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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招对冲下行压力

全省制造业综合质效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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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河北省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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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发挥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平台优势

促进全球设计与河北产业深层次交流合作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河北工
业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加
之年初局地突发疫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钢铁
压减产量、北网有序用电、汽车行业“缺芯”等多
重不利因素影响，工业下行压力空前加大，我省
工信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工业经济发展，精准施策、科学应对，采取“六抓
六促”的硬招，有效对冲下行压力，力促全省工
业运行实现稳定恢复、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2021 年 1-11 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6%，已连续3个月正增长；两年平均
增速为4.3%，已连续4个月回升。全省制造业
综合质效明显提升，1-10月全省规上工业利
润同比增长29.7%，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29.3%，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工
业结构调整持续优化，2021年1-11月高新技
术产业占规上工业比例达到21.2%，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绿色发展底色更足，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9.9%，降幅是
全国的近两倍，规模以上工业总能耗同比下
降5%，降幅全国第一。

抓统筹服务促复工复产。省工信厅聚焦
“三个重点”（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
精准应对年初年末石家庄、邢台、辛集等地散
发疫情，制发工业企业精准有序复工复产指

导意见、精准帮扶十条措施等多项政策文件，
建立健全企业特派员、县区联络员、包联责任
人“三个机制”，指导各市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明确专人盯办涉及京津冀、四川、贵州等9个
省份320余家企业员工返岗、原料配送等方面
的400多个问题。会同建行河北省分行建立银
企对接机制，开展“金融支持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专项活动，对800家企业投放贷款443.2亿
元。2021 年四季度我省建立工业运行“周调
度、日报告”制度，各市累计调度县区、园区和
企业 3360 余次，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问题 130
个，抓细抓实疫情防控，促稳工业经济发展。

抓品种优化促提质增效。2021年，我省压
减粗钢产量任务为2171万吨，占全国压减总
量 72.4%，测算将下拉工业 3 个百分点左右。
强化靶向施策调结构、产需对接降成本，指导
钢铁企业向内挖潜，优品种、提品质，大力发
展精品钢材；畅通钢铁产业链循环，在石家
庄、秦皇岛、邯郸等市组织6场、400余家企业
参与的钢铁上下游产需对接活动，打造钢铁
装备共生、共享、共荣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平台，完成采购1700万吨，合力推动钢铁行
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1-11月，我省热轧薄
板、冷轧薄板、冷轧薄宽钢带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09.2%、40.8%和40.2%，带
动全省黑压延行业增加值仅下降0.6%，有力

有效对冲了压减粗钢产量政策影响。
抓有序用电促要素保障。针对冀北电网

2021 年 9 月中旬以来因供电紧张对承德、秦
皇岛、唐山、廊坊四市执行的有序用电情况，
省工信系统迅速落实省领导“三不三保”要求
（不停电、不停产、不断供、保民用、保供暖、保
生产），建立日监测、日调度、日反馈机制，梳
理有序用电“五个清单”（必保、避峰、错峰用
电企业和发电企业问题、工业用电效益大
户），明确必保企业 5858 家，有序用电企业
8227 家（其中避峰企业 5158 家，错峰企业
3069家），“全天候、一对一”精准解决55家发
电企业实际困难，指导全省2586家电力市场
直接交易工业用户通过市场交易疏解煤电企
业困局，将有序用电对工业经济的影响降低
到最小，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抓产需对接促汽车产业链稳定。头部企
业稳则产业链稳，面对年初长城汽车芯片供
应紧张的困局，省工信厅千方百计、积极协
调，在工信部支持下先后 6 次召开专题协调
会，组织芯片企业与长城汽车对接保供，解决
4万台整车急需芯片。组织举办京冀（廊坊）汽
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北汽新能源、长城、长安、
领克、长征等多家整车企业及廊坊市40余家
零部件企业达成6项整车与零部件初步合作
意向，10多家企业与北汽新能源等整车厂商

达成互访协议，2021年1-11月生产汽车整车
97.4万辆，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

抓升规入统促挖潜扩量。规上企业是工业
的主力军，新增规上企业是工业增长的生力军。
我省出台《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十条措
施》，建立营业收入1000万—2000万元临规企
业重点培育库，强化目标分解，逐企建档立卡，
强化跟踪服务，专班指导入统。加大资金支持奖
励力度，2021年我省对1781家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分档奖励资金1.2亿元，企业升规入统积极性
有效提升，2021年有望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000
家以上，对全省工业增长拉动1.2个百分点。

抓减负清欠促环境优化。实施减税降费
红利账单惠企直达，切实提升政策质效，2021
年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112.6亿元，用政府
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
场活力的“乘法”。开展“企业减负在行动”主
题减负政策宣传周系列活动，健全防范和化
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我省投诉欠
款清偿进度高于全国平均清偿进度，2021年
1-11月省减负办受理转办297件投诉线索，
经核实属清欠范围 130 件，实现两个“百分
百”，即办结反馈率100%、无分歧欠款依法清
偿化解 100%，累计推动清偿欠款 2.91 亿元，
助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激发市场
主体新活力。 （米彦泽）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全国共认定292个国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其中河北省有河北志晟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快乐沃克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等9家上榜。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将不断提高服务
能力和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主动为中小企
业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
务，及时反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及政策建
议，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制造业做实
做强做优等方面发挥好支撑作用。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有效期三
年，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不定期对国
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情况进行抽查测
评，测评不合格的将撤销示范平台称号。 （米彦泽）

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河北省制造
业设计能力提升“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在“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发挥河
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平台优势，汇聚国内外设
计资源，促进全球设计与河北产业多维度、深
层次交流合作，向世界传递中国设计声音，提
升文化自信和中国设计的国际影响力。

更加注重开放。加强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合
作，每年选择一个国内外工业设计知名城市或
地区为合作伙伴，引入绿色设计、城市设计、服

务设计等前瞻理念和发展趋势，传播先进设计
理念。加强与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放
合作，积极引进第三方优质设计活动，丰富活
动内容。努力将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成为
引领设计风尚的“新奇特”设计产品展示交易
平台，发布创新前沿观点和产业发展态势的理
论思想发声平台，发现设计新星、发售设计爆
品、连接市场和用户的设计成果发布平台。

更加注重共赢。我省现有制造企业21万
家，重点产业集群100余个，亟待转型发展。依

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平台，我省向全球设
计界主动开放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市场，拉
近国内外高水平设计供给的距离。支持河北
企业积极参加设计周活动，让河北企业有更
多渠道了解对接先进设计机构、理念和服务，
推动自身发展和产业升级，实现合作共赢。

更加注重服务雄安。依托设计周国际资
源，结合雄安新区接轨国际、发展高端现代服
务业、建设绿色智慧新城的定位，在雄安新区
智慧社区、智慧生活、智慧出行、人文关怀等

领域汇聚更多设计高端解决方案，推动优秀
设计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转化。同时，以雄安新
区建设为出发点，加强对国际国内高端设计
机构的定向招商，培育发展以工业设计为代
表的创意设计产业，推动雄安新区实现“全球
设计·雄安发布”产业发展愿景，助力雄安新
区打造高端服务业的全球创新高地。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工
业设计领域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活动，在传
播设计创新理念、营造工业设计发展氛围、引进
国内外知名设计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我省举办的第四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
周，共举办各类论坛、展览、对接活动32场，吸引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家企业参展，现场
参会观展超3万人次，线上平台参与超1600万
人次，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米彦泽）

经各市局及省行业协会推荐、专家评审、研究审议
和网站公示，日前，省工信厅决定将“石家庄四药有限
公司实施药品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理的经验”等12
项企业典型经验确定为2021年河北省工业企业质量
标杆。

这12项企业典型经验分别是：石家庄四药有限公
司实施药品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理的经验，石家庄
工业泵厂有限公司实施“五位一体”的质量管理模式经
验，河北鸿科碳素有限公司实施“1+2+3”质量管理模
式的经验，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实施“三个严
控、四个重点”质量保证模式的经验，河北兴隆起重设
备有限公司实施基于卓越绩效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的经
验，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精益质量管
理方法的经验，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基于体系保障
实施精准创新管理的经验，河北广祥制药有限公司应
用微反应连续合成技术控制药物残留溶剂质量管理的
经验，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老白干

“1·9～3·5”质量管理模式经验，河北瑞格纺织有限公
司以绿色制造为基础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实施经验，
河北威尔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威尔特体育可追溯性综
合质量管理的经验，河北申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卓越绩效模式的经验。

据悉，省工信厅要求各地积极组织本地区开展质
量标杆经验交流活动，带动更多企业实现产品和服务
质量提升。质量标杆所在企业要积极参加相关交流活
动，提供必要的资源，分享先进经验；要持续应用先进
的质量管理方法，推动产品、服务质量和效益稳步提
升，为推动实现质量强省战略作出更大贡献。（米彦泽）

又是一年冰雪季。记者采访发现，随
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和冰雪运动的
推广普及，我省一些冰雪装备企业把握市
场的“脉搏”，正在“迎风起飞”，进入快速
发展期。

分享市场“红利”，销量不断增长

“终于轮到我了！”在旱雪毯体验区，
孩子们手拿滑雪杖，踩着越野滑雪板，争
先恐后体验越野滑雪。“撞上了！撞上了！”

“我赢了！”在陆地冰壶场地，小朋友们同
样玩得不亦乐乎。“好球！”“好球！”在陆地
冰球体验区，一场别开生面的陆地冰球赛
激烈进行……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省体育馆举办
的河北省群众冰雪运动现场推进大会暨
省工商联民营企业百余辆“冰雪大篷车”
发车仪式的“冰雪大篷车”体验区，记者看
到，“冰雪大篷车”搭载的旱雪毯、陆地冰
壶、桌上冰壶、VR滑雪模拟器、沉浸式智
能滑雪训练器等冰雪装备，都很受欢迎。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
成功以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除
了滑雪板等雪具，旨在突破冰雪运动季
节、场地条件限制的仿真冰、旱雪、滑雪模
拟器等冰雪替代装备，也成为我省一些体
育用品制造企业瞄准的“风口”。

据了解，“冰雪大篷车”搭载的旱雪
毯，是由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
园内企业——张家口京禧体育器材有限
公司生产的。该公司 2018 年落户张家口
后，主要生产滑雪板、旱雪毯等冰雪装备。

“我们的滑雪板销量每年都会有
15%—20%的增长，国内主要是销往京津
冀、东北、新疆等地，国外主要是欧洲、美
国和日本等地。旱雪毯自去年开始推广，
主要是面向校园和公园，今年截至目前已
销售六七千平方米，同比增长百分之七八
十。”该公司董事长周文寿介绍说。

张家口市科诺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
生产汽车或大型机械上的齿轮及轮毂等
配件起家，后来产品逐渐拓展到冰雪装备
领域。几年前，记者采访这家企业时，他们
还曾因“仿真冰一块也没卖出去”而发愁，
如今却笑逐颜开。

该公司负责人吴强告诉记者，现在公

司生产的仿真冰以及仿真冰壶道等年销
售额在4000万元左右。“我们陆地冰壶的
销售量达到3万多个，仿真冰场仅在河北
省内就建设了27个。此外，仿真冰场和陆
地冰壶产品还销售到了甘肃、新疆、湖北、
广东、云南、黑龙江等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北
京冬奥会启动了国内巨大的冰雪装备市
场需求，我省一些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积极
抢搭这趟“快车”，涉足者越来越多。

以生产悬浮式拼装地板知名的河北
英利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开始将悬浮
式拼装地板和轮滑、陆地冰球项目发展场
地需求相结合，打造安全、新型冰雪运动
场地。在河北省群众冰雪运动现场推进大
会“冰雪大篷车”体验区，记者看到，陆地
冰球体验区的地板就是由该企业生产的。

该公司品牌推广负责人李晓东介绍
说：“我们企业目前应用到轮滑和旱地冰
球类的悬浮式拼装地板场地产品年铺装
超过5万平方米，在全国各地均有实施，销
量年增长率超过10%。”

省冰雪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带来的冰雪运动
热，冰雪装备市场不断升温，相关企业已
经进入“收获期”。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及举办，将进一步刺激市场需求的释放，
给冰雪装备企业带来更多“红利”。

加强科技创新，产品不断优化

“快来看，我的滑雪姿势都能呈现在
屏幕上，可真神奇……”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河北省群众冰雪运动现场推进大会

“冰雪大篷车”体验区，沉浸式智能滑雪训
练器的体验者一脸兴奋。

这款智能滑雪训练器，由河北威尔特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河北大学联合研发，
是一款集健身、训练、模拟、互动、数据分
析于一体的新型滑雪训练装备。

该公司2017年进入冰雪装备制造行
业，生产的滑雪训练器年销量在1000台左
右。2021年初，在定州市科技局和省产学
研促进会的支持和引导下，他们开始致力
于智能滑雪训练设备的研发。

“智能滑雪训练器的亮点在于配备
了沉浸式智能互动系统，相较于单纯的
VR视觉体验，更能给人带来沉浸式的滑
雪体验。这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沉浸
式智能滑雪训练器，已获得3项实用新型
专利，还通过了 2021 年河北省科技冬奥
专项立项。”该公司负责人杜志虹介绍
说，由于趣味性和模拟性较强，该产品一

经推出，就预订出去好几台，现在还在拓
展市场。

随着冰雪装备市场日趋火热，竞争也
日趋激烈。企业要想赢得主动，就必须通
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记者采
访发现，我省一些企业在这方面迈出了可
喜步伐，冰雪装备产品正在“从有到优”。

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在VR滑
雪模拟器基础上，又研发了VR滑冰模拟
器、滑雪模拟教室等产品，延伸产品链。

2020 年 10 月，张家口京禧体育器材
有限公司牵头上海体育学院、清华大学等
6家高校、2家企业、1家单位，共同承担了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基于雪上运动项目人—
板—环境特征的高性能雪板研发与示范
应用”，致力于高端滑雪板的研发。

“国内目前还没有自主品牌的高端滑
雪板。我们生产的滑雪板虽然在国外市场
很抢手，但附加值低。”该公司业务经理郝
丽坤说，希望借助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的机会，建立起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性
能滑雪板标准化生产试点。目前，该产品还
在研发中，预计明年或者后年可以上线。

而沧州市益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
已经尝到科技创新的甜头。

陆地冰壶因为安全系数高、趣味性强
等，深受城乡群众喜爱。但目前的陆地冰
壶赛道，除了橡胶垫，还有板材式仿真冰，
仿真性能都不高。该公司不断进行创新研
发，于2018年推出了液态合成冰材质的陆
地冰壶道。

“我们生产的陆地冰壶道现场制作，
一体成型，光洁度、平整度、耐磨度都有提
高，并且后期维护费用更低。”该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张从阁介绍说，今年他们这款
产品的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销量比去
年增加了30%。

有业内人士分析，我省冰雪装备行业
起步较晚，整体研发能力还比较弱，特别是
高端产品相对缺乏。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
须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一方面，作为创新主体，企业自身应重视创
新、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引导和扶持，帮助企业解决人才、资金等
方面面临的难题，把握先机，赢得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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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奥运东风 把握市场“脉搏”

我省冰雪装备企业“迎风起飞”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在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工人在一家冰球鞋生产企业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长城巍峨，河山锦绣。河北是长城资源大
省，是国内长城资源保存最完整、长城文化最具
代表性的区段之一。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
世界文化遗产，河北境内现存有战国、秦、汉、北
魏、北齐、唐、金、明代等不同时期长城，行经9
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总长1338.63千米的明长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目光从雄伟的明长
城上掠过，走向岁月深处时，崇山峻岭间掩映着
的是年代更古老的长城。这些点段被统称为“早
期长城”。“早期长城主要是指始建于战国，秦、
汉、北魏、北齐、唐、金皆有营造的长城。作为中
国北方早期长城分布较丰富的省份之一，河北
早期长城具有历史久远、线路长、分布广等特
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韩金秋
说，因为早期长城，其分布区域地形复杂、年代
久远、外观残破，人们对其考证和了解并不详尽。

为了全面了解河北境内所有历史时期的长
城的总体情况，2009年至2010年，我省文物部
门曾开展河北省早期长城调查，获取了大量的
数据。为进一步摸清河北省早期长城的分布情
况和年代，细化早期长城内涵研究，推动早期长
城的科学保护、管理、利用，2021年，我省再度启
动为期4年的河北省早期长城勘察项目。日前，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目前，本年
度勘察工作已全部结束，不仅在长城附近发现
新遗存，为判定长城历史年代提供重要参考，且
进一步丰富了对长城沿线文化资源的认识。

“这是十年后的又一次启动，我们的调查手
段更先进了。”韩金秋介绍，当年的调查主要靠
人力测绘，而此次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了
更科学先进的现代仪器和科技手段，不仅覆盖
面广，且效率更高、更精确，对当时所知的早期
长城进一步做了全面调查，摸清了早期长城“家
底”，为科学保护、管理、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 年度的勘察，主要是围绕赵南长城、
燕南长城、中山长城进行。勘察包括调查和勘探
两部分，几乎贯穿全年。2021年上半年，对2009
年至2010年河北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的赵南长城、中山长城、燕南长城
再次进行田野勘察，不仅对记录的长城文物点再调查，而且对《河北省长
城志》中记载的大部分相关遗址做了调查。

据介绍，此次勘察收获颇丰。在这三处长城段落，勘察墙体11处、单
体建筑7座、关堡19座、相关遗存37处、其他遗存1处。采集了大量文物标
本，获得了判定长城遗存性质和年代的第一手材料。其中，采集的十余份
测年标本，为进一步判定长城相关遗址年代提供了可靠支撑。通过实地调
查和对获取资料的综合分析，基本确定了三处早期长城遗址及其相关遗
存的年代和性质，订正了多处在以往长城资源调查中的认定错误。同时，
又在长城附近发现了新遗存，丰富了对长城沿线古代文化的认识。

2021年下半年，主要围绕赵南长城西辽城遗址、燕南长城城子遗址
进行考古勘探，总体勘探面积65000平方米。其中，在西辽城遗址，勘探出
南北向夯土墙体一条，墙体上存在方形夯土建筑基址一座，从夯土墙体宽
度、两侧不存在遗迹等情况分析，该墙体可能为长城墙体，墙体上的建筑
基址可能为屯戍类遗存。另外，对城子遗址的勘探发现，其为方形城址，建
筑于燕南长城内侧高地上。城址内发现有灰坑等遗迹。经过对种种迹象分
析，该遗址应为长城附近的屯戍类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