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曹丽娟 视觉编辑：韩永辉 曹妃甸区

全国首届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

首钢朗泽一项技术
获绿色技术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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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进出口预计完
成506亿元，总量排名全市第一；实际利用外
资预计完成 3.2亿美元，总量全市排名第一；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7.6亿元，同比
增长 7.5%，增速全市排名第一……2021 年，
曹妃甸区紧盯重点外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
济，坚持促消费、稳增长，保市场活力，多项经
济指标居全市首位。

为确保外资外贸工作稳中有升，曹妃甸
区加强与中石油等既有重点企业对接联系，
帮助企业解决疫情带来的困难，确保进出口
总量稳步增长。同时，主动深入企业联系走
访，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保障外资稳定到
位。同时，充分发挥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功
能，依托自贸区外贸税收政策，抢抓RCEP和
中欧投资协议签署机遇，大力招引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吸引外资、外贸企业加速聚集，构
建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大贸易格局。

以促消费、稳增长为目标，曹妃甸区大力
开展促消费工作，推动社消零指标增速稳步
增长。其中，组织零售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
主打定期折扣等促销方式，推动居民消费，激
活企业经营活力；加强与限额以上批零住餐
企业的沟通联系，帮助企业破解难题，保证社
消零指标提速增长；鼓励零售企业开展线上
销售，稳定企业营业收入；建立限上批零住餐
企业入统培育月报制度，同步跟进企业入统
培育进度，及时掌握企业入统情况，扩充社消
零企业库。据了解，曹妃甸区全年新增限额以
上批零住餐企业 124 家，新增限上企业数量
全市排名首位。

保障市场活力，需要培育新型消费，拓宽
城市消费，发展农村消费。为此，曹妃甸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积极
解决企业诉求，协调园区、场镇，帮助重点培育电商企业与有意向
合作的各大零售、批发企业进行接触，扩充平台商品，提升企业竞
争力。同时，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巩固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
工作的成果，畅通农村物流网络，为农村电商消费搭建物流平台。
截至去年底，曹妃甸区共有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87个，实现村村
有网点、村村通快递。

全年实施京津项目 112 个、总投资
1067.5 亿元；引进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5 个，签约亿元以上京津项目 52 个；北京
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二期建成投用，成功
设立北京内陆港……“十四五”开局之年，
曹妃甸区开创了协同发展新局面，成为北
京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京曹之缘”结于2005年，首钢搬迁曹
妃甸，不仅拉开北京产业外迁的序幕，更吹
响了曹妃甸开发建设的号角。通过大面积
吹沙造地，曹妃甸工业区由不足 4 平方公
里的小沙岛，形成了 210 平方公里的广阔
陆域，逐渐发展成为河北省沿海增长极，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成为重要平台。
随着京冀签署《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
示范区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在产业、交通
等7方面不断加强协同合作。

依托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曹
妃甸不断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全力承接北
京产业项目转移，积极融入协同发展“一盘
棋”，加快打造京津产业转移首选地、协同
创新新基地、非首都功能疏解新空间，实现
了从示范区共管、产业园区共建，到公共服
务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

搭建“桥梁纽带”，创新协同
发展机制

与华宇集团视频沟通合作事宜；和曹
妃甸驻京招商人员通电话……在吴礼云备
忘录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工作安排。

吴礼云是首钢京唐公司副总经理，作
为第四批到曹妃甸的北京挂职干部，他目
前担任着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投资
促进局局长的职务。

在该示范区管理机构正式获批后，京
冀两地创新性开启了共建、共管机制，河北
选派干部任职、北京选派干部挂职，实现了
两地干部交流学习良性互动。

“挂职不是来歇脚，而是需要真抓实
干，充分发挥渠道桥梁纽带作用。”这成了
北京挂职干部的共识。

期间，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干部拧成
“一股绳”、按照“一张图”、展开“一盘棋”，全
力促进北京各委办局、各区、各市属企业，
与唐山市、曹妃甸区，密切往来强劲互动。

建立科学共管机制，仅仅是京冀曹妃
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创新协同发展的举措之
一。此外，还建立了有效会商机制，明确京
冀两地高层领导一年至少组织一次互访，就
示范区共建问题把关定向；两地分管领导每
年至少开展一次会商，就示范区重大问题进
行研究讨论；两地确定一名政府副秘书长开
展协调联络工作，全面保障工作畅通。同时，
在政策共引机制下，推行北京企业整体搬迁
曹妃甸工商注册“落地迁”模式，京企只需变
更注册地址，便可保留原名称落地，极大地
缩短了企业落户生产时间。

以此为基础，京冀两地还通过开展规
划共绘、实施基础共建、促进招商共赢，科
学创建创新产业承接机制，并不断完善创

新要素保障机制。其中，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实行“一枚公章管审批、一口受理全程
服务”，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落实
项目落地全程代办一条龙服务和项目建设
投产一条龙服务，并积极推进特种车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等级等互通互认。

作为共建共管的平台，京冀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协同招商。
因此，该示范区有效建立创新协同招商机
制，不断加强与北京市国资委、经信局、中
关村管委会、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等的合
作，以及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组织的
对接。同时，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连续
5 年在京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推介大会，
吸引了大量京津企业，逐渐形成了曹妃甸
地区品牌活动。同时，由示范区管委会、曹
妃甸区政府共同组建联合招商组，高效推
动重点项目顺利推进。针对在谈项目尤其
是重点推进项目，建立工作台账，通过网
络、视频等多种形式组织视频签约活动。

抓住“牛鼻子”，全力承接
北京产业项目转移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牛鼻子”。在京冀曹妃甸协同
发展示范区工作机制保障下，产业协同转
移全面提速。

冬末春初，曹妃甸海风料峭，北京巴威公
司的高端装备制造新基地项目却热火朝天。

“每天都有600多名工人现场施工，目
前厂房建设已全面竣工，计划今年 8 月投
产。”巴威装备制造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马雪军说，选择在曹妃甸打造海上高
端锅炉制造“梦工厂”，不光因为便利的港
口运输条件和相对成熟的工业基础与配套
设施，还看重了该示范区所拥有的利好政
策支持。

与该项目相距一公里，便是鑫华源曹
妃甸智能停车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生产车间内，机械加工、焊接、组装等工
作正紧张有序进行。

“多亏了一站式审批服务，我们从开工
建设到投产仅仅用了13个月。”公司总经理
黄国栋说，作为北京产业转移企业，在曹妃
甸投产近两年的时间里，年产能力已达 3
万车位，去年订单总额较前年翻了一番。

鑫华源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曹妃甸高
效服务，更受益于园区企业优势互补。同属
于曹妃甸装备制造园区，北京金隅集团下
属的金隅科实公司便是与鑫华源等入园企
业优势互补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项目
引进，更重要的是在对接中培育新力量，寻
找转型方向。”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孙擘说，通过产业承接，让自身产业结构优
化，进而推动承接地经济发展。本着这一理
念，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依托首钢
京唐这一国内最大的临港靠海企业，加强
产业链群精准招商，着力在曹妃甸发展高
端装备、海工装备产业，打造从钢铁、特种

钢材生产到深加工的产业链条。目前，已有
华电重工、城建重工等项目相继投产，巴威
锅炉、慧宇环保装备等项目加快建设，首钢
机械厂等项目有序推进。

与此同时，曹妃甸还深挖京津“富矿”，
坚持产业项目与优质资源并重，深入实施

“四个一百”进唐山活动，在引进央企和京
津企业的同时，注重招才引智，大力引进科
技、金融等业态和各类优质资源。

据统计，2014 年以来，曹妃甸区累计
实施亿元以上北京项目 225 个，总投资
2574.23 亿元。特别是去年，实施京津项目
112个，计划总投资 1067.5亿元，完成投资
211.36亿元。

融入“一盘棋”，经济社会
发展共赢

2 月 14 日，在位于唐山港曹妃甸港区
的中石油京唐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唐山
LNG 接收站，“拉什达”号 LNG 运输船舶
正进行接卸作业。经过气化，天然气将通过
管网运往北京。

唐山 LNG 接收站，是国内 LNG 存储
能力最大、调峰能力最强的 LNG 接收站。
每年冬季供暖期，该接收站可向京津冀地
区供应天然气约40亿立方米，高峰时的供
气量占北京市用气量的近四成。

在曹妃甸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盘棋”过程中，京津地区也受益颇多，实

现“共享共赢”。
曹妃甸新城东南，北京景山学校

曹妃甸分校赫然矗立。学校执行校
长王智介绍说，2015 年 10 月，北京
景山学校在曹妃甸创建分校，分校
完全按照本校的教学和管理方式，与
本校实现课堂同步，共享北京优质教
育资源。

如果说产业转移密切了曹妃甸与
北京的经济往来，那么通过吸引北京医
疗、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聚集，则拉
近了京曹两地的“人缘”。

为不断加快同城化进程，曹妃甸联合
北京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优质资源，
全面推动社会协同。其中，北京电气工程
学校、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曹妃甸设
立实习教育基地；曹妃甸与北京安贞医
院、天津肿瘤医院等知名医院，通过举办
大型义诊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提升
该区医疗水平。同时，举办“魅力曹妃甸”
北京巡回摄影展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累
计开展各类活动达 280 余次。曹妃甸区还
与北京市旅游委签订了《北京曹妃甸旅游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成为首个与北京进
行区域旅游合作的县区。此外，京冀两地
共同成立了京冀曹妃甸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中心，在曹妃甸的北京企业只需
进一个门、到一个窗口就可以了解京冀两
地政策、获得两地服务。

拉近“人缘”的同时，更通过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拉近两地“地缘”。

2018年6月，唐曹铁路正式通车。在此
基础上，次年8月21日，北京—唐山—曹妃
甸动车组开通，结束了曹妃甸无直通客车、
无动车的历史。

随着大宗货物绿色、环保运输的要求
越来越高，作为实施国家能源交通战略的
重要港口，曹妃甸港区大力推进以唐曹铁
路等为主干线的“公转铁”运输模式改革，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积极贡献。目前，
在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唐曹铁路东延京唐
港项目已经开工，工业经济“低碳走廊”将
进一步延伸。

融入“一盘棋” 实现“共享共赢”
——曹妃甸区加快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王梦录

2021年进出口预计完成506亿
元，总量排名全市第一；实际利
用外资预计完成3.2亿美元，总
量全市排名第一；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97.6亿元，同比
增长7.5%，增速全市排名第一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董倩）近日，满载 151个集装箱耐火材料
及外贸钢材等货物的“富祥”轮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港务码头顺利
抵达马来西亚槟城港，标志着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直航马来西亚槟
城港航线正式开通，也标志着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又开启了一条新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为抢抓 RCEP“超级经济圈”新机遇，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充分
发挥港区联动优势，积极谋划对接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经贸往来的“海上黄金通道”，近年来先后开通并稳定运营曹妃甸
综保区至日韩集装箱班轮航线，积极构建面向日韩的开放格局；开
通曹妃甸综保区至印尼巴哈多比班轮航线，打通曹妃甸首条东南
亚直航通道；开通曹妃甸综保区至钦州港航线，实现曹妃甸至北部
湾港的互联互通；开通曹妃甸综保区至马来西亚槟城港直航航线，
拓宽连接东盟经济合作国际海运大通道。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鲁心乔）“这个‘办不成事’协
调窗口真好，不管有啥办不了的问题，都能到这里办。”日前，在曹妃
甸区政务服务中心，刚办完供热经营许可证延期审批的办事群众王
明说，之前由于延期手续尚未到办理期限，导致申请无法线上提交，
在“办不成事”协调窗口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协调下，终于给解决了。

为纾解商企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于日前
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置“办不成事”协调窗口。该窗口设立以来，已
帮助7位办事群众将事办成，3个问题正在推进办理。为提高“办
不成事”协调窗口办事效率，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实行专人专窗，
实现群众诉求全流程处理，规范“办不成事”协调窗口办理流程、建
立“办不成事”问题台账，提供帮办代办。

针对“办不成事”协调窗口反映的“办不成的事”，及时总结现
象背后的问题，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其中，对办不了的，做好
解释疏导；对很难办的，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研究通过容缺
受理等方式解决；对不给办的，及时监督，推进限时办理；现场不能
明确答复的，事后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娜娜）近日，首钢朗泽“工业尾气生物固
碳利用新技术”在全国首届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领域赛近3000个
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绿色技术优胜奖。

由科技部主办的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旨在探索建立颠
覆性技术发现和遴选的新机制，挖掘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颠覆性
技术方向，在全社会营造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良好生态，带动我国原
始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大赛重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未来网络与通信、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以及交叉学科等可能产生重大颠覆性突破的技术领域。

据了解，首钢朗泽历时10年自主研发气体生物固碳集成技术，
可将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尾气直接转化为生物乙醇、新型饲料
蛋白等高价值产品，实现工业尾气资源的高效清洁利用，为工业流程
的绿色再造提供了国之利器。此项技术突破了天然蛋白质植物合成
的时空限制，解决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常温常压高效转化的技术难
题，可广泛应用于钢铁冶金、电石、石化炼油和煤化工等领域，对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纪东旭、李娜娜）
首钢京唐公司顺稳生产，实现一、二期高
效协同运行，钢材产量屡创新高；华润电
厂 3 号、4 号机组并网发电平稳运行，全年
完成发电量 110.71 亿千瓦时，突破历史最
高记录……2021 年，曹妃甸钢铁电力园区

内各重点企业火力全开，生产保持节节高
态势。据了解，该园区去年全年工业产值
达 1019.8亿元，同比增长 56.94%，成为曹妃
甸区首家工业产值超千亿元级园区。

去年以来，曹妃甸钢铁电力园区按照
抓招商、上项目、促运营、增税收、聚财力、

防风险的经济工作主线，坚持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企业生产运营，全力打好防疫阻击
战和经济运行攻坚战，除工业产值外，园区
公财税收、工业增速均为园区创建以来最
好成绩。其中，全年实现公财税收 13.45亿
元，同比增长 81.27%；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24.85%。
近年来，该园区坚持产业引领、条块结

合、区域攻坚，围绕首钢京唐继续在产、销、
运、耗、钢制品上下功夫，着力打造钢铁深
加工产业基地；围绕中冶瑞木投产优势，招
引隔膜、负极材料、电池整机组装等项目形
成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依托中信重工机
器人项目，进一步做强了装备制造产业；以
华润电力为龙头，正在谋划发展非电产业
链条。目前，园区聚集了以钢铁、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智能装备组成的
多方面、多功能的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越
来越长。

钢铁电力园区

成为曹妃甸区首家工业产值超千亿园区

政务服务中心设置
“办不成事”协调窗口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
至马来西亚航线开通

▲这是位于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
唐山 LNG 接收站码头，该接收站担负
着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重任。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富强摄
▶日前，在位于曹妃甸工业区

的金隅天坛（唐山）木业科技有限公
司中控室，工作人员在对生产过程
进行指挥调度。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摄
▼位于曹妃甸新城的北京景

山学校曹妃甸分校。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季春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