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域多，潜力大，县域兴则保定兴。保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把做强做优县域特色产业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壮大
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保定振兴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即日起，本版开设《做强做优县域特色产
业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聚焦全市县域特色产业，展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探索、新
成就，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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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大力推进现代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药材之都”转向“药品之都”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通讯员 王红强

目前，该市中

药材常年种植面

积达15万亩，年提

供商品中药材近4

万吨，总产量占全

省中药材总产量

70%以上；安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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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工业企业49

家，年产值1亿元

以上企业24家

徐水区哈弗城社区建立社区生活信用体系

居民“信用积分” 社区更加和谐
根据居民对社区的贡献进行信用积分排名，积分靠前的住户享有优先

租赁车位、物业特约服务、推荐就业机会等优惠，使用信用币可在社区

网上商城折抵现金购物。截至8月底，哈弗城社区1350户5000多居

民在信用管理平台实名注册，实名注册率100%。3年来，记录了社

区好事1360件，文明积分累计3万多分

做强做优县域特色产业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
心揭牌；国家药用植物园华北园落地、25
个重点项目先后在现代中药工业园区集
中开工……近期，随着一个个新项目持
续揭牌、落地、开工，安国市聚力打造国
家级现代中医药产业创新聚集之都的步
伐不断加快。

安国素有“千年药都”之称，是我国
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和中药文化发祥地
之一，享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
始生香”之美誉。近年来，安国市扎实推
进全产业链创新升级，持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产业集群化发展效益凸显。

源头保证中药材道地性，
加快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黄灿灿的金鸡菊、紫色的薰衣草、红
色的鸡冠花……眼下，安国药博园内的各
色中药植物花开正好，呈现勃勃生机。这
个始建于2016年的园区已建设成为全省
一流、全国前列的全国中药材种业科技孵
化中心和现代中药农业产业聚集区，初步
建成了300亩的现代中药种业基地、3800
亩的标准化种植示范区、100亩种质资源
圃和800亩中医药文化博览园。

业内有句话叫“药材好，药才好”，中
药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中医在临床上
的治疗效果。近年来，安国加大在中药材
种植和销售环节的标准化、数字化、质量
追溯体系建设，在源头上保证中药材的
道地性、安全性。

强势推进“1+10+100”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战略，打造了万亩优质中药材种
子种苗繁育和道地药材种植基地，10 万
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
边县市、太行山、燕山山脉及云贵蒙等地
近百万亩中药材种植，安国中药材种植
规模、辐射范围、综合效益持续扩大。目
前，该市中药材常年种植面积15万亩，年
提供商品中药材近4万吨，总产量占全省
中药材总产量70%以上。

创建了10个河北省中药材种植示范
园，建立了 2个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常

年种植中药材30多种，道地药材“八大祁
药”中祁紫菀、祁山药、祁菊花已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认证，“安国中药材”获评河
北省区域公用品牌。安国不仅成为我国
北方规模最大的中药材种子种苗市场，
还被列为“国家科技部中药材 GAP 研究
基地”“全国中药材示范基地”和“中国药
材之乡”。

作为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试点，
该市依托数字中药都，创新中药材电子交
易、第三方检测和产品质量全程追溯“三
网合一”新模式，加大在销售环节的标准
化、数字化、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在种植
源头和销售渠道上保证中药材的道地性、
安全性。目前已将本地21个种植基地、93
家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企业和药店、1350个
经营户纳入质量追溯体系。

“科创+产业”和弦共振，
推进“药材之都”变“药品之都”

走进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只见
一条条园区道路宽阔整洁，一座座楼宇
厂房错落有致，一个富有活力的国家级
绿色园区悄然崛起。

“公司依托园区产业聚集优势，5 年
来实现了快速发展。”安国聚药堂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占江介绍，作为首批入驻园
区的企业，该公司销售收入由 2016 年的
1.1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8.44亿元，成为
安国本地中药制药企业快速崛起、创新
发展的典型代表。

“加快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名方大药和拳头产品，做优知名品牌，加
快实现由‘药材之都’向‘药品之都’转
变。”近日，安国市委书记张冠群在该市
第八次党代会上强调。近年来，安国营造
优良的发展环境，大力实施“名企名院进
安国”战略，坚持“政府主导、高端定位，
科技创新、绿色引领”的理念，制定出台
了《中药企业科技创新奖励办法》《优胜
企业（项目）奖补办法》《明星企业奖励办
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集中精力、全力
以赴筑牢产业发展平台，重点打造安国

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全面提升现代中
药工业园区发展能级。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随着
北京同仁堂、漳州片仔癀、国药乐
仁堂等多家国内知名中药企业的
入驻，目前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
入园企业已达126家，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49家，年产值1亿元以上企
业 24 家，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
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生动局面。园区先
后获得“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国农村三
产融合发展先导区”“全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等称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主阵地。

安国还坚持“科创+产业”和弦共振，
一手抓中医药产业集聚产业项目带动，
一手抓科技引领，创新发展路径、完善创
新体系。目前成立了国家级星创天地、中
药康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医药
产业创新联盟等9家国家级、省级科技创
新平台，高标准建立了河北省中医药研
究院、河北省中药材质量研究院，聘请了
张伯礼、黄璐琦、吴以岭 3名院士及澳门
科技大学周华教授为中医药产业发展顾
问，为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智力支撑和动力来源。

培育药膳产业，打造国家级
药膳品牌

前不久，“培育药膳产业 引领健康
生活”打造国家级药膳品牌主题研讨会
在安国举行，来自全国食品生产、药膳研
发等 70 余家企业的 100 余位从业人员，
共同探讨了药膳产业新型服务模式和创
新发展之路，对安国如何加强药膳、养生
保健和滋补食品的研发，打造国家级药
膳品牌提出建议。

近年来，安国市以中医药康养文化为
依托，深入实施“中医药+”战略，以创建国
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以药膳
大赛助推药膳产业化，出台了《安国市鼓
励支持发展药膳餐饮企业的奖补办法（试
行）》，以政府鼓励、以奖代补、示范引领、

逐步推广的方式，对符合认定标准的药膳
经营单位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吸引优质
企业投资兴业，激发资源人才参与药膳产
业，开办药膳馆、药膳餐厅等。

高烧麻山药、薏米丸子、安国长寿
汤……如今走在安国街头，有不少饭店、
餐馆推出了以食药膳为主题的餐饮服
务，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药膳受到人们
喜爱，成为吸引人们来安国游玩的“新名
片”。

因中药产业的繁荣，安国药膳不断
丰富和发展，目前已拥有营养滋补类、防
病祛病类、抗衰防老类等7个大类200多
个品种，有8人获“中国药膳大师”称号，9
家餐饮企业推出专门药膳，50 多家药企
推出药食同源产品。正在积极申报全国
药膳示范区。把养生大健康产业和中药
产业相结合，丰富产业链内涵，全市规模
以上生产中药保健品的企业 52家，产品
覆盖花茶、保健茶等 9 大类 314 个品种，
年销售额约50亿元。

此外，安国还全力推进传统中医药
文化传承振兴工程，深入推进中医药文
化知识进课堂、进社区、进家庭，营造浓
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开展“双百行动”，
加快推进百名国医手进安国坐诊、新开
百家药膳馆，全力打造集名医坐诊、中医
理疗、养生膳饮、古法炮制、中医讲堂于
一体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体验街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陈曼）
日前，保定市行政审批局为优化企业开办服
务，启动实施企业开办“5110”服务标准，强化
信息共享，压减登记注册环节，将企业开办的
14份材料压缩到5份，由3个环节压缩到1个
环节，1 个工作日内办结，全环节零成本，为
市场主体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激发
市场活力。

精简材料，标准服务。依托企业开办“一
窗通”平台，对涉及企业登记、刻章、发票申领、
社保登记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优化整
合，申请材料从14份压缩至5份，取消公章刻
制、发票申领、社保登记等重复提交的材料。申
报材料有示例、有样表、有说明、有备注，实行
标准化管理，群众填报简捷，工作人员审核准
确，审批效能大幅提高。

优化流程，智慧服务。新开办企业通过企
业开办“一窗通”网上服务平台，企业开办环
节压缩至1个。通过勾选式、填空式填写申请
材料，即可完成企业设立、公章刻制、涉税服
务、参保登记等事项，全程网办信息共享，一
表填报、一次申请、一日办结。为企业提供银
行开户预约、公积金缴存业务增值服务，线上
可同步申办，企业全程无需到现场，通过邮寄
送达，即可领到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和税控
设备等全套办件，全程“不见面”，更加省时省
心省力。

政府买单，无偿服务。采取购买服务方
式，解决企业开办环节产生的公章刻制费用
以及营业执照、税务发票等邮寄费用，免费向
新开办企业赠送实物公章、电子印章，免费发
放税务 Ukey。目前，已为 3907户企业免费提
供了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为28655户企
业同步发放了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为
企业减少成本约187万元，实现开办企业零负
担、零成本、零费用。

事项延伸，就近服务。为推动政务服务向
基层延伸，方便群众办事，自今年 8 月起，全
市22个县（市、区）将个体工商户登记（含设立、变更和注销）权限
以委托形式全部赋予 288个乡镇和街道实施，同时积极推进乡村
两级网上政务服务系统建设，对申报材料、办事流程进行标准化梳
理，加强人员培训指导，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拓宽渠道，便捷服务。全市各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了企业开办自
助服务专区，提供了营业执照、印章、发票“一站式”自助领取服务。
领取人可使用自助终端设备完成身份认证登记，自助打印纸质版
营业执照、企业准予设立通知书、印章、发票，实现了“无人值守”的
智能化服务模式。

证照联办，套餐服务。以民生事项、高频许可事项为重点，依托
信息化手段，对企业开办、涉企经营审批实行“流程接续、业务衔
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方便企业开办登记时一并申领营业执照
和涉企经营许可证，做到准入准营“证照联办”，准营信息“一码加
载”。目前，选取药品零售、食品经营、个体餐馆等9个行业领域先行
试点“证照联办”，打造准入与准营一体化工作模式，推动审批服务
管理从“政府部门供给为中心”向“以市场主体需求为中心”转变。

据保定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110”服务标准可让企
业以更便捷的方式、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快速进入市场，从而开启
营商环境优化“加速度”，搭建企业开办“高速路”。截至目前，全市新增
市场主体83988户，同比增长9.5%，其中企业新增28655户，同比增长
29.1%，个体工商户新增55333户，同比增长1.6%，企业开办线上办结
率达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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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服务标准为：将企业开办
的14份材料压缩到5份，由3个
环节压缩到1个环节，1个工作日
内办结，全环节零成本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王爱华）近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发布《关于确定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
单的通知》。保定市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项
目成功入选。

近年来，保定市扎实推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对国家
地理标志资源进行详细摸底、梯次申报、合理储备，不断加大国家
地理标志品牌的培育力度。截至目前，全市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8个，位居全省第三。今年，唐县大枣、唐县核桃、定兴太平
萝卜、曲阳定瓷、曲阳定窑5个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成功注册，新增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数量位居全省第二。易县苹果、易州贡米进入
受理环节。易县核桃、涞源核桃、涞源柴鸡蛋、涞源虹鳟鱼也进入
重点培育阶段。

涞水县作为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麻核桃原产地和主产区，麻
核桃种植遍及 15个乡镇，面积 7万余亩，麻核桃树 200余万株，涉
及 4.5万户，年产值近 10亿元。2010年“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获批，2014年“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
功注册，本次“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项目获
批筹建，成为该市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金名片，为推动全
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9月 5日，直径 4—6英寸碳化硅单
晶衬底项目在涞源县投产，总投资约 9.5亿元，年产 10万片。该项
目建有单晶生长炉 600台，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线，可满足 5G
通信、智能汽车、智慧电网等行业的芯片需求。该项目的投产，标志
着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单晶衬底在我省实现规模量产。

据介绍，碳化硅单晶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核心代表，是高
端芯片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河北同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国
内率先从事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的企业之一，专业从事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碳化硅单晶衬底的研发和制备，掌握了从原料合成、单
晶生长、衬底加工到品质检测等关键技术，形成关键装备自有、核
心技术自主的完整技术体系，产品各项技术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保定市在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单晶衬底技术、市场和
产业链协同等多个层面发力，形成了上中下游协同机制，为打造国
家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张
艺凡、崔薇） 人人遵守社区公约，主动维
护卫生环境，小区物业费缴纳率达 100%，
业主自发成立爱心微信群互帮互助……经
过 3 年探索，保定市徐水区哈弗城社区的
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区治理效果。

自2018年起，哈弗城社区开始采用生
活信用体系，其建构的核心是积分奖惩制
度。在小区生活信用体系明白卡上，详细
列举着各类加分扣分情况：制止或反馈在
楼道堆放杂物，加4.5分。制止或反馈无牌
无照四轮电动车进入小区，加2.5分。制止
或反馈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张贴小广
告，加 2.5分……违规使用油漆、稀释剂、
汽油等危化品，扣4.5分；在公共封闭区域
吸烟，随地乱扔烟头，扣 3 分；摩托车、

电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扣2.5分……
“信用积分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初始

分数为 1000 分，根据居民对社区的贡献
情况进行分类，设定 1 至 20 分不等的信
用分值。根据居民对社区的贡献进行信
用积分排名，积分靠前的住户享有优先
租赁车位、物业特约服务、推荐就业机
会等优惠。”哈弗城社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付利霞说，社区还提出“日行一善”“家
风建设”等培养社区文明新风尚的积分
措施，将信用体系巧妙地嵌入到社区治
理中去。

在信用体系运行一年后，颁奖形式单
一、受惠范围窄等缺陷逐渐显露，居民的
参与积极性开始降低。“我们决定将信用
体系升级。”付利霞说：“升级后的信用体

系将信用分转换成信用币，将居民服务与
商圈搭建结合起来，使用信用币可在社区
网上商城折抵现金购物，全体业主都能参
与。”在升级版信用体系的作用下，越来
越多的居民由旁观者，变为社区建设管理
的常态参与者、协助者、组织者，社区逐
渐实现良性自运转。

自实施社区信用体系以来，居民养成
了自发遵守社区公约的生活习惯，主动维
护社区卫生，装扮美化社区环境；优秀红
旗月月流动、人人关注，家家争当好居
民；业主自发成立社区爱心微信群，拼车
拼购、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了“社区为人
人，人人为社区”的浓郁氛围。

截至 8月底，哈弗城社区 1350 户 5000
多居民在信用管理平台实名注册，实名注
册率 100%。3年来，记录了社区好事 1360
件，文明积分累计3万多分。

作为省级研究智库，省城市传播研究院
团队在该社区调研时认为，社区生活信用体
系建设，提升了物业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强化了社区秩序化管理，也提升了居民对物
业的信任和认可度，推动了社区治理自运
转，让社区成为和谐美好的大家庭。

涞水麻核桃上榜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

碳 化 硅 单 晶 衬 底
在涞源实现规模量产

可满足5G通信、智能汽车、智慧电网等行业芯片需求

▲近日，在安国金木集团植物细胞工厂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培育石斛胚芽。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红强摄

▶这是日前航拍的安国数字中药都。依托数字中药都，安国加大在销售环节的标准化、数字化、
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红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