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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药驻村扶贫工作队到村民家走访。

整体搬迁后的窑儿沟村村貌。窑儿沟村村民跳秧歌舞窑儿沟村村民跳秧歌舞。。

水，晶莹剔透；山，叠翠流金。遥看阴山、毗邻恒山、斜卧太行山脉，多情的桑干河静静流淌。地处张家口阳
原县的窑儿沟村，笼罩在深秋金色的阳光下，景色宜人，美不胜收。

比景色更美的是人。在窑儿沟村整洁的健身广场上，一群大爷大妈挥舞着手中鲜艳的团扇，伴着热闹的音
乐，扭起了农家大秧歌。“感谢政府、感谢华药！让俺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俺这心里头比蜜还甜！”大家伙儿
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了让乡亲们脸上绽放更多笑容，华药集团自2012年以来，先后选派31名中青年干部到沧州、保定、邯郸、
张家口等地11个贫困村开展驻村扶贫，累计投入直接资金和物资帮扶400余万元。特别是2016年后，精准帮
扶张家口阳原县揣骨疃镇闫家窑村、窑儿沟村以来，华药通过实施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就业扶贫等举措，倾力参
加精准扶贫，让乡亲们钱包鼓了、日子美了、笑脸多了。2018年以来，华药集团本轮帮扶的2个村实现整村脱贫
摘帽，截至目前，无一户一人返贫。2018年、2019年，闫家窑驻村工作队被河北省评为脱贫、扶贫优秀驻村工
作队。

为了乡亲们的笑脸为了乡亲们的笑脸
——华药集团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给乡亲们一个温暖的家

红旗招展、金柳扶风，顺着一条笔直整
齐的水泥路，就来到了易地搬迁后的窑儿沟
村。在这里，村口的鱼塘碧波荡漾，硬化
的村巷干净整洁，红砖红顶的村居覆盖着
发电光伏，房前屋后的花坛灌木青葱、秋菊
打籽……初来此村的人一定会感叹：这村环
境可真好！

对于村里的“好环境”，嫁进窑儿沟村
50 多年的双秀英感触更深：之前住的是老
伴郭占德爷爷辈留下的三间土坯窑洞房，灶
台连着一铺炕，冬天进风、夏天漏雨，白天
要用水就得天不亮到山上挑。村里的土路晴
天扬尘，雨天泥水和着牲畜粪便，简直没办
法走……“和现在比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快来看看俺家这大房子，多好！”2016年11
月，窑儿沟村实施易地搬迁，48户120人全
部入住新房，郭占德、双秀英家分得三间宽
敞砖瓦房。在她的指引下，我们看到屋里窗
明几净、厨卫分明，一拧水龙头哗哗流水，
冰箱、洗衣机、电视等电器也一应俱全。

“俺家闺女从县城回来，看到村里变化，羡
慕得都不想走咧！”双秀英笑得合不拢嘴。

不光是窑儿沟村。2016 年起，华药集
团派驻驻村工作队先后入驻窑儿沟村、闫家
窑村。第一书记朱兵义、刘晓宾带队，组员
王克强、牛健康、张亚宁、王明杰，积极落
实国家“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协助两村
村委先后实施整村搬迁、道路硬化、照明亮
化、健身广场、饮水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
美化村内环境，改善村民生活，华药领导和
10 个对口扶贫单位，两月一入户，宣讲、

落实国家扶贫政策，为民解困解忧，将关怀
慰问送到家门口，让老乡们居无忧、行安
稳、笑得更开怀。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感谢政府、感谢华药，今年又领到了
合作社的分红款！”11月17日，与窑儿沟村
相隔十几公里的闫家窑村村委会中，村民们
喜气洋洋，这是该村养殖合作社连续第三年
进行社员分红。52 岁的五保户郭兵拿着分
到手的1750元分红收入，笑得合不拢嘴。

郭兵早年落下终身残疾，无法外出打
工。为了照顾到更多像郭兵一样因为身体、
年老等原因收入弱势群体，华药驻村组积极
利用多项扶贫政策、筹措资金，增加老乡收
入来源，保证其基本生活。“在华药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俺当上了村里宣传员、养殖
合作社的监控员，加上疫情期间公益岗补
贴、养殖合作社10%股权分红，俺今年收入
能破 2 万元！”手里有了钱，不久前郭兵还
托人购置了一辆电动三轮，行动起来就更加
便利了。

“小康路上不能少一人。我们做的就是
帮助老乡从接受‘输血’到学会‘造血’，
让他们的幸福生活能够长久延续下去。”该
村第一书记刘晓宾表示，华药出资 20 万元
建设的养殖合作社，三年累计分红 30 多万
元，成为老乡重要收入来源。此外，华药驻
村工作队干部还积极帮助村民开办苜蓿草种
植、柴鸡养殖、农家乐等产业扶贫项目，以
入股分红、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使两村村
民人均年收入 3年实现 3倍以上增长，远超
省规定的脱贫标准。

科技鼓起老乡的钱袋子

“土豆存储怎么样？销路还行吗？”进入
11 月，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乡的蔬菜示
范园里，赵玉哲刚将丰收的近 2000 吨土豆
收入地窖存储起来，就接到了该示范园华药
科技帮扶负责人——爱诺公司业务经理王刚
的关切问候。

“华药的技术员技术高、心肠好，服务
热情周到！”赵玉哲说，近年来，在华药技
术帮扶人员的指导下，示范园合理使用生
物有机肥、杀菌剂、杀虫剂，亩产提高近
一倍，自己也将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100 亩
增加到了 500 多亩。“产量提高了，收入自
然也就提高了。多亏了华药技术人员的科技
帮扶！”

为了让更多老乡的钱袋子鼓起来，2016
年以来，华药集团积极组织子分公司将农兽
药资源及技术优势，与当地产业扶贫项目相
融合，建立蔬菜和马铃薯种植科技示范园、

畜牧养殖科技站，以科技扶贫助力脱贫攻
坚。4年间，华药集团累计捐赠农兽药物资
130余万元，开展各类技术指导、授课培训
40 余次，培养了一批农民种植、养殖技术
员，为老乡增收、增效，增添了科技原
动力。

扶贫干部：再苦再累也值得

吃住在村里、很久不着家、老乡事情时
刻牵挂……国庆期间热映的电影《我和我的
家乡》，扶贫干部马亮“圈了一大波粉”。而
现实中，华药的扶贫干部也有着一样的酸甜
苦辣、累与快乐。

为了让老乡尽快入住新房，2017 年，
朱兵义和队员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天气里，
冒着呼呼的西北风，进行分房安置；2018
年，为了给合作社买到合适的山羊，刘晓宾
和队员们 17 次远赴沈阳、山西等地，行程
5000 多公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终于
买回500多只山羊；初来时，村里冬天没有
暖气，大家晚上围着煤炉，裹着两床被，也
抵挡不住西北风往屋内倒灌；没有自来水，
队员王克强上山挑水，水刚接好桶就被冻
住了……老乡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经
常将自己家种的白菜、萝卜、大葱、棒子面
等悄悄放在驻村工作队门口。闫家窑村低保
户庞玉梅，面对又来慰问的华药扶贫干部，
激动地说：“华药人就是俺们的亲人哪！天
天惦记俺，可咋感谢你们呢，俺给你们磕个
头吧！”窑儿沟村村民罗俊兰质朴地说：“要
是有一天，驻村工作队要走，俺是一定会掉
眼泪的！俺舍不得他们！”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华药集团将继续践行国企职责，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扶贫路上不落一人，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 (文/权伟娜)

华药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干部谋划养殖合作社发展情况华药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干部谋划养殖合作社发展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疫情是一场大考，同时也催化着医
疗器械行业的变革与发展。在今年的

“全国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河北省活
动中，省药监局和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组织了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论坛，省内
医疗器械行业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为
河北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把脉支招。

河北医疗器械产业市场
规模迅速扩大

“近年来，随着材料科学、精密机械
加工、电子工艺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
很多临床上过去认为难以处理的病变
得以明确诊断并得到有效治疗，特别是
在心血管、脑血管、外周血管等方面尤
为明显。”论坛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副院长刘苏介绍，医疗器械在心脏大
血管疾病介入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会专家介绍，医疗器械是指直接
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
体外诊断试剂等物品，其目的是对疾病
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对
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等。小到消毒棉
签、酒精棉片、体温表，大到CT机、核磁
共振，精细到心脏支架、脑支架，医疗器
械已经成为防病治病必不可少的助手。

随着医疗器械的广泛应用，医疗器
械产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作为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使用大省，目前我省有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 3.5 万余家，医疗器械
使用单位 8.7万家。医疗器械行业年营
业收入从 2013年的 30多亿元迅速增长
到2019年的近400亿元。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达 22079 家，较 2019
年底增长24.6%。其中广东省有效生产
企业数量最多，达 3748 家；我省有效生
产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五，有1237家。衡
水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有 520 家，在全
国城市排名中位列第八。

目前，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已经形成
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为医疗器械产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
6450 亿元，预计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超
9000亿元，行业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医疗器械
产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挑战和机遇。挑战
方面，国内高端医疗装备市场仍存在空
白，呼吸机、监护仪等供给不足，部分产
品性能有待提升，标准体系尚不健全。
机遇方面，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新
的诊疗方式迎来了发展良机，医疗设备
国产替代也将迎来加速期。同时，疫情
将改变人们的医疗消费理念，包括医疗
器械在内的医用产品需求有望增加。

今年以来，我省已批准 112 家企业
转产增产医用口罩，日最大产能由疫情
前的 34 万只提升到 2240 万只，帮扶 22
家企业转产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服从
无到有，日最大产能达 10 万套，疫情最
严重时，河北防护服产量占全国的1/3。

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出现，
创新发展应是我省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首选

论坛上，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
域为我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提供了全

新视角。
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天津

市生物电工与智能健康重点实验室教
授杨丽，就柔性可穿戴与无束缚生理智
能监测系统开发向与会企业负责人进
行了讲解。她介绍，新一代激光直写工
艺制备三维多孔石墨烯技术具有一步
成型、环境友好、可批量化生产等优势，
可开发面向人体健康和环境空气污染
检测的可穿戴产品，如创可贴式气体传
感器，应用于慢阻肺、哮喘等疾病监测
的智能口罩。

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工
程研究院院长徐桂芝表示，生物医学
工程是医疗与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技术之一，产、学、研、用、管深度合
作、协调发展，有利于生物医学工程及
医疗器械等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及产业发展。“信息化、智能化、远
程化、网络化、可穿戴式健康监护与治
疗系统和平台建设将成为重大的社会
需求。”徐桂芝认为，远程医疗与可穿
戴技术将成为医疗器械产业研发创新
的一大热点。

与会专家分析，疫情防控中，很多
医院发热门诊快速诊断能力欠缺，未来
便捷、小型化、适合快速诊断的检测产

品、小型生化仪、血球仪、基因测序设备
等需求会日益凸显，可能成为产业爆
发点。

专家表示，此前医疗器械行业对类
似于纱布、口罩等低值耗材的深入研
究较少。但在一线医疗实践中，所有
医疗产品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如在
一台手术中，纱布的质量或数量不能
满足要求，同样可能导致手术失败。
疫情更是凸显出了医用口罩、防护镜
和防护服的重要性。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应该加强对医疗低值耗材的高度关
注，尤其是其作为应急医疗物资的重
要作用，要保证产品质量，同时注意新
技术的应用。

作为生命健康产业最重要的子领
域之一，医疗器械产品上市需经过注
册检验、临床评价、技术审评等较为漫
长的流程环节。随着政策法规不断改
革，许多创新产品正加速走向市场，如
病毒隔离床、隔离舱、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试剂盒等创新产品快速获得注册。

“医疗器械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我
省相关企业应抓住机遇，朝着标准化、
规范化、高质量的方向迈进。”省药监
局 医 疗 器 械 监 管 处 稽 查 专 员 张 书
行说。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挑战新机遇

河北医疗器械产业前景可期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周珊、郭晓丽）从省住建
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市政老
旧管网改造已完成 1776.2 公
里，其中改造供水管网 321.6公
里、供热管网 1300.7公里、燃气
管网 153.9公里，超额完成年度
改造任务，实现供热一次网和
供水、燃气老旧管网应改尽改。

近年来，我省聚焦市政老旧
管网“跑、冒、滴、漏”等问题，持
续推进老旧管网改造。今年，我
省将市政老旧管网改造列入20
项民心工程，出台了《2020年市
政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实施方

案》，明确全省改造市政老旧管
网 1300 公里，其中改造供水老
旧管网不低于160公里，改造供
热老旧管网一次网不低于 300
公里、二次网不低于 700 公里，
改造燃气老旧管网不低于 140
公里。

为加快工程推进，省住建
厅督促各地进一步完善老旧
管网改造项目台账。同时，支
持各地积极发挥政府投资的
引 导 作 用 ，拓 宽 多 元 融 资 渠
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老旧管
网改造工作，有力保障了改造
任务完成。

我省超额完成市政老旧管网年度改造任务

老旧管网应改尽改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从省水利厅获悉，近日，全国第
一批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
革样板县（市、区）名单公布，全
国共有 47 个县（市、区）因改革
成效突出，形成了多种可复制
可推广的管护模式，被确定为
第一批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样板县（市、区），我省石家

庄市鹿泉区名列其中。
今年，水利部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开展了深化小型水库管
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市、区）工
作，对第一批申报的县（市、区）
进行了现场评估和专家评审。
在此之前，石家庄市鹿泉区已
被我省列为省级创建小型水库
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市、区）。

水利部公布第一批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样板县（市、区）名单

石家庄市鹿泉区入选

2月19日，
位于南宫经济
开发区的上佳
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工人在检
测呼吸机用热
交换器。（本报
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日前，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发布
了我省首批试点建设培育产教
融合型企业（以下简称“试点企
业”）名单。华北制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等 62 家企业入选，被
纳入河北省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信息储备库。

根据要求，试点企业应抓
紧制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三
年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实施
成果，于 2021 年 2 月底前向社
会公开发布。试点企业应采取
多种形式参与举办教育，深度

参与“引企入教”改革，推荐企
业技术骨干到合作院校担任学
徒师傅，推动学生到试点企业
实习实训制度化、规范化。

经过一年建设培育期后，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将择期组
织评审。达到认证标准的试点
企业，进入河北省产教融合型
企业认证目录。未能达到认证
标准的，取消试点企业资格。
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
的企业，每三年进行资格复核，
复核合格的继续确认产教融合
型企业资格，不合格的不再保
留产教融合型企业资格。

我省确定首批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

62家企业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