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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丝网，从“新”出发
——安平县实施特色产业迭代升级工程打造丝网产业集群

请来“地保姆”，种地省心又赚钱
——阜城推行土地托管服务模式破解农村种地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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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从大广高速饶阳出口左转，便进
入有“中国丝网之都”美誉的安平县。
道路两旁各种丝网广告招牌琳琅满
目，挂着各地牌照的货车满载丝网，一
辆接一辆川流不息。

安平丝网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始于制作筛分粮食的马尾罗。如今，已
发展到6大系列、400多个品种、6000多
种规格，产品更是远销19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编织类丝网产销量、出口量
均占全国80%以上。

丝网不仅是安平这座小县城的一

张亮丽名片，在全省107个县域特色产
业集群中，“安平丝网产业集群”更是
赫赫有名。

近年来，安平县深入实施特色产业
迭代升级“五个一”工程，推动产业延
链、强链、补链、固链。他们坚持科技赋
能，以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专业
园区，不断推动丝网产业实现绿色高质
量发展。今年，安平县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提出，将坚持走转型升级之路，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
把高质量发展的“饭碗”牢牢端在手上，
让百年丝网不断迸发出蓬勃活力。

从小丝网厂到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驱动引领产品

迈向中高端

一根根细如发丝的不锈钢丝顺着
丝轴缠绕而进，纵横交错地织成一张
绸缎般的丝网。

“这是一种特殊的丝网产品，叫不
锈钢印刷网，主要应用在太阳能电池
板、液晶显示器等电子产品中。”安平
县瑞申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彦辉
说，这种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密”，

“平纹编织可达500目/英寸，密纹编织
更是达到了3200目/英寸！”

集群大、品种全，是安平丝
网产业发展特色，但相对的规
模较小、产品同质竞争严重也
成了产业高速发展的绊脚石。

“丝网企业遍地开花，但装备水
平落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刘彦辉说，尽管利润很薄，但大
家依旧拼成本，打价格。

如何跳出低端竞争和产品
同质化的泥潭？痛定思痛后，安
平意识到唯有转型升级，让产
品迈向中高端，才是丝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刘彦辉便
是其中先行者之一。

一次丝网展销会上，不锈钢印刷
丝网让刘彦辉眼前一亮。“随着科技发
展，这种丝网产品在国内市场需求巨
大，而由于技术难、成本高，国内企业
鲜有涉足，市场长期被国外企业垄

断。”2004 年，刘彦辉购买先进设备进
行改造，聘请专家开展科研攻关，终于
破解了这一技术难题，生产出了第一
张不锈钢印刷丝网。

如今，瑞申网业不仅成为国内少
有的不锈钢印刷丝网生产企业之一，
产品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 2014
年深圳金属丝网展销会上，一位日本
客商看到瑞申网业的产品时，赞不绝
口，还抛出了寻求合作的橄榄枝。

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瑞申网业从一家小型丝网企业成长为
填补国内多项空白的高新技术企业，正
是安平丝网产品迈向中高端的缩影。

近年来，安平县在引进国际高端设
备、标准制定、品牌建设挂牌上市等方
面制定扶持奖励措施，为丝网产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安平成立了省丝网产业技术研究
院，围绕技术、标准、服务和效益等重
点，成功打造省级科技孵化器 1 家、省
级工业企业研发机构 13 家等平台，全
力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

“目前，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8
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1257家，挂牌
上市企业 7 家，参与制定各类标准 20
项，注册商标 2024 件。”安平县发展和
改革局副局长马占英介绍，每年发布
的“中国丝网指数”，更是让安平成为
引领丝网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目 前 ，安 平 县 智 能 化 装 备 率 超
30%，50%以上的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捷通公司对现有设备全部进行了
升级改造；联达公司的科研团队研发
了航天用过滤网烧结毡等高科技产
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从一条链到全链条产业园区
——集聚集约发展夯实

产业基石

车间内，拔丝机器轰鸣作响，一根
根粗细不一的钢丝不断涌出。一侧，经
过表面处理后的钢丝，显出特有的金属
色泽……昊天世博表面处理园区内，大
小的丝网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生产。

整合重组、退城退村入园集约发
展，是安平丝网产业夯实发展基石的
着力点。近年来，安平县谋划建设了滤
器滤材、丝网表面处理等 13 个专业园
区，打造工业综合体和新型工业小镇，
引导小微企业入驻园区。

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该县大力
推进清洁化、标准化生产，为符合条件
的企业依法办理环保等相关手续；针对
治污设施不达标的企业，力促增上治污
设施，提高工艺水平，由县政府补贴清
洁化改造资金，带动企业技改投入。

同时，为解决丝网产业表面处理
问题，昊天世博表面处理园区建设了
污水处理厂，实现了统一治污、规范管
理、清洁生产。“入驻这里的 61 家小微
企业产生的污水进行统一处理，整个
园区实现了零污染排放。”园区工作人
员举起一杯经过处理的达标中水说。

优化产业布局，安平建设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引导科技创新企业入园，
发展现代物流，打造了丝网高端产品聚
集、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高地。

安平县鹤煌网业股份有限公司内，
12台大型织网机开足马力，一张张宽幅
达15.5米的细密造纸丝网喷薄而出。

2015 年，转型升级后的企业得到
迅速发展，“即便设备连轴转，也不能
满足订单的供应。”公司副总经理陈丛
尚感慨地说，鹤煌公司整体搬迁到高
新区，企业规模扩大了 30 多倍。“通过
政府补贴，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 60 万
平方米以上。”陈丛尚说。

入驻园区的企业不仅得到水、电、
暖、气等基础资源供应保障，对加强技
术研发、引进高端设备的企业，政府还
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随行的高新区
副主任李新愿说，如今，入驻高新区的
亿元以上企业有120家，2020年，高新区
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101家，创新能力迈向新台阶。

走转型升级之路，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安平县县长曹向东在2021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该县将立足“中国丝网
第一城”目标定位，适应新发展格局需
要，补齐短板、锻造长板，进一步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让百年丝网迸发新活力。

□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初春，阜城县崔家庙镇王怀玉村的
700多亩小麦一派绿意。“播种机械化、追
肥无人机、收割有人管，咱真成了‘甩手
掌柜’。”不少村民悠闲地说。

阜城县是我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但随着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
村人口老龄化情况日益严重，农民不愿
种、不会种、种不好等问题逐年凸显。谁
来种地，怎么种地？阜城县大力推行土地
托管服务模式，有效破解农村种地难
问题。

“五统一”托管服务，实现节本增效

当前，正值小麦管理的关键期。阜
城正丰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加
紧准备灌溉工作。该合作社是阜城县
第一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作社，为

全县 3 个乡镇、6.5 万亩地提供社会化
服务。

依托合作社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
务，阜城县培育了农民种植合作社、农机
农民合作社和无人机飞防合作社 3 支托
管队伍。这 3 支队伍既分工又合作，注册
会员 7万余人，可提供种、药、肥、水、耕、
播、防、收全程服务。

“目前全县10万亩土地实现了托管，
但这种托管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
情况分为‘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式’半
托管。”阜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何丙敬介
绍，“保姆式”全托管包括农资购置、统防
统治、机耕机收等农业生产全链条服务；

“菜单式”半托管则根据农民个性需求，
进行“私人订制”，对农民干不了、干不好
的薄弱环节进行托管。

合作社在开展托管服务时，实施统一
购置农资、统一测土施肥、统一节水灌溉、

统一防治作业和统一智能监测。“五统一”
管理，实现了节本增效，像合作社在农资
生产厂家直接进货，减少了中间环节，另
外科学施肥、施药，降低了生产成本。

农民“一地两收”，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把家里的 8 亩地都托管出去了，
省心省力。”王怀玉村村民王志德说，合
作社制订了具体的服务环节和作业规
范，并接受大家的监督。

更让王志德高兴的是，土地托管还
实现了“一地两收”，生产托管保底收益
和生产托管后剩余劳动力的打工收入。
按托管协议，王志德一年可收获两季粮
食，因为不再被种地所累的他外出打工，
每月还有4000多元的收入。

实行土地托管后，阜城县形成“半工
半农”“九分工一分农”的农村劳动力达
到2.97万人，每年在二产、三产务工收入

达到5.4亿元。
土地托管后，因为规模化作业，利于

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引进农
业生产中，切实解决了小农经济经营方
式粗放、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2020 年，
阜城县化肥、农药使用同比减少5.5%，小
麦秸秆还田率 100%，玉米秸秆还田率
85%以上。土地的集中管理，还加快了新
机械、新装备的应用。去年以来，阜城县
新购置各类机械 700 多台套，其中新机
械、新装备占85%。

目前，在阜城县，合作社还开展了同
科研机构的对接合作，推广优良品种 25
个，全县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有力促进了农作物增产。

“目前，我们已整合组建农业生产全
链条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10 家，固定
资产达1.2亿元，具备了开展全域土地托
管服务的能力。”何丙敬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铲土、挖坑、栽
苗、浇水……春回大地，又到了植树造林的好
时节。今年，衡水市将突出抓好环衡水湖绿
化、环城市城镇绿化、道路河渠绿化、乡镇村
庄绿化、农田林网建设五大重点工程，完成营
造林13万亩。

高水平开展环衡水湖绿化。该市将通过
政府筹建、企业建设、市场运作等多种形式，采
用新建、改造提升的方式，环衡水湖建设特色
观光岛等12个景观节点，完成新建改造面积
1.74万亩。同时在适宜绿化的路段、地块，打造
生态隔离带，完成环湖外围绿化1.41万亩。

提升环城市城镇绿化水平。该市将利用
城市城镇周边的荒地、废弃地等，建设环城片
林；在中心城区周边适宜绿化地段进行绿化，
统筹道路绿化、水系绿化、郊野森林公园等造
林工程；在县城周边适宜绿化地段进行绿化，
打造生态高效的环城防护林带。

推进道路河渠绿化。大力推进高速公路、
铁路、国省干线公路、主要河流干渠等通道绿
化。科学规划设计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以
外的绿化带宽度。

实施乡镇村庄绿化。以创建国家和省级
森林乡村为引领，重点实施环村林建设及住
宅庭院、道路街巷、沟渠隙地和广场游园等绿
化，打造“村边密林化、村内园林化、道路林荫
化、庭院花果化”生态田园风光。

高标准建设农田林网。该市将以乡村道
路、田间道路、沟渠等为框架，布设一定宽度、
结构、走向、间距的农田防护林，集中消除农田
林网空白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近日，饶阳县饶阳镇卫生院牛
村分院内，来自市、县各医院的医疗专家认真地为群众把脉问
诊，耐心地解答询问……类似的义诊活动，在衡水市每月都会
进行。

衡水市筑牢“健康防线”，巩固脱贫成果。自 2018 年开
始，他们每年集中开展一次贫困人口免费体检，对患有慢性病
的及时给予认定并落实相关政策。3年来，累计免费体检贫
困人口190366人次，纳入慢病管理17603人。

为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该市严格执行大病集中救治
一批、慢病签约管理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三个一批”
救治工作，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目前达到 30 种。截至 2020 年
底，全市共计救治大病患者10186例，救治率达到99.14%。严
格执行参保农村贫困患者医疗费用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制度，减轻了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
不断加强县级医院人才、技术、重点专科等核心竞争力建

设，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左右。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村
卫生室建设和村医配备实现全覆盖，全市符合条件的4922个
行政村全部纳入乡村一体化“十统一”管理。扎实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截至去年底，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941个，贫困
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6742人，做到了应签尽签。

为防范重点人群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加强重大疾病防
返贫和防致贫医疗费用监测，紧盯边缘户和不定稳定户的健
康情况，避免因医疗费用问题返贫。目前，全市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个人缴费由财政全额补助，参保率达100%。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年来，衡水市全力筑牢“义务教
育有保障”基本民生底线，截至目前，该市贫困家庭子女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100%。

严格落实控辍保学政策。该市认真落实县级政府义务教
育控辍保学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跟踪监测机制，建立健全
县、乡、村、校四本适龄儿童少年台账，实施贫困学生台账化精
准控辍，确保每一个学生不失学辍学。

全面落实贫困学生资助政策。完善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
资助政策体系，广泛宣传国家“两免一补”“三免一助”资助政
策。2020年，该市将剩余贫困人口在校学生242人、防贫对象
家庭在校学生405人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做到问题随时发现、
随时解决、随时清零。

全力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大力实施改善农村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全市 642所两类学校
全部达到省定基本办学标准。同时，不断加强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制定年度交流工作方案，做到全市每一所乡村学校都有
一所城镇学校帮扶。

3年免费为贫困人口
体检 190366 人次

开栏的话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

命脉，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

业，是实现富民强县，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

衡水坚持产业振兴强市，安平

丝网、枣强复合材料等9个产

业集群入围了 107 个省级产

业集群。在此基础上，该市又

选择了武强乐器等 5 个基础

好、潜力大，在细分市场上占

有率高的产业集群作为重点

扶持发展对象，在全市确立了

“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

总体发展思路。怎样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如何带富一方百

姓，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从

今天起，本版推出《发展特色

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衡

水“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纪行》专栏，通过探访县域特

色产业，深入解读衡水特色产

业发展“密码”。

突出抓好环衡水湖绿化、环

城市城镇绿化、道路河渠绿

化、乡镇村庄绿化、农田林网

建设五大重点工程

全 市 贫 困 家 庭 子 女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0%

发展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衡水“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纪行

在安平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鹤煌网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大型织网机有序运转。 河北日报资料片

近日，安平县瑞申网业有限公
司车间内，工人在仔细地将不锈钢
丝穿到织机上。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随着天气转暖，衡水湖的冬候鸟正分批集结北归。
目前，已有200余只白天鹅飞抵衡水湖。这是美丽的白
天鹅在衡水湖畔游弋。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