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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之年张家口工业经济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

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高端制造集中发力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王大庆

争取到省科技计划项目77项，
资金8600多万元；新建成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4家；新认定科技
型中小企业204家

2021 年，全
市入库入统总投
资500万元以上
工 业 项 目 414
个，较去年同期
增加 107 个，其
中总投资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 188
个，较去年同期
增加 41个；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22.1%，
排全省第一；工业
技术改造投资同
比增长14.1%，排
全省第一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郭
霞）2021年，张家口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
展为核心，坚持实施加强产业技术攻关、加
快培育创新主体等“六位一体”举措，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确保了“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加强产业技术攻关。围绕六大绿色产
业发展，通过实施一批科技研发项目，争取
到省科技计划项目 77 项，资金 8600 多万
元。实施面向高端金属材料制造的氢冶金
直接还原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等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新谋划“智慧交通车态感知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和“张
家口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总部基地”“两新一
重”项目，总投资达6.2亿元。

加快培育创新主体。2021年开展政策
培训20多场（次），发放科技政策培训资料
1000 余份，实现县区全覆盖。共组织 77 家
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认定 38
家，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204家，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68%。组织开展第二批高新技
术企业申报工作，新审核企业（材料）39
家；加强高新技术入库企业101家。

完善创新平台体系。新建成省级技术
创新中心 4家，重点培育 10家企业申报国
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组
织11家企业申报省级星创天地。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9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进行以评促建，新建成10家市级农业科
技园区。加快推进“智慧交通车态感知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已通
过科技部形式审查。

深化科技合作交流。推动张家口企业、
科研机构与京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先后组织企业到北京中关
村雍和航星科技园、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
对接交流，全市吸纳京津技术交易15.64亿
元。不断强化技术引进、孵化创新，打造科研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
国际合作平台，新建成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家。

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打造一支面向“三农”、面向企业、面向基
层的新型科技特派员队伍。去年以来，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620名，
开展培训220场次，培训13000人次，入户指导1300多户；下派企业
科技特派员54名，每人每月为企业提供1到2次科技服务，已解决
50%的技术难题，30%的科技特派员与企业开展新的科研项目合作。

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围绕“三创四建五优化”活动，推动主导产业
创新发展等七个专项工作方案，在全市形成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任务
体系。探索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并广泛征集技术需求，调动全
社会力量攻克制约本地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乘势而上求突破，争先进位创一流。
2021年，张家口市入库入统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414个，较去年同
期增加 107 个，其中总投资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 188 个，较去年同期增加 41 个；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2.1%，排
全省第一；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14.1%，排全省第一……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张家口市凝心聚力、担当实
干，跑出工业增长“加速度”，打造工业
经济发展新引擎。

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

2021年，张家口积极应对工业经济
下行压力，组织实施百家重点企业提升
工程、百家规下企业培育工程、百家下
滑企业增效工程、百项工业项目建设工
程、百项技改项目升级工程“五个百”
工程，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他们把
纳入“五个百”工程的企业和项目分解
到人，形成三级包联责任体系，用心用
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和困难，工业
经济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

工业运行稳中有进。市工信局建立
百家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库、百家效益下
滑企业库，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
监测和预警，每月定期召开工业经济运
行分析会，针对性地做好即期调节。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完成了省、市确定的目标任务。

规模总量不断扩大。制定印发 《张
家口市培育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作
方案》，建立百家重点培育规下工业企业
库，实施台账管理、重点监测、滚动培
育，一企一策指导帮扶，推动企业及时
办理入统手续，尽快形成新增长点。新
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6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数超过 500 家，为工业经济平
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张家口坚持把项
目建设作为稳投资、增动能的重中之重，
建立百项重点工业项目库、百项工业技改
项目库，动态调整，靶向施策。全市入库入
统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414 个，
较去年同期增加107个，其中总投资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188个，较去年同期增加41
个；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2.1%，
排全省第一；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14.1%，排全省第一。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起
到了压仓保底作用。

多措并举，民营经济迸发新活力

张家口锁定民营经济发展短板，进
一步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
系、责任体系、服务体系，民营企业活

力充分释放，民营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
发展。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他们制定印发
了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制定了15条务实管用的支持政策，涉及
融资贷款、转型升级、人才建设、要素
保障、优化环境等方面。2021年1月至9
月，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674.7 亿
元，同比增长 7.8%；上缴税金 117.1 亿
元，同比增长 7.6%，增加值和上缴税金
两项指标较去年同期实现双增长。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着眼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市工信局引导企业加强
技术研发、工艺创新、产品优化等，开
发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建并认定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39家，全市建立研发机
构的工业企业达到 177 家，认定市级工
业设计中心 5家，总数达到 21家。深入
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
累计入库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59 家，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77 家，2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小
巨人”，实现了零的突破。

服务水平更加高效。坚持扶持培育
和示范带动并举，不断提升服务中小企
业效能，全市19家企业被授予服务平台
或示范基地称号，形成了国家、省、市
三级企业服务体系。依托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开展各类线上线下培训服务活动
424场次，培训企业人员 2.1万人次。建
立创新产品应用推广中心，推动本地企
业生产的创新产品加快市场应用。

乘势而为，数字经济展现新成效

围绕建设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张家口以超大规模绿色存储为切入
点，不断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向全产业链发展。

数字产业化规模扩大。深耕新基建
领域，厚植数字经济发展土壤，累计建
设 5G 基站 2185 个，实现机场、京张高
铁等重要交通枢纽及主城区、崇礼赛区
有效覆盖。全省唯一的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开通运行，进一步提升服务外
向型经济发展能力。阿里张北小二台、
腾讯怀来云等 12 个数据中心投入运营，
年内新增服务器 20 万台，总数达到 100
万台，数量位居环京地区首位，抖音、
华为、微软等知名数据应用用户购买运
营服务活跃。大数据产业实现增加值
103亿元，同比增长47.4%，占GDP比重
6.1%，较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

产业数字化实现突破。以装备制
造、食品等行业龙头企业为重点，引导
企业发展“制造业+互联网”，3 家企业
的智能制造项目获评河北省2021年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重点培育项目。建成企
业云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 1180 家。
大力发展工业电商、信息消费等新模式
新业态，组织开展冀优千品、总裁带货
等活动，“大龙网”龙工场跨境电商服务
平台等企业销售成效明显。

数字化治理创新应用。着力构建
“1+2+4+N”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框架，
建成市电子政务云项目、冬奥城市运行
指挥中心、智慧旅游等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11个，全景覆盖、全业融合、全局联
动、全民参与的新型智慧城市已经形成。

激活潜能，发展空间得到新拓展

2021年，张家口市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为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动
力、拓展空间。

产业布局调整优化。制定印发 《张
家口市推进工业企业“四个一批”工作
实施方案》，推动产业集约集群发展。确
定了省级以上开发区扩区、托管产业园
区清单和工业企业“四个一批”清单，3
家列入开发区托管园区完成托管，3 家
淘汰关停企业停工停产，24家搬迁入园
进区企业全部启动搬迁，324 家就地改
造提升。

集群发展效应显现。着力实施强化龙
头企业带动、建强产业链条、推动入园聚
集、激励创新创业、品牌战略提升、引导智
能发展六大工程，加快推进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提质量、创品牌、增效益。18 个县域

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893.1亿元，
同比增长 28.8%，上缴税金 32.6 亿元，同
比增长 25.9%。其中张北新能源、张北大
数据、怀安汽车、怀来葡萄酒 4 个省级重
点产业集群营业收入、上缴税金两项指标
均占全部产业集群的50%以上，起到良好
示范带动作用。

高端制造集中发力。以汽车、冰雪
装备、可再生能源装备、工程及煤矿机
械等产业为重点，加快推动高端制造业
发展。沃尔沃发动机、吉利领克汽车、
亿华通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等企业生产稳
定，凯悦汽车大部件涂装套色生产线项
目完成主体建设，亿华通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全市签
约冰雪装备项目 52个，投产运营 18个，
实现产值 7 亿元，天冰冰雪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的造雪机在冬奥会投入使用；国
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冰雪实验
室、般若海科技有限公司冰雪产业技术
服务平台获评2021年省级冰雪装备器材
平台重点项目；中煤张煤机刮板输送成
套设备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华泰矿冶等 3 家企业的产品入列省重大
技术装备首台 （套） 产品目录。全市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 109 家，增加值同
比 增 长 8.3% ， 占 规 上 工 业 比 重 达 到
20.3%，连续3年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

绿色制造业加快发展。大力发展推广
低碳绿色工业，察北蒙牛乳业获评国家级
绿色工厂，中煤张煤机、张北伊利、涿鹿金
隅水泥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沃尔沃汽车荣
获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数 5A 级评价；累
计推广氢燃料公交车 444 辆，另有 515 辆
氢燃料公交车投放到崇礼区的张家口赛
区，保障冬奥绿色出行。

经开区 26 个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可跨省通办或异地代办

河北日报讯 （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邵俊琴）
近日，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
新合作联盟成立，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包括 3 地 14
个国家级经开区，张家口市经开区位列其中。目
前，张家口市经开区针对 26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推出跨省通办或异地代办服务，有效助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

作为张家口市创新主平台、改革试验田和开
放生力军，经开区加快构建联动发展新格局，完
善优化产业协作新生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加入联盟后，经开区将与其他成员单位开展
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放管
服”改革互学互鉴、人才干部互派交流四大合

作。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机制方面，将通过加强
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
和资源互补；在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机制方面，主
要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事同标，
通过建立即时沟通机制，加快企业办事效率；在

“放管服”改革互学互鉴机制方面，通过共同打造
高端智库、举办高峰论坛等形式，定期总结各地
创新措施和经验做法，为 14 个国家级经开区提供
思路借鉴；在人才干部互派交流机制方面，主要
通过干部互派挂职、人才轮岗锻炼，在各联盟单
位的岗位工作中历练，提升工作能力，进而协同
提升整体政务服务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
讯员蔺媛媛）近日，蔚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以及 7 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16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举行集中揭牌仪式。

据悉，蔚县作为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省级试点县，
结合本地特色，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打造成凝聚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精神家园。
2021年建设了县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1个，乡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 7 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60个，组建三级文明实践组织体
系。另外，整合了蔚县志愿者协会、

“老吾老”服务协会等30多个志愿
服务组织，将该县 6.5 万已注册志
愿者集中统一，成立了蔚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服务总队，下
设理论政策宣讲等10支志愿服务
分队。同时，通过“冀云蔚县”App、

“京西第一州蔚县”微信公众号，设
置“文明实践”专栏，吸纳更多的社
会力量，融入志愿服务队伍，实现
群众按需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
接单、群众评单的运行机制。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马明明）1月28日，世界上
最大电解水制氢装置之一绿色氢能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在张家口
市桥东区投产，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氢燃料电池汽车
供应氢燃料。

该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建设，打造集氢气生产、储存、运输、
加注和应用在内的一体化氢能产业链，建设氢气生产系统、氢气压
缩充装系统和液氧生产及充装系统，产氢能力为4000标准立方米
每小时。投产后，日产氢能力8吨，年产氢能力2800吨，与已投产
的张家口海珀尔（4吨/日）制氢项目联合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氢燃料电池汽车供应氢气。北京2022年冬奥会后，项目
生产的氢气将用于京津冀地区的公共和商业运输。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张凤燕）近年来，张家口市
将凝聚人才力量、保障冬奥筹办举办作为全市人才工作的核心任
务，建立冬奥人才培养规划机制，对接国际标准和办奥要求，实施
外引内培壮大冬奥人才总量。

针对高端办奥人才需求，成立冬奥人才培养引进研究小组，加
强对外合作、搭建人才交流载体、创建引进平台。与北京市朝阳
区、延庆区签订人才工作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国际人才交流驿站”

“京张冰雪项目场馆人才联盟”。连续5年举办“首都专家张家口
行”活动，邀请139名冬奥产业、安保救护、文旅开发等领域专家与
部门、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接，在冰雪产业、公共卫生、医疗保障
等领域达成30余项合作项目。

坚持育才引才和政策支撑。积极培养储备冰雪运动、外语、医
疗、交通建设等人才，目前已引进硕博人才661名。加强冰雪运动
竞技体育人才队伍建设，现累计注册冬季项目运动员 766人。加
强冰雪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出台冰雪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储备计划
及相关政策，在全市 6所职业院校开设运动训练和体育服务管理
专业，培养学生821名，进一步打造冬奥和冰雪产业人才高地。

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集中揭牌

世界上最大电解水制氢装置之一

绿色氢能一体化示范
基地项目在桥东区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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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克汽车张家口工厂生产线。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金风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张家
口总装厂生产车间。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河北福田重机股份有限公
司在进行起重机吊载试验。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晓东摄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以来，张家口市级非遗传承人陈智旺
用石画记录中国选手摘金夺银的高光时刻，为我国冰雪健儿再创
佳绩加油鼓劲。 河北日报通讯员 左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