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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系列举措

“共享用工”平台解决
快递企业用工需求

河北日报讯 （记者董昌） 从石家庄
市统计局获悉，去年，石家庄市紧紧围
绕实现经济总量过万亿、质量效益大跃
升等“七个大跃升”的奋斗目标，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五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现代化、
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全市经济稳快前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

初步核算，2022 年，全市实现生产
总值7100.6亿元，按现行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9.4%；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6.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8.3
亿元，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2334.1
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4208.2
亿元，增长7.0%。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农产品产量稳步
增长。全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003.9 万
亩 ， 较 上 年 增 加 5.7 万 亩 ， 同 比 增 长
0.6%；单产 434.5 公斤/亩，较上年增加
1.3 公 斤/亩 ， 同 比 增 长 0.3% ； 总 产 量
436.2万吨，较上年增加3.8万吨，同比增
长 0.9%。蔬菜播种面积 106.2万亩，同比
增长 7.2%；产量 500.9 万吨，同比增长
6.1%。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2.0万吨，比
上年增长 3.6%；禽蛋产量 72.5 万吨，同
比增长 3.1%；牛奶产量 87.9 万吨，同比
增长 9.7%。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
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为
65.9%。

工业生产加快发展，主要产业全面增
长。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分别同比增长 23.3%、10.7%和 8.9%。从
行业看，38 个行业大类中有 29 个实现增
长，增长面达到 76.3%。其中，石化工
业、医药工业、食品工业、钢铁工业和装
备制造业分别同比增长 11.2%、12.6%、
12.3%、5.6%和 4.9%。从产品看，217 种
在统产品中，117种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到 53.9%。1—11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046.0亿元，同比增长
8.2%；实现利润总额 283.1 亿元，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5.6%。

服务业发展总体平稳，生产性服务
业增势良好。全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7.0%，高于 GDP 增速 0.6 个百分
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1—11 月，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3%。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6%，其中，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与
其他技术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9.7% 、 11.8% 和
11.1%。生活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
比 下 降 1.9% ， 其 中 ， 养 老 服 务
业、健康服务业、居民和家庭服
务业分别同比增长 37.7%、8.4%
和5.9%。

消费品市场保持稳定，升级
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全年全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436.1 亿
元，同比增长1.8%。按经营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44.3亿
元，同比增长 2.1%；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291.8亿元，同比下降 0.1%。按消费形
态分，商品零售 2263.3 亿元，同比增长
1.8%，餐饮收入 172.8 亿元，同比增长
2.6%。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通讯器材
类、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
长 22.8%、8.1%、8.7%。汽车和石油类大
宗商品消费增长较快，零售额分别同比
增长12.6%和8.1%。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有效投资持续发
力。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1%，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19.3%，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7.7%。
分 产 业 看 ，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74.7%，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6%，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5%，三次产业
投资比重为4.6∶27.7∶67.7。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 13.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 25.7%，高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15.6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石家庄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
发展质效不断增强，新动能加快成

长。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 7.9∶32.9∶59.3，“三二一”产业
格局持续巩固。制造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23.2%，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
点；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21.2%，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新兴产
业加快增长，全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3.6%，高于规上工业 3.0 个
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6.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新兴业
态发展强劲，全市限上企业端通过公共网
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58.9 亿元，同比增长
46.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

势温和。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去年年
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31332 人，城镇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58512人，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18397人。居民消费
价格温和上涨，全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累计上涨 1.2%。其中，交通通信类
价格上涨 3.0%，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2.3% ， 教 育 文 化 和 娱 乐 类 价 格 上 涨
0.8%，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4%。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快于城镇。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5266 元，同比增长 5.1%。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745 元，
同比增长 4.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9834元，同比增长6.2%。

今年是石家庄市推动经济总量过万
亿、实现弯道超车的跃升之年、展示之
年，石家庄市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扎实推进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
美丽省会城市，为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
贡献石家庄力量。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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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目前，
石家庄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采
用针灸、推拿、按摩、艾灸等中医适宜
技术开展康复服务，30%以上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还能够将现代技术和中医
适宜技术相结合开展康复服务。如今，
离家近、环境好、服务好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中医康复服务。

近日，在裕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运动医学与心肺康复大厅，下肢功率
车、数字OT评估与训练系统、平衡功
能检测训练系统等智能康复设备整齐摆
放，几位长期进行康复训练的社区居民
熟练地使用着这些设备。“中心就在我
家附近，智能康复设备齐全，每周还会

有大医院的专家来坐诊。”居民梁大妈
说，她儿子在这里进行了脑卒中康复治
疗，效果很好。

近年来，石家庄市全力打造特色
康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桃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石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体质监测—体重管理—心理
系列康复，东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神经内科康复，东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建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童
康复特色突出，起到了示范带动作
用。此外，结合首席专家进社区工
作，市卫生健康委还制定了医防融合
工作室流程，建成4个体医结合示范工
作室，裕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其
中之一，运动医学与心肺康复成为该

中心的康复特色。
“我们中心和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构建

了紧密型医联体、医共体运作模式，患者
在上级医院诊疗后，可以选择在我们中心
进行康复治疗，形成了上级医疗机构诊
疗、基层医疗机构康复管理的全周期健康
服务模式。”裕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张玲雁说，市人民医院每周都会派康复专
家在中心坐诊，指导培训中心医护人员，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提高了基层
医护人员康复医疗水平和康复服务能力，
满足了群众的康复需求。

同时，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连续多
年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开展康
复培训，省、市级医院专家通过线上和
线下方式展开脑卒中、足踝、下腰痛、
颈肩腰腿疼、心理等康复内容的培训。

“今后，我们将以点带面，继续加大基
层医疗机构康复专业建设力度，2023
年计划培养运动处方医护人才 30 名，
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石家庄市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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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董昌 通讯员田聪）延续实施降低失业保
险费率等政策降低用工成本、多渠道帮助快递企业解决用工需
求……为解决邮政快递行业员工返岗率低、分拣能力不足等问
题，石家庄市人社局联合市邮政管理局推出惠企纾困系列举措，助
推快递行业稳步发展。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对符合条件的快递行业企业，延续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1%政策至2023年4月30日；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
政策到期后，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在 2023年年底前采取分期或
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企业每
吸纳1名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企业1000元的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按规定给予企业最长不超过 3年的社会保
险补贴。

解决企业用工需求。针对快递行业员工返岗率低问题，通
过河北公共招聘网、石家庄人才网及各县（市、区）公共招聘平
台，为有用工需求的快递行业企业提供免费专项招聘服务。结
合 2023 年全市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在全市范围内为缺工的
邮政快递行业企业提供招聘服务，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公司等第三方就业服务机构作用，解决快递行业企
业招工难问题。

同时，依托使用“石家庄人社”微信公众号在全省率先上线
“共享用工”平台，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稳定就业岗位。相关
部门还与用工出现暂时性的剩余和冗员企业沟通，在不改变原
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前提下，签订共享用工补充协议，通过员工共
享向快递企业临时性转移，形成特殊时期企业间抱团取暖的用
工模式。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晓超）“您好，您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将到
期，请及时办理换证事项。”近日，在赞皇县经营火锅店的商树军收
到一条提醒短信。随后，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指导他
从网上办理了换证。

据了解，为减少因证照到期未及时办理给企业、群众带来的不
便，赞皇县行政审批局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对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等高频延续性审批许可事项的证照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将临近30
个工作日到期的证照纳入提醒系统，及时将含有证照到期日期、申
请换证时限、咨询电话等内容的提醒信息发送给证照持有主体。
同时，还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预约办、帮办、代办等便民服务。目
前，已对1260个临期证照发送提醒信息。

赞皇县推行的证照临期提醒服务，变“被动等候服务”为“主动
超前提醒”，让企业、群众容易遗忘的事项被唤醒，有效避免因证照
超期影响正常生产经营。赞皇县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拓宽提醒范围，优化服务措施，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
意度。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晓超）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
布2022年河北省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单位名单，石家庄通
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海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河北金能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铁科翼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家
获批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涉及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新材料、环保节能等领域。至此，石家庄市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增至34家。

近年来，石家庄市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积极践行人才强市战
略，不断优化人才环境，创新人才举措，出台了资金支持政策，对新
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分别给予 50
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对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每年
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生活补贴，着力打造青年博士后人才集聚“强
磁场”。

据介绍，该市将继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牵引，
持续推进博士后人才引育工作，加速高精尖缺人才智力资源集聚
和成果转化，力争把博士后工作打造成为服务全市重大战略、重大
项目、重大平台、重点产业的新焦点，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点，
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石家庄场景提供强大智慧和人才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晓超）日前，石家庄市院前
急救电子病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可与全市各医疗
机构信息化系统对接，进一步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
力和水平。

传统的手写急救病历，易出现字迹潦草、查找困
难、耗时费力等情况，影响急救工作效率和医疗救治
质量。为进一步提高全市院前急救医疗病历规范化、
数字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石家庄市大力推动全市急
诊急救信息化资源互联互通，并将院前急救电子病历
系统作为信息化发展建设规划重点项目加以推进。

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后，可具备与全市各医疗
机构信息化系统对接的能力，对实现院前院内急救
链的无缝对接，最大程度缩短院前病患抢救时间，加
快实现石家庄市急诊急救“上车即入院”目标具有极
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该系统还可实现院前急救病
历大数据统计、智慧医疗、质控管理和便民查询等，
对规范院前急救医疗救治行为，提升服务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石家庄市急救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切实
做好院前急救电子病历系统的管理和应用，及时提
炼大数据研究成果，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和发展提
供信息化指导。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晓超）近日，省科技厅公布河北省基础学
科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其中石家庄市推荐申报的 3家中
心获批。

此次获批的 3 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各有特色。河北省基础
数学基础学科研究中心依托河北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建立，瞄准
数学科学重大国际前沿问题和学科发展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
面向制约核心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重点领域、重大工程、
国防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数学问题开展研究。河
北省细胞生物学基础学科研究中心依托河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学
科建立，面向现代农业和人民生命健康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
及生命科学研究世界前沿领域，围绕“动植物细胞信号调控的分
子机制”这一问题，开展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科学探索。
河北省工程力学基础学科研究中心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力学学
科组建，面向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围绕
先进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力学特性和振动机理等方面开展前瞻性
基础研究。

据介绍，石家庄市将进一步加强对 3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
支持力度，推动中心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开展建设。同时，面向
河北省和石家庄市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高层次对外合作交流，
努力将3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数
学、工程力学、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水
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涌现出更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赞皇县行政审批局

推出证照临期提醒服务

全市新增 4 家省级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家基础学科研究
中心获批入列省级上图：1月31日，工人在石家庄市复兴大街滹沱河特大桥建设工地抢抓工期，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
中图：1月30日，在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正在仪表装配生产线进

行电能表组装焊接作业。
下图：1月31日，在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员工在生产线上作业。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最大程度缩短院前病患抢救时间

石家庄院前急救电子
病历系统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