举办展览 151 个，占
比 44.8%，较 2018 年增加 23 个，同比增
长约 18%，成为主要力量。我省大部分
设区市企业类主体办展数量呈现上升
趋势，石家庄、廊坊、承德、秦皇岛、张
家口市企业类主体办展数量较 2018 年
增加。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如中国
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正博会、动博
会、旅发大会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引进专业机构策划运营，加快了市场
化步伐。

商协会类主体快速增长。2019年，
全省商协会类主体办展69个，较上年增
加36个，同比增长109.1%。其中办展数
量前三的城市为石家庄、廊坊和沧州。
沧州同比增长率最大，办展数量较上年

增加9个，增幅达225%。
多元类主体竞争优势显现。去年，

全省多元类主体办展52个，其中石家庄
数量最多，达 17 个。多元类主体在衡
水、张家口、保定、承德和唐山等市办展
数量占比较高。

2019年，全省办展主体逐步向政府
引导、企业为主、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
多样化市场化阶段转变。

县域会展经济成为增长亮点

2019年，我省展览会的类别主要集
中在农业、林业、渔业及农副产品，工业
与科技，日用消费品及居民服务类，文
化、体育和娱乐类等14大类。

从展览数量看，日用消费品及居民
服务类展览数量97个，占比28.8%，位居
所有展览会题材数量之首；工业与科技
类展览数量 62 个，占比 18.4%，位居第
二；文化、体育和娱乐类展览数量54个，
占比16%，位居第三位。

近年来，全省县域会展作用越发凸
显，已成为全省会展业发展的一大特
色。2019年，全省有19个县（市）举办展
览45场，展览面积55.1万平方米。从设
区市分布看，廊坊、沧州、邢台位列前
三。从县域看，任丘位列第一位，其次
是香河和霸州并列第二，大厂、正定和
清河并列第三。

全省县域会展经济发展水平稳步
提高。去年，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举办产
业型展览38场，占比84.4%；依托市场消
费 需 求 举 办 消 费 型 展 览 7 场 ，占 比
15.6%。

“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中

国沙河玻璃交易博览会”“中国（辛集）
国际皮革博览会”“中国·北方（平乡）国
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等一批有规
模有知名度的县域展会蓬勃兴起，实现
了产业的集聚和辐射，有效带动了当
地特色产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
提升了县级城市的知名度和对外开放
水平。

展会经济社会效益持续向好

报告显示，我省展会经济效益持续
向好。根据测算，2019年河北省会展直
接经济效益达 72.8 亿元，同比增加 7.8
亿元；拉动产业效益 671.8亿元，同比增
加71.8亿元。

产业转型促进作用显现。“中国国
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聚焦数字经济发展
前沿，推进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促进了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对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
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大力拓展贸
易和投资促进功能，推动对外贸易和双
向投资发展。这些重大展会，不断构建
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拓展高质量发展新
空间，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形成高
质量发展新优势。

品牌效应持续扩大。近年来，我省
会展业发展态势良好，具有较强的会展
竞争潜力，品牌优势正在形成。“中国·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国·石家
庄（正定）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中国国
际通用航空博览会”“中国·东光纸箱包
装机械国际博览会”等一批展会正在逐
渐形成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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