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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村企联动 品牌支撑 创新创业

威县全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去年，14个乡镇283个村集体年

增收618.08万元，110余个村集

体平均增收2万元至4万元，47

个村年均增收10万元以上

平乡建成标杆型
党建示范村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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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河，500 多家专供网商的羊绒深
加工企业昼夜不停，排天赶时地生产7000
多家网店定做的产品；在平乡，农村电商活
跃网店7000家左右，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近
10万人，年交易额达到40亿元；在南和，农
村电商活跃网店超过 1 万家，年网上零售
额超25亿元，宠物产业全产业链条辐射带
动就业6万余人……

据统计，2021 年，邢台市农村电商网
络 零 售 额 实 现 334.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8%，连续 12 个月位居全省第一。全市
淘宝村186个，位居全省第一。

连拿两个“全省第一”，邢台是怎么做
到的？

农民有了新身份
——实施农村电商村 3 年

行动计划

清河羊绒产业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现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羊绒加工基地，羊绒原
料加工量约占全国一半。正是依托这样的
特色产业优势，催生了农村电商。

第一个尝试“触电”的是清河县东高庄
村的青年农民刘玉国。

“网上开店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了中
间环节，动动鼠标就能把生意做成。”刘玉
国说，如今，他的网上的销售顺风顺水，每
天能做成一二百笔交易，有时搞促销活动，
一天就有上百万元交易额……

一带十、十带百……仅两三年间，这个
只有 400 多户的村庄，网店就开起 300 多
家，从事网上销售羊绒制品的就有1500多
人，占村总人口的75%，而且各家各户的网
店都开得红红火火。年销售额一二百万元
的比比皆是。也因此，东高庄村成为全国首
批3个淘宝村之一。

由近及远，星火燎原。如今，清河县三
分之二的村庄都有电商。截至 2021 年，全
县在淘宝网、京东等开设的网店已有7000
多家，清河县被省确定为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县。

同样的精彩故事也在平乡上演。
组装、打包……连日来，每天天一亮，

平乡县艾村村民付东生就开始在自己的淘
宝电商小院里忙活起来。他做的是小童车
生意，这几天每天大概有 30 笔左右订单，
成交金额近2000元。

平乡县编制县域电子商务产业规划，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千村万户手工
业、家家户户搞电商，以“童车淘宝”为主
体的电子商务在城乡蓬勃发展。困难群众
靠自己的双手，借助电子商务实现脱贫致
富。

从2020年开始，邢台实施农村电商村
3 年行动计划，按照全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规模在 500万元以上，活跃网店数量 50家
以上，或占当地农村家庭户数5%以上的标
准，到2022年底，全市每年新增100个农村
电商村，累计新增 300 个。2020 年，实际完
成农村电商村 133 个，2021 年实际完成农
村电商村107个。

政府有了好政策
——推动建设20家网红直播

打卡基地

农村电商发展得如火如荼，离不开政
府部门的支持和服务。

日前，来到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田庄
村，村民马盼盼正忙着打印订单，“春节后
的这些天，每天的成交额都在 1.5 万元左

右。”她认为，政府部门搭建平台，提供技能
培训等服务，是他们网上创业成功的关键。

据了解，南和区持续推动电商楼宇、产
地仓、电商服务中心等软硬件平台建设，并
在城乡全面开展电商培训、培育电商主体，
积极对接各大电商平台，推进阿里产地仓、
京东产地仓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区内电商
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一站式快递服务。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组

织生产企业、电商带头人为区内小微电商
提供货源、实践指导、物流快递、代发货等
服务，实现每个村、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电商
带头人。”南和区发改局局长李剑锋说。

在南宫，现已建成华强绒业电商众创
空间、段芦头羊绒升级创新基地网红直播
带货街、三木传媒电商直播基地和方远电
商创业就业孵化基地等，进一步带动电商
产业集群化发展。该市还创建钉钉农村电
商培训群，举办暑期农村电商线上培训班。
结合人才强冀工程，加强对电商人才和直
播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特别是加大引进粉
丝数 10 万以上的网红大咖来南宫合作兼
职、提供服务，充分发挥电商产业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邢台市和各县（市、区）商务部
门联动，连续组织实施开展了一系列电商
培训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其中，内丘县创
新“互联网+电商鱼塘”发展模式，培训孵
化电商个体商户和企业近百家；清河县与
各类专业培训机构合作组织的大培训周周
有，小培训天天有。2021年以来，全市培训
电商人员超5万人次。

同时，在全市推动建设20家网红直播
打卡基地。平乡县建成了河北童车玩具供应
链直播基地，通过短视频矩阵吸粉、多纬度
矩阵变现、传统电商升级、新媒体运营赋能
等系统模块，加快形成千家企业直播电商产
业链。邢东新区成功引入燃石直播基地，基
地运营团队组建完成，目前，招募在册主播
近800名，覆盖抖音、快手等多个直播平台。

产业有了新平台
—— 搭 建 综 合 电 子 商 务

交易平台

邢台将农村电商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完善农村电商公共
服务体系，分批次在县（市、区）建设服务中
心、乡镇建设配送中心、村建设服务站，目
前，已实现行政村电子商务全覆盖。

同时，该市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建设，先后有11县次入围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获得国家财
政支持资金2亿元，位居全省之首。

今年，该市将依托县域特色产业，借助
各类电子商务平台，推动羊绒、自行车及配
件、宠物食品、玻璃、轴承、精密铸造业、汽
车用品、土特产品等特色商品在线销售，不
断扩展在线产品种类，扩大产业集群的市
场容量。支持特色产业集群与阿里、京东、
拼多多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合作共建电商
平台地方馆，提升电子商务营销效果。

据了解，邢台市商务部门还将支持沙
河海螺丝、隆尧保鲜网、临西找轴网等企业
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壮大，不断提升平
台交易规模，扩大市场影响力。引导和鼓励
企业强强联合，搭建或组建综合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打造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
势交易平台。

另外，坚持园区化承载、集群化推进、
高端化引领，加快 1家国家级、8家省级示
范园区建设，完善功能配套，发挥产业集群
效应。持续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培育工
作，遴选优秀园区推荐申报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力争更多示范试点，引领带动全市电
子商务更好更快发展。推广“政校行企”联
合培育模式，鼓励高校在企业建设教学基
地、实训基地，为农村电商创新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张健）
日前，邢台制定出台《关于支持市场主体提
速增量、提质增效的十三条措施》，明确从
注重单一监管，向统筹活力与秩序、支持与
规范、创新与保护、质量与安全转变，促进
更多市场主体生得下、长得大、活得好。

围绕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这一目标，该
市将推行落地式放权，狠抓优化市场主体
审批服务、深化市场主体审批改革和畅通
市场主体退出机制。落实首办责任、限时办
结、一审一核、审核合一制度，对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实行紧急事项即时办、简单事项
当场办、复杂事项专人办、特殊事项跟踪
办、同类事项集中办。全面推行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加快电子营业执照推
广应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围绕持续优化市场秩序这一目标，该
市将推行创新式监管，统筹推行创新监
管、智慧监管、包容审慎监管和公平竞争
执法审查。健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制度
机制，实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减少入
企检查次数，降低制度性成本。严格落实
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
单。着眼教育培训、互联网、电子商务、民
生等重点行业，加大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
度，取消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不合
理限制措施。

围绕助力市场主体做大变强这一目
标，该市将实施纾困解难助企、执法护企、
维权促企、品牌兴企、质量强企和标准引企
服务。深入开展广告助企、平台助企、知识
产权融资、股权融资助企等活动，继续帮助
民营企业解决人才招聘难、融资难问题。开
展“知识产权信息进企业促创新”和“质量
服务企业行”活动，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
度。创建“同线同标同质”试点企业，积极引
导企业开展绿色、低碳等高端品质认证，推
动质量认证纵深发展。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郭立超、郑晓立）平乡县坚持把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以党建为核心，以法治做保
障，切实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平乡县结合“三基”建设年活动，由乡镇党委积极牵线搭台，大
力推进“村企联建”，建成标杆型党建示范村 100个，形成“百村示
范、村村达标”的良好局面。推行能人治村，将 880多名退休干部、
致富带头人、农秀才、土专家等充实到村“两委”班子，选拔 400余
名优秀大学生到村任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开展“我是党
员向我看”“好人服务无极限”等活动，发挥8500多名农村党员、1.1
万名农村好人示范带动作用，组织优秀青年、热心群众担任乡村网
格员，参与疫情防控、防汛抢险、防贫监测、移风易俗、环境卫生等
志愿服务活动，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该县还创新成立县依法推进发展治理中心、乡镇法治中心和
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形成县乡村三级法治体系。对于农村工
作中遇到的征地、拆迁、信访等问题，综合运用司法调解、行政处
罚、法律援助等办法及时有效解决，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可靠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通讯员陆敬
森）近日，威县高公庄乡小张山村召开村集体
产业收益分红大会，向 362 户农户发放分红
212万元，收到分红的农户乐得合不拢嘴。该
村采取“党支部+龙头企业+农户+银行”模
式，发展特色种植 2800 亩，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20万元。

去年以来，威县选好领头雁，打好特色
牌，下好先手棋，做实组织、土地、资产、资金

“四篇文章”，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企联
动、品牌支撑、创新创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新路子。

做实组织文章，下好先手棋。威县制定了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建立县委

书记总揽全局主动抓、乡镇书记立足一线深
入抓、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全力抓的县乡村联
动工作机制。去年以来，召开9次专题调度和
工作推进会，县级领导深入分包村一线办公
65 次。举办 3 期 522 人次村党支部书记专题
培训班，组织2批130名村党支部书记外出参
观学习，利用远程教育站点培训 6 期 1600
人次。

做实土地文章，培壮动力源。去年，该县
开展“三资”大起底行动，清理不规范集体合
同4959份，重新发包不合理机动地和闲散地
5.5万亩发展“万元钱”产业，14个乡镇283个
村集体年增收618.08万元。制定《农村党支部
书记星级化管理办法》，对 68 个土地流转
100%的村党支部书记参照乡镇事业人员发
放补贴。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合作社提取部分收益上缴村集体，47个村年
均增收10万元以上。

做实资产文章，打好组合拳。推动全县
150余处闲置仓库、砖窑厂、废弃学校等集体

资产对外承包，去年 110 余个村集体平均增
收 2万元至 4万元。引导洺州、贺营等城区乡
镇对所辖重点村集体门店进行重新发包，19
个村集体年均增收 4 万余元。贺钊等乡镇的
10个淘宝专业村开发电子商务平台，吸引电
商入驻，村集体年均增收3万余元。

做实资金文章，架起富农路。威县依托
德青源、君乐宝、宏博牧业等产业龙头，整合
涉农资金 1.1 亿元入股，实施“金鸡”“金牛”

“托管牛”等项目，去年，全县240个村年均增
加集体收入4万元。张营乡利用上级资金，25
个村合作社联合发展梨树，种植 1.7万余亩，
7000 余人参与其中，去年村集体年增收 4 万
元。第什营镇整合资金 1000 余万元，利用集
体土地建设 30 座大棚由合作社代管，14 个
村集体年分红4万余元。采取强带弱、富带穷

“联村共建”的方式，梨园屯镇西河口村、枣
元乡魏家寨村分别组建党总支，养殖肉牛、
销 售 农 产 品 ，带 动 22 个 村 年 增 收 3 万 元
以上。

2021年，全市农村电商网络零
售额实现334.01亿元，同比增
长11.68%，连续12个月位居全
省第一。全市淘宝村186个，位
居全省第一

河北日报讯（记者
黄清标 通讯员张海
峰）自然资源部日前公
布第三批“节地技术和
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介
绍了工业厂房等6类23
个节地典型案例的节地
技术和节地模式，宁晋
县童泰婴幼儿服饰有限
公司建设高层工业厂房

“节地近90%”的做法名
列其中。

该公司将服装加工
流程从传统的平面布局
转变为立体布局，高标
准设计和建设了地上
12 层及地下 1 层、建筑
面积 28万平方米（其中
厂 房 面 积 24 万 平 方
米）、占地近 40 亩的综
合大楼，实现节约集约
用地。它汇集了生产加
工、原材料存贮、产品展
销等功能，并设置屋顶
花园等景观。据介绍，如
果按照普通工业厂房建
设，这个公司将占地近
400亩。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通讯员郭衷铭）日前，邢台（临
西）中伟卓特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 台轮式挖掘机项目顺
利投产。挖掘机采用由浙江大学研发的全液压、智能化操作系
统，共有 57项专利，产品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并远销到印度、越南
等国。这是临西轴承工业园区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带来的可
喜成果。

临西轴承工业园区作为省级创新型特色园区示范试点，把培
育科技创新型企业作为高质量赶超发展的有效载体。近年来，园区
积极引导、扶持企业以“互联网+制造业”为标志的智能工厂建设，
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引领工程，打造以液压传动为主的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扶持引领企业与国内国际科研院校合作共建科技研
发中心，建立博士工作站，借脑引智进行科研攻关。去年，园区新增
两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两家企业获批河北省技术创
新中心，成功培育 8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42家。

临西轴承工业园区

新 增 两 家 国 家 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身份之变，从农民到网红电商
——邢台农村电商领跑全省的背后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上图：在沙河市大康村，党员志愿者段计永（右）指导村民牛新堂直播销售手工布鞋。
中图：南宫市安贝商贸有限公司电商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虎年毛毡饰品。

素有“毛毡之乡”之称的南宫市有毛毡企业920余家，约3000家网络店商销售毛毡类
制品。

下图：在南和区宠物产业奥特莱斯，一位主播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宠物食品。南和
区是全国最大的宠物食品生产基地，宠物食品产销量占据全国市场60%以上份额。

本组照片由河北日报记者赵永辉摄

日前，市民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办理灵
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近年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大力实施人
才强区战略，引进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96
人，优秀大学毕业生 7360人，为开发区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
才支撑。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