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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行动成效好 产业集群发展快
——来自2020年中国食品博览会河北展区的观察

河北南网最大负荷
达3963.4万千瓦
首次超过夏季高峰用电

我省集中销毁
300多吨侵权假冒物品

产业兴 乡村美 农民富
——沧州市以“严细深实快”作风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兴则国
家兴。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全市上下以
“严细深实快”的
工作作风，围绕
补齐“三农”领域
的短板弱项，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化农
村改革，全面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全市农业
农村工作呈现出
稳中向好的良好
局面。

沧 州 落 实
2020 年中央一
号文件情况得到
中央农办督查组
认可；2020年全
省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大会在沧州
召开；农村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受到农业农
村部通报表彰，
是河北唯一获此
殊荣的设区市；
河间乡村治理经
验成为全国典型
案例；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目标已全部完
成，生猪产能全
面恢复并快速增
长，增幅居全省
前列……

孟村大成肉鸡屠宰生产线孟村大成肉鸡屠宰生产线。。

青县现代农业园区青县现代农业园区。。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沧州
市委九届九次全会提出：通过农业结构
调整，努力实现“千斤粮、万元田”目标。
全市现代农业发展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现代农业
迈出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步伐。以
推进“三区一集群”建设为抓手，全面提
高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打造了
黄骅旱碱麦等 5 个省级规模种植示范
区、青县羊角脆等 6 个省级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河间景和等 9 个省级生态休闲
农业示范区、孟村肉鸡等15个省级规模
养殖示范区，形成了烤鸭胚产能全国第
一、皮草行业出口全国居首、鲜梨出口全
国第二等多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年产
值 5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 3个，实现集群
产值达 322 亿元，乡村富民产业呈现出
多业态格局。全市已发展省级现代农业
园区 20个、国家产业强镇 3个、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9个。

全力抓好农业产业化，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取得新成就。把农业产业化发
展作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发动
机”，在坚持每年举办农业招商推介会等
大型招商活动的基础上，强化了常态化
招商，瞄准500强，盯紧大集团，一对一、
点对点、小团组，多措并举，随着广东温
氏、江西正邦等一批全国农业 500 强落

户沧州，为农业产业化发展
打开了新空间、提升了档
次。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达到 403 家，其中省级
以上达到 68 家，年产值近
400 亿元，全市农业产业化经
营率达到 68.8%，已发展中国驰
名商标 7 件、培育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 7 个，发展省十大农产品企业品牌 3
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 7 个。10 月 28 日
至29日，2020年河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大会在沧州成功举办，沧州市10个项
目现场签约，投资总额达153亿元，签约
项目的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居全省首位。

全面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现代农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大力实施“藏
粮于地”战略，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已建成高标准农田619万亩。全面推
进地下水压采农业项目实施，实现年节
水0.9亿立方米。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持
续推进，全市1367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畜
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建率达100%；农
药化肥使用量保持负增长；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96%以上。已建成院士工作站2
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16 个、星创天地
53个和科技小巨人企业38家，新建农业
创新驿站18个，其中省级9个，为全市特
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坚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是推动农业现代化、
推动农村发展的根本方法和途径。沧州

市以农村改革为抓手，充分激发农业农
村发展活力。

大力度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全市承包地确权到户面积达
1018.67万亩，占国土“二调”集体耕地面
积的 84.5%。共颁发 120.3 万本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颁证率达到 97.2%。2020年
10 月,沧州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村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典型地区，是我

省 唯 一 一 个
受 到 国 家

表 彰 的
设 区
市 ，是
全国 27

个受表彰
的设区市之

一。
扎实推进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对村集体资产
组织地毯式摸排，坚决做到无死角、无
遗漏、无盲区，应统尽统、颗粒归仓、
账实相符。在成员界定、股权量化等关
键节点上，坚决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阳光透明，5663 个单位已选举建
立“三会”，成立了由村党支部书记担
任法人代表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率
达 99.9%，在全省名列前茅。紧紧围绕

“壮大”二字下功夫，积极推动“清零
削薄”质量提升，涌现出了沧县宋官
屯、东光小邢等一批示范村，为深化农
村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大力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以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方向，以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促进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全市注册农民合
作社11301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4家、
省级示范社58家；家庭农场增加798家，
达到3745家，其中省级66家。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建设
美丽生态宜居乡村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工作大局中的基础性工程。
为此，沧州市围绕补齐“三农”领域的
短板和弱项，进行集中发力。

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实施
“百乡联创、千村示范”活动，深入开
展“百日会战”，出台了配套文件，整
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厕所革
命”扎实推进，2019、2020 两年改厕
31万座，全市累计改厕 70.05万座；农
村生活垃圾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全覆
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完成 1653 个村庄任务，
农村生活污水管控完成 4028 个村庄任
务；全域完成了村庄清洁“五清三建一
改”任务，村庄主街道基本实现全硬
化，村庄绿化 45 万亩，安装维修路灯
27 万盏，创建美丽庭院 82 万个，村容
村貌明显提升。

沧州市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三年新改建农村公路 3006 公里。
全市所有建制村已实现“两通”，82.2%
的乡镇农村客运班线完成公交化改造，
县城 20 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
化运营率达到 88.7%。积极落实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责任，目前升级改造农
村电网134.08公里，行政村全部实现光
纤宽带通达和 4G 信号全覆盖。举全市
之力，大力实施江水村村通工程，到年
底将实现全市江水村村通全覆盖，农村
受益人口302.56万人。

全市新建、改扩建农村幼儿园 30
所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166个乡镇
卫生院、5545 个村卫生室已全部完成

“十统一”工作；建立了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农村协办员制度，全市救助临时困
难群众 8835 户次，发放临时救助金
1031 万元；组织文化惠民“七进”演
出 2420 场次，在全省率先完成年度任
务，完成率达207%……

从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到提升农村供
水保障水平，再到增强农村“电信暖”
保障能力，沧州市积极破解农村基础设
施规划建设和后续管护服务中存在的

“痛点”“堵点”，让广大农村跟得上发
展、留得住乡愁、遇得见未来，真正成

为美丽生态宜居乡村。

着力解决人地钱难题，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沧州市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省部
署，坚决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在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大资金
投入、优先保障乡村产业用地等方面集
中发力，有力确保了“三农”重点工作
落地落实。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实施的
过程中，沧州市始终坚持全面抓好农村
基层党建工作，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实施

“堡垒示范”行动，总结完善 173 个大村
设立党总支的经验，推行“党总支引
领+”农村治理模式。大力实施农村“领
头羊”工程，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
备案管理制度。持续开展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整顿工作，全市 448 个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已完成整顿转化425个。

优先保障“三农”投入，2020年投
入资金 30.8 亿元，其中安排市级资金
10.98 亿元，重点支持江水村村通工程
等项目建设。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
用范围，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完成
49.1亿元，其中已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6.1亿元，教育资金6.1亿元。全市金
融机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投放
33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赔付支出1.21亿
元。今年8月，沧州市与建设银行河北
省分行签署了《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协议》，2020年至2022年，建行将
再为沧州市专项安排300亿元金融支持。

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在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安排使用中单列农产品加工
等辅助设施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今年以来，已上
报使用和计划使用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8938 亩，其中用于乡村振兴 2642 亩，占
比29.56%。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增收
形势持续向好，主要得益于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进一步加快了农民
增收致富步伐。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君乐宝的奶粉、沙城的葡萄酒、金沙
河的挂面……12月3日至6日，以“供给优
质食品、提升消费品质、扩大有效内需、驱
动双向循环”为主题的第29届中国食品博
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在武
汉举行，我省26家重点食品企业携上百种
展品，首次组成河北特色食品展团参加。

记者在食博会上发现，作为农产品生
产大省的河北，食品的品种丰富度、品质
满意度、品牌认知度不断提升，产业链条
持续延伸，产业集群不断壮大，食品工业
的质量效益和整体竞争力逐步提高。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食
品企业质量效益双提升

“芝麻酱油脂分层不用怕，用手捏一
捏即可均匀。”在食博会河北馆，河北多祥
益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马志明，
手拿一款袋装芝麻酱给观众介绍。

就是这款小小的袋装芝麻酱，多祥益
公司凭借它在 2020 年盒马新零供大会上
摘得一项大奖——2020年创新奖。

为解决传统玻璃包装容器容易使芝
麻酱油脂分层及取用不方便的问题，该公
司推出行业首款“吸嘴透明立式袋——石
磨芝麻酱”，极大提升了顾客体验，自今年
7月上市以来颇受青睐。

保定槐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展品，不是各色酱菜，而是甜面酱、特级酱
油和料酒等。

“这是我们历时 3 年研发出的高端酱
油，无添加防腐剂，增加一道生香酵母发
酵工艺，酱香更加醇厚浓郁。”该公司总经
理李军介绍，公司根据消费需求不断开发
新产品，继去年上市特级酱油后，今年又
推出料酒，现在正在建设国内首个10万吨
产能的甜面酱生产基地。

为符合现代清淡口味的消费需求，槐
茂公司还与河北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出甜
面酱酱汁养菜的工艺，创新实现大幅度减
盐30%，开发出“减盐不减香，下饭更健康”
的槐茂酱园小菜。目前，他们正在研发豆
酱、渍菜等新品。

叶黄素酯软糖、番茄红素软胶囊、菊

粉固态饮料……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展出
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谁能想到，部分产
品竟是从被遗弃的“废料”中提取出的。

该公司科技项目部经理暴海军介绍，
他们从番茄皮渣中提取具有抗氧化作用
的番茄红素，从番茄籽中提取高端保健食
用油番茄籽油；在甜菊糖苷生产中，发现
了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CQA；利用葡萄籽
提取葡萄多酚和葡萄籽油……公司在提
取完有效成分后，将废渣做成饲料，将整
个植物吃干榨净综合利用，大大提升了附
加值。

现在，该公司产品拓展为天然色素、
天然香辛料提取物和精油、天然营养及药
用提取物、油脂和蛋白等4大系列80多种
产品，辣椒红色素、辣椒油树脂、叶黄素产
销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2020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信息榜上，晨光生物以 34.42 亿元
位居创新品牌价值第三名。

由食博会组委会与工信部消费品工
业司共同举办的2020食品工业“三品”（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成果展，在本届食
博会上首次集中亮相，代表着我国食品行
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该成果展
共选取了全国68个精品成果，其中我省君
乐宝、今麦郎、金沙河、养元、晨光生物等5

家企业在成果展集中展示。
食博会河北馆集中展示了全省食品

产业发展成就及“三品”专项行动典型成
果，彰显了河北食品产业适应消费需求转
型发展的新姿态。省工信厅副厅长郝莉笑
介绍，今年1-10月，面对疫情冲击，我省食
品产业实现逆势增长，全省规模以上食品
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00亿元，同
比增长10.8%。

补链延链强链，各地食品产
业集群日益壮大

“石家庄市鹿泉区已经形成休闲旅游
一业引领，电子信息、绿色食品、智能制造
三足鼎立的 1+3产业新体系。鹿泉发展绿
色食品产业具有六大优势……”在武汉国
际博览中心，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招商推
介会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现场人头攒动。
推介会上，石家庄市鹿泉区、遵化市、定兴
县、青县、隆尧县、邱县等河北省食品产业
强县（市、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向与会人
员推介当地市场、产业、政策等情况。

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挥基础优势，着
力优化环境，以商招商、以链引链，吸引了
大批知名食品企业布局河北，也带动了本
地企业快速发展，产业集群迅速壮大。

距北京89公里、毗邻雄安新区的定兴
县，是工信部确定的“全国产业集群区域
品牌建设休闲食品产业试点地区”。这里
聚集了喜之郎、西麦、槐茂等 50 余家食品
企业，规模效益逐渐显现，已成为定兴第
一主导产业。未来，该县将全力打造“中国
休闲食品之都”，推进全产业链发展。

提起方便面，“今麦郎”是河北的骄
傲。拥有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的隆尧
县，辐射带动了240万亩优质小麦种植、30
万亩专用蔬菜种植、800 万只蛋鸡养殖及
各类农畜产品产销供给，带动了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培育产业链，龙头是关键。隆尧以今
麦郎公司为龙头打造食品产业集群，引进
培育食品制造及配套企业近百家，上游引
进鑫兴、龙大、红帽子制盖等包装企业，中
游引进远东、味之杰等食品调料企业，下
游引进宝信等物流电商企业，与“康师傅”

“统一”共同占据国内 85%的市场份额，带
动就业3万人，拉动增收2亿元以上。今年
上半年，该县食品行业实现产值超 80 亿
元，同比增长26%。

舞起龙头，配套加速。我省各地着力
强链、补链、延链。

石家庄鹿泉区以君乐宝乳业、洛杉
奇、稻香村等为龙头企业，发展乳制品、禽
肉类、面制品等深加工产业链，辐射带动
奶牛养殖、糕点、肉制品、果蔬制品等企业
集聚，壮大食品产业集群发展。

邱县积极承接京津食品产业转移，打
造“千亩百亿食品产业园”，哆呋、集味轩、
马大姐等企业相继签约落户邱县，带动了
全县食品产业朝着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
展，极大提升了邱县食品产业的知名度。
今年上半年已签约项目20个，仅京津知名
企业就有7家。

“今年前 10个月，河北 30个食品产业
强县（市、区）的食品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达
15%以上，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郝莉笑表
示，河北将聚合政策资源要素，实行一县
一策、一品一策、一企一策，集中支持食品
产业强县龙头企业带动、三次产业融合、
扩大招商引资、产业集聚发展和政策高地
打造，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实现全省
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李仁庆、王蒙）受寒
潮影响，近日，全省多地出现大风、雨雪天气。从国网河北
省电力公司获悉，在基础负荷和采暖用电拉动下，12 月
14 日 17 时 32 分，河北南部电网最大负荷达到 3963.4 万
千瓦，创年度新高，较去年冬季最大负荷增长12.98%，较
今年夏季最大负荷增长72.5万千瓦，这也是河北南部电
网运行以来冬季最大负荷首次超过夏季高峰用电。目前，
电网运行平稳，全社会供电正常有序。

寒潮天气带来的不仅仅是大风降温，也为风光新能
源发电创造了有利条件。12月 14日，河北南部电网新能
源发电出力最高达到 868.5万千瓦，其中风电出力 311.8
万千瓦，均创历史新高。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年实施“煤改电”以来，我省社会用电需求呈现出明
显的“冬夏双高峰”特征。为确保“冬夏双高峰”期间电力
可靠供应，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积极推进新能源发展，主
动服务新能源场站并网，不断拓展新能源电力消纳空间。

近三年，新能源年度新增规模均超过200万千瓦。目
前，河北南部电网新能源装机总容量达1381万千瓦，占河
北南部电网总装机容量的29.3%。此次寒潮天气期间，国
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还提前争取外电支援，确保电力供应。

用电负荷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采暖需求的强势拉
动，另一方面是工业生产逐步走出疫情影响，电力需求快
速增长。省级能源大数据中心“智慧绿能云”数据显示，11
月份，河北南部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34%，增速
为今年以来最高值，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速达到16.46%。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12月16日，河北省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
省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在赵县举行侵权假冒物品集中销
毁活动。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物品涉及食品、药品、
学生用品等9大类200余个品种，共计300多吨。

今年以来，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对深化重点领域治理和产品监管、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严惩侵权假冒违法犯罪等 7个方面
34项内容进行安排部署和责任分工。各成员单位组织开
展了“昆仑 2020”“秋风 2020”“剑网 2020”等 11个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知识产权等领域侵权假冒
违法行为。组织开展电线电缆、童车、箱包等12个重点特
色区域产品整治，大力推进区域性产品质量提升。强化防
疫物资生产、销售和出口等质量安全监管，扎实开展防疫
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
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保证了市场秩序持续稳定。

在12月3日举行的第29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上，观
众饶有兴趣地了解我省食品企业展品。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