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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结硕果 教育扶贫拔穷根
——京津冀东西部扶贫协作故事·保定篇

产业园建在家门口
挣钱不用往外走

近日，走进阜平硒鸽健康产业园，
一排排现代化鸽舍排列整齐，研发楼、
加工车间、冷链物流、员工宿舍等一应
俱全。

“鸽子得成双成对养，一对鸽子8至
10 天下一次蛋。”住在阜东新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的白富慧说，“我和丈夫
每人打理一个鸽棚，每月合起来能挣一
万多元，大伙儿都叫我‘白富美’啦！”

两年前，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野谷健康产业集团来到阜平，和
当地共建阜平硒鸽健康产业园。园区
以种鸽繁育为核心，以硒鸽养殖为纽
带，汇集饲料加工、中草药种植、食品加
工、观光旅游等多种业态。

项目共流转土地2343亩，涉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 520 户，户均每年增收土地
流转费1600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存栏种鸽将达到55万对，每年可向全国
市场提供富硒乳鸽1000余万只。目前，
园区已安排400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阜平飞来北京“扶贫”鸽，涞源有了
致富“鸡司令”。

2018年，涞源县借力扶贫协作引进
玖兴养鸡项目。项目涵盖肉种鸡育种
培育饲养、屠宰加工、饲料生产、冷链物
流、有机肥加工等全链条，带动了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2020 年，项目利用扶贫整合资金、
北京对口帮扶资金在县域内贫困村投
资建设 217 栋鸡舍并投产，年出栏肉鸡
5080 万只，产生扶贫收益 6520 万元，覆
盖19945户、43866名贫困人口。

当地村民编了句顺口溜：产业就在
家门口、挣钱不用往外走、生产生活两
不误、创业就业稳增收。

立足“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
脱贫走”，5 年来，北京市投入帮扶资金
16.39亿元，我省配套资金3.6亿元，在保
定实施产业脱贫项目 782 个，受益贫困
人口达230071人，带动了当地产业集群
发展。京保两地引导109家北京企业到
保定开展产业扶贫，总投资 146.17 亿
元，直接吸纳 2312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5.75万人脱贫。

拓展消费扶贫渠道
滞销农产品转畅销

“我们的口号是‘保定有好货’！”去
年第一次试水电商直播，挂职保定市政
府副秘书长的马东就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当天直播 3 个小时，点击量 50 多
万，销售额达到 112万元。之后 5天，平
台又追单卖出21万余元。

去年年初，受疫情影响，保定部分农
产品滞销，急坏了这位北京来的扶贫干
部。保定市迅速成立“消费扶贫工作专
班”，列出8个贫困县的滞销农产品清单。

除了四处找销路，马东看好了当下
流行的电商直播，带着扶贫干部“试水”
抖音直播带货。严把质量关、卖力做预
热——扶贫干部的努力得到了网友
认可。

“只有搭平台、建渠道，才能带动产
业长久发展。”马东深有体会地说，“要
通过消费扶贫，让‘保定有好货，北京都
知道’。”

2020年以来，北京消费扶贫产业双
创中心保定馆成为打开当地农产品销

路的好平台。
“消费扶贫年货大集”“鹅扶贫 恁

快乐”万只扶贫鹅认养活动……截至
2020年11月，保定馆整合保定8个县52
家扶贫企业共 400 余款产品入驻，组织
了多场消费扶贫活动，累计销售额达
5500余万元，带动47683名贫困户增收。

保定馆负责人张琳滟介绍，保定馆
不仅为北京市民提供了质优价廉的特
色产品，同时也利用北京超大型消费城
市的市场优势，与北京 600 多家爱心单
位建立了供货关系，打通了保定受援地
农特产品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等全产
业链。

拓展消费扶贫渠道，滞销农产品转
畅销。记者从保定市扶贫办了解到，截
至目前，该市 8 个受援县共认定扶贫产
品 1246 个，全面对接北京机关、互联网
平台、大型商超等，销售总价值 34.5 亿
元的特色农产品，带动贫困人口 11.86
万人增收。

教育扶贫拔穷根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孩子们上课坐的是小板凳，黑板
是水泥抹的，教室都不够用……”回忆
起 5 年前第一次来到阜平县半沟小学
时，北京市陶然亭小学原校长刘建文感
慨万千。

刚退休的名校长是教育圈的“香饽
饽”，不少民办小学开出数十万元年薪
聘请，刘建文没动心。但北京市组织老
校长去阜平支教任校长，他二话没说就
报名了，一干就是5年。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记者从
保定市教育局了解到，北京市“老校长

下乡”活动首先在深度贫困县阜平县启
动，先后选派了北京16位退休老校长到
阜平12所乡村学校支教。目前，16位老
校长共听课近3000节，授课和主持教研
300余次，组织课外活动100余次。

教书育人，润物无声，蜕变在潜移
默化中发生。半沟小学的孩子们接触
到了素描、陶泥制作等美术手工课程；
石猴小学和谷家庄小学的学生从没上
过音乐课，到有了自己的校歌和合唱
团，能够落落大方吟诗唱歌……

5 年来，保定市精准对接北京优质
教育资源，围绕“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
育人才队伍”目标，完善市级统筹、县区
对接、人才互派的长效机制，突出提高
贫困乡村师资专业素养和学校教学管
理水平两个重点，补齐贫困县教育短
板。实践中，除了“老校长下乡”活动，
京保两地还探索出多种教育扶贫模式。

——在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学院
协调下，在保定先后成立了“吴甡校长
工作室”“李梅初中校长工作室”等 7 个

“名校长工作室”。3 年来，这项工程累
计培训保定当地校长 68 位、教师 4600
余人次。

——保定与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
合作，先后组织 19 期乡村教师培训活
动，8 个贫困县参与培训交流的教师达
5758人。

——引进北汽、一汽、上汽等8家知
名车企成立阜平梦翔汽车培训基地。
目前，基地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就业（实习）3058 人，人年均收入达 4万
至6万元。

——保定105所贫困乡村学校与北
京 79 所学校结对帮扶，校校结对“大手
拉小手”，受益贫困学生达5.7万人。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2020年 12月 15日，因为在电子化
学品产品分析方法开发过程中遇到难
题，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品控部部
长刘新雨抬脚出门，在街角拐个弯，就
来到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
工研究院，和来自南开大学的研究人
员交流讨论。

自从 2019 年家门口有了研究院，
和很多位于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企业一样，信联化工向外

“借脑”方便了不少。
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是国家级开发区，也是北京市和河
北省实施的省级政府层面合作共建产
业园区，被中国石化联合会评为“中国
石油化工（沧州）京津冀产业转移示范
区”。随着近年来入驻企业数量的增
多，配备强有力的科研力量成为园区

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8 年 7 月 15 日，沧州市政府与

南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2019 年 11 月
14 日，由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大学—
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挂牌运
营，这也是南开大学在校外建设的首
个纳入教学和科研总体布局的研究
院。研究院依托南开大学的优势学
科，在这里建设绿色化工、新材料、生
物医药、环境保护等 10 余个分支研究
所，主要承接企业科研任务，开展项目
有关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相距不过千米，自此，信联化工和
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
究院成了邻居。2020年6月，经过充分
接触、沟通，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产
品测试等方面开展合作。除此之外，
借助与研究院的合作，位于天津的南

开大学本部也成为企业解决科研难题
的坚强后盾。

与天津相邻的地理位置，可以与
众多化工企业进行合作的优势，也是
当初南开大学“相中”沧州渤海新区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要原因。

组织科技开放日活动、举办专家讲
座、进行企业大走访……运营一年多
来，为了强化与企业的互动，增强产学
研合作的针对性，南开大学—沧州渤
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不断完善自身
运营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将企业需求和
南开大学具体的研究方向进行对接。

截至目前，该研究院已经成功举办
三届科技开放日活动，沧州市近200家
企业与来自南开大学的教授就科技研
发、工艺改进等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
点对点沟通。研究院的首批12个课题
组也已完成入驻，有60余名科研人员开
展科研工作。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20余家企业与研究院达成产学研合作
意向，3家企业与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研究院还创立了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技服务创新券，作为区内企业
在研究院分析检测中心兑换检测费用
的有价凭证。截至目前，累计免费发
放科技服务创新券200余份，为北京协
和药厂沧州分厂等多家企业提供样品
检测150余批次。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庞宇明介绍，
他们正着手构建专家库和园区企业名
录，将南开大学化学化工相关领域专
家的研究方向和技术成果录入数据
库，同时走访园区企业，调研企业的业
务现状和技术需求，以便更精准地推
进成果转化和技术合作。目前，南开
大学的“年产 2010吨医用树脂和 10吨
原料药项目”已经在开发区东区落地，
另外一个高端医学材料项目也正在办
理前期相关手续。

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揭牌运营一年来

渤海新区20余家企业“借脑”谋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日前，北京大
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举办了首都发展新年论
坛。论坛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平对北
大 首 发 院 研 制 的《京 津 冀 协 同 创 新 指 数

（2020）》进行了发布。测算结果表明，2013年
至 2018 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 16.18 增
长到 80.99，增长了 4 倍多，京津冀协同创新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新指数从京津冀整体、3 个省市和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3个空间层面分别构建
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指数包括创新能
力、科研合作、技术联系、创新绩效和创新环
境 5 个一级指标，以及 11 个二级指标、22 个
三级指标，重点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京津
冀协同创新指数发展趋势。

测算结果表明，2013 年至 2018 年，京津
冀协同创新指数从 16.18 增长到 80.99，增长
了 4 倍多，京津冀协同创新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其中，京津冀创新能力指标从2013年
的3.01增长到2018年的15.11；京津冀创新环
境指标从 2013 年的 0.64 增加到 2018 年的
18.05。从三省市情况来看，北京的协同创新
指数从 59.96 增长到 86.24，在三地中增量最
多，体现了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取
得的显著成效。天津的协同创新指数从
33.07增长到36.96。河北的协同创新指数从
7.81增长到19.88，取得了明显进步。

创新指数指出，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
表现出5大亮点。

京津冀创新投入全国领先，北京在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与高端人才聚集方面成效显
著，京津冀创新产出大幅增加。

京津冀三地间科研合作大大加强，科研
合作网络密度从 0.769 增加到 0.885，形成以
京津为主轴，京保石为次轴的网络结构。

京津冀三地间技术合作网络日益完善，
从2013年至2018年，京津冀三地合作专利数
量从5819件上升为8673件，增长了49%；其中
北京与廊坊、保定、沧州等周边地区的技术合作增长趋势尤为明
显。此外，北京与天津、河北的技术交易项数及成交额均快速增长。

三地跨区域产业活动更为活跃，北京产业外溢效应明显。
2018年末，京津冀法人单位在区域内跨省（市）的产业活动单位达
到1.6万家，比2013年末增长180.2%；北京法人单位在津冀地区的
产业活动单位1.2万家，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

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京津冀高铁网络建设进展顺利，“轨道上
的京津冀”正在形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加
强京津冀在全球网络中的要素汇聚能力。科技服务业稳步发展，
北京成为全国科技服务高地和全国双创引擎，独角兽企业占全国
比例近四成，国家级众创空间位居全国第一，为京津冀创新创业提
供了大量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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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刘练）为拱卫首都安全、
保障生活物资运输，按照有关
要求，我省迅速行动，协调大广
高速牛驼服务区和京台高速万
庄服务区全力做好进京生活物
资运输车辆司乘人员免费核酸
检测工作。

大广高速牛驼服务区在廊
坊市固安县境内，位于北京以
南 40 余公里，是大广高速出京
方向第一个服务区，也是入京
方向最后一个服务区，地理位
置特殊。该服务区有餐饮、超
市、加油站及休闲等设施，有大
小停车位200多个，可同时容纳
400 至 500 位宾客就餐，有近千

种商品供顾客选购。
京台高速万庄服务区位于

京台高速廊坊段，于 2019 年 1
月正式运营，分东西两个区，有
60个大车停车位、190个小车停
车位、6 个危险化学品停车位，
并配充电站、加油站、第三卫生
间、母婴室等。

这两个服务区第一时间明
确专人负责，配合检测人员设立
核酸采样点，开辟检测采样区
域，进行不间断消毒，同时做好
检测人员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

1月10日下午，两个服务区
的核酸采样点设置完成，第一时
间面向公众开放。目前，免费核
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两高速服务区为进京
司乘人员免费核酸检测

北京市陶然亭小学原校长刘建文（左一）为阜平县半沟小学学生上手工课。 阜平县教育局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
静 通讯员朱广涛）日前，京津
冀区域联动应急演练暨冬奥供
电保障联合应急演练在张家口
供电公司举行。

此次演练以北京冬奥会测
试赛供电保障期间，张家口市
区及崇礼区等区县电网遭受雨
雪冰冻灾害天气，突发大面积
停电事件为背景，设置了220千
伏线路断线、铁塔倒塌、断路器
低气压报警、电缆隧道起火等
事故情景，按照监测预警、应急
响应、应急处置、应急结束等 4
个阶段开展了全要素“实兵拉
练”，重点开展了电网抢修、有

限空间作业等科目内容演练。
演练中，北京和天津相关

电力公司调派4支应急队伍、50
名成员，携带无人机、通讯设
备、冰雪救援装备等应急物资
赶赴张家口辖区电网受灾现
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演练
充分融入了科技元素，采用了
视频传输、智能化巡检、冰雪救
援等新技术新装备。

据介绍，演练检验了京津
冀地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
案的实用性、有效性，提升了京
津冀区域联动处置效能，强化
了各保电专业工作组协同配合
能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1月15日，历经87天的施工，在
各相关单位的积极配合下，由
河北建设集团承建的京德高速
公路一期工程ZT2标顺利完成
知子营互通上跨廊涿高速工程
施工，恢复了廊涿高速通行。

京德高速公路一期工程知
子营互通上跨廊涿高速工程是
ZT2 标的重点难点工程，也是

京德高速公路全线的控制性工
程之一。该工程施工采用单侧
导改的方式，整个施工过程共
分 4 个阶段进行。经过近 3 个
月的日夜奋战，12 根墩柱拔地
而起，梁板架设完成。

该工程圆满完成施工，比
规定日期提前了 25 天，标志着
京德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向实现
5月通车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京津冀联合举行
冬奥供电保障应急演练

京德高速知子营互通上跨
廊涿高速工程完成施工

沃雨铎是秦皇岛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二
学生，同时也是秦皇岛狂雪滑雪俱乐部成
员，因为爸爸喜欢滑雪，他从两岁半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和练习滑雪。

2013 年沃雨铎注册为河北省运动员，
2016年他又成功注册为全国运动员，同年，

他成为了秦皇岛狂雪滑雪俱乐部成员。俱
乐部创始人刘志永对沃雨铎印象深刻：“这
个孩子特别有天赋，动作很标准，难得的是
他有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沉着冷静，在训练和
比赛过程中表现都不一般。”

2017年起，沃雨铎多次参加大型滑雪比

赛，并取得了2018年河北省青少年高山滑雪
锦标赛少年男子组回转赛第一名、全能赛第
一名、大回转赛第三名；河北省第二届冰雪
运动会高山滑雪回转第二名、高山滑雪大回
转第三名等多项优异成绩。

上初中后，紧张的学业没有让沃雨铎
放弃滑雪，他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课余时
间坚持练习滑雪。他说：“虽然课业压力很
大，但我依然会坚持我喜爱的滑雪运动。”

酷爱滑雪的“追风少年”

“大众冰雪之星”人物宣传展示

京保扶贫协作开展5年

来，北京、保定两地聚焦精准

脱贫，健全协作机制，完善动

员体系，积极构建具有京保

特色、务实高效的扶贫协作

工作格局。

两地一家亲，携手奔小

康。5年来，北京市7个区

用心帮扶保定市 8个贫困

县。目前，保定市8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104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达

到脱贫标准。保定市在国家

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中

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

进入“好”的档次。

□河北日报记者 潘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