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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祁
盈、陈君君）近日，商务部宣布新增 14 家
基地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坐落于唐
山遵化市的河北金卓颐高电子商务产业
园入选，为河北此次唯一入选的电商产业
园。作为河北省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之一，园区内集聚电商企业 121 家，涵盖
银器产业集群、京东特产产业集群、宠物
用品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

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如今
的唐山电子商务产业持续喷涌创新活力，
信息支撑、物流带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电子商务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今年
1 至 7 月，全市实现商务口径网络零售额
163.13 亿元，同比增长 25.27%，带动了配

套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培育电商市场主体带动就业。今

年唐山市把园区建设、市场主体培育等指
标分解到各县区，注重市中心区与周边县
区的融合发展，做到功能分工、错位发
展。截至 7月 31日，全市各类平台、网商
数量达到117501家。

线 上 促 销 力 促 网 络 零 售 额 创 新
高。今年以来，该市组织开展“逛唐山
年货大集、品唐山年货好礼”“美团专场
线上促销”等活动，得到了全市近 200 家
企业积极响应，甄选 1000 余种商品参加
展销活动，仅本地商品就超过 270 种，成
交额达 10.4 亿元。同时组织企业积极
参与全国“双品网购节”“6·18 购物节”

等活动，2022 年“6·18”期间，爆品预售、
折扣满减、直播带货等活动火力全开，
同时全力推广线上引流、实体消费模
式，实现网络零售额 22.80 亿元，同比增
长 18.81%。

对接电商平台达成合作意向。今年
上半年，唐山市不断强化与拼多多、淘菜
菜、京东、美团等电商平台的业务对接，直
接达成合作意向6个，促成市政府与京东
超级体验店、阿里巴巴云上数字产业园等
项目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迁西、乐亭、
滦州、丰润等县（市、区）落地了光明新媒
体文化产业园、金岭电子商贸物流园项
目、嘉兰电子商务园区、刘美食品综合深
加工和网络直播基地项目，丰南区斜杠广

场直播电商基地等项目稳步推进。
全力做好线上保供。对接引入淘菜

菜、多多买菜等团购平台，建设408个“线
上保供站”，覆盖市中心区 46 万人，通过

“线上团购+异地分拣+平台直送”的模
式，打通了“线上店”对“社区团”的直供链
条。此外，利用“区域精准定位+预售数
据归集”等方式，开通了全省首个区域专
属专供保障包，提供精准配送服务；围绕

“保供链条最短化、保供价格最低化、保供
流通最优化”目标，将本市荷花坑智慧农
贸平台引入保供工作中，使其线上业务覆
盖 170多个便利店，日供应量 20多吨，打
通 了 B2B 线 上 批 发 模 式 保 供 应 的 新
路径。

唐山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截至7月31日，全市各类平台、网商数量达到117501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近日，石
家庄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今后三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到 2025
年，全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
全市 PM2.5 浓度达到 40 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67.4%，地
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66.7%，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部消除黑臭水体，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退后
十”成果巩固攻坚战，聚焦产业、能源和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开展重点行业资源
利用效率、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对标行

动，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到 2025
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稳定退出全
国后十位。完善市县两级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体系，实施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
级管理，依法严厉打击不落实应急减排
措施行为。加快新能源车推广应用，深
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淘汰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石家庄
市白洋淀上游流域水生态环境整治和修
复，促进白洋淀上游流域水质全面改
善。系统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全面
完成市政合流制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巩固提

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基本完成乡镇
级水源保护区划定、立标并开展环境问
题排查整治。突出对民心河、太平河、环
城水系等城市景观河道水质监管，逐步
改善景观水系水质。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因地制宜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
垃圾治理，聚焦补齐乡村生态环境突出
短板，深化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到
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
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 43%以上，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开展“无
废城市”创建，构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发展新格局，推动城市全面绿色转

型。划定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并
强化保护措施，实施水土环境风险协同
防控。

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实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山水林田湖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城市生态
修复。到 2025 年，完成营造林 278.5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3%。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程，加快推进太行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点区域调查、观测、评估，加
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拯救力度。
建立健全基于现代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
术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质量、
生态质量、污染源监测全覆盖。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到2025年

石家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67.4%

近年来，景县大力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
广实施季节性休耕、旱
作雨养等项目，压减高
耗水作物面积，在休耕
区推广种植雨养谷子
1 万余亩，进一步扩大
节水成效的同时，辐射
带动农户增收。图为近
日，景县茂林农业合作
社的谷子种植基地谷穗
飘香，多台联合收割机
来回穿梭，田间地头到
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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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孙也
达 通讯员王东）9 月 11 日，在刚
刚完成改造的秦皇岛市北戴河新
区邮电局家属院小区内，居民楼粉
刷一新，车辆停放有序，自行车棚
内安装了10个电瓶车充电桩，一幅
幅标语和彩绘图案装点着院墙。

“现在街道办事处代行业主委员会
职责，通过打包招标的方式确定物
业企业，以后小区管护也规范了，
这次改造很彻底。”小区居民张秦
岭称赞道。

今年，为彻底解决老旧小区普
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差、道路破损严
重、下水管网老化、照明不亮等问
题，秦皇岛市继续深入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截至目前，全市61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面完成，提
前完成了省定目标。

促进社区改造提质增效。以
打造“完整社区”为主导思想，全
力争创省级示范项目，引领高质
量改造。在海港区东华里社区、
和安里社区，通过有效整合小区

公共资源，新建了老年活动中心
和幼儿托育所；结合小区文化特
色，设计打造社区文化广场，东华
里 社 区 建 设 了 老 秦 皇 岛 文 化
街区。

助推基础设施硬件提升。结
合海绵城市建设，完善区域排涝功
能，加强防洪灾、抗大涝能力，不断
提升城市韧性。对城区特别是主
城区进行了连片排水功能规划，在
小区内排水功能改造基础上，对小
区外部城区老旧排水及雨水收集
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涉及 5
个大片区、98 个小区，增强收集排
涝功能，确保百姓安全出行，方便
出行。

同时，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电梯
加装工作。积极探索研究使用公积
金、公维资金、商业金融贷款等组合
模式，深入推进电梯加装工作。截
至目前，累计新开工加装电梯 32
部。此外，秦皇岛市还将改造项目
纳入安监、环保日常监管，严把“环
保关”“质量关”。

今年秦皇岛61个老旧小区
改 造 项 目 全 部 完 成

提前完成了省定目标

河北日报讯（记者袁铮）“我们小企业现金流紧
张，想贷款又不懂政策，‘金融超市’可帮了大忙。”日
前，沧州青县一家缝纫机及配件设备制造企业急需
流动资金扩大生产，得知县里开办了“金融超市”，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店”咨询。工作人员“量体裁衣”
推荐金融产品，最终企业获得建设银行 200 万元贷
款支持，解了燃眉之急。

为打破金融信息壁垒，推动银企对接常态化、
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展，沧州加大“金融超市”普及力度。目
前，线下实体“金融超市”已实现县域全覆盖，累
计融资 38.59 亿元，为广大企业健康发展送去金融

“活水”。
各县（市、区）“金融超市”面积约 300 平方米，

分为引导区、生活便民服务区、展示指引操作区、
活动等候区、业务集中办理区。“金融超市”内设
有统一运营标识、专业驻点工作人员、与市级“金
融超市”连通的电子电器设备、通俗易懂的金融
产品宣传资料等。各县（市、区）根据县域金融业
态实际，组织银行、担保、保险、保理、风投、信托
等机构进驻超市现场服务，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对
接融资。

在建设线下实体“金融超市”同时，沧州多管齐
下为企业纾困解难，进一步健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融资服务体系。

共建一个线上平台，实现融资对接全天候。统
筹各类数据和信息资源，做好政策、资金信息、融资
需求交互传递，并配备专业人员全时在线，为企业全
生命周期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截至目前，线上“金
融超市”入驻金融机构39家，注册企业137277个，融
资成交金额305.13亿元。

建立常态化走访对接机制，实现“行商”对接入
基层。各县（市、区）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制定定期走
访对接计划，积极开展“走进乡镇街道”、“贴近企业·
贴心服务”进园区等一系列活动，在掌握企业融资需
求的同时普及金融知识、金融产品内容和信用累积
理念。截至目前，走访对接企业 5701 家，精准融资
1613笔。

建设一个“对接企业库”，实现服务对象更精
准。及时梳理筛选了重点支持企业名单，实行“白名
单”管理制度，结合线上、线下“金融超市”征信大数
据、金融机构风控筛选等功能，推动金融资源向入库
企业集聚，累计融资成交454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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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科学精准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

（上接第一版）从 2018 年至今，“张杂
谷”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从183万亩稳步
提升到330万亩，增长80.3%。

食用菌创新团队联合翔天菌业集
团历时十年联合攻关，发明了多联罐
液体菌种繁育系统、散料灭菌冷却偶
联系统、自动无菌装袋装备，较现行技
术模式省时 95.7%、省工 71.2%、节能
70.6%、减药90.4%，缩短发菌期75.1%。

信息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升，推动了农业产业面貌变革，
加速河北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目前，23 个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立
综合试验站 131 个，建立科技试验示
范基地 1231 个，共计示范推广新品种
2388 个次、新技术 2155 项次，力促科
研成果快速、大面积“落地生根”，全
省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覆盖率分别达
到97%、95%。

■科技引领，现代农业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酸枣虽小，全身是宝！酸枣肉可

以加工枣面、枣片，酿制饮料，酸枣壳
是制造糠醛、活性炭的原料，酸枣仁是
名贵中药材。”在第六届京津冀（内丘）
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上，保利国氏生
态农业开发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红
玲说，他们生产的酸枣面、酸枣汁、酸
枣仁、酸枣芽茶等多个品种，已销往
京、沪、深等多个城市。

眼下，中药材产业已被河北确定
为乡村振兴重要产业强力推进。中
药材创新团队重点打造了涉县柴胡、
安国和滦平中药材、巨鹿金银花、内
丘和邢台市信都区酸枣仁等中药材
基地，涉县建成全国最大的人工抚育
连翘基地，内丘、邢台市信都区建成
全 国 最 大 的 人 工 抚 育 酸 枣 仁 生 产
基地。

这是科技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北以科技为
引领，不断破解农业产业效益低的难
题，推进产业优质化、轻简化、绿色

化。创新团队把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作
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紧紧
围绕 15个特色产业集群，集中打造了
340 个产业特色鲜明、品质品牌高端、
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养殖的现代农业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

露地蔬菜创新团队重点支持邢台
市任泽区成为全国知名的集十字花科
蔬菜新品种研发、良种繁育、销售为一
体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食用菌创新团
队助力平泉市建成全国最大越夏香菇
生产基地，阜平县食用菌从无到有成
为全县支柱产业。葡萄创新团队助推
饶阳县快速发展成为中国设施葡萄第
一县。

围绕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河
北全面推行农业创新驿站建设，实现
全省166个农业县（市、区）全覆盖。充
分发挥创新驿站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
用，制定绿色生产标准和技术规程，进
行全产业链开发，开展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加强品
牌营销推介，培育了青县大司马蔬菜
宴、隆化肉牛、平泉香菇等一大批全国
叫得响的农产品品牌。针对脱贫地区
科技支撑弱难题，在脱贫地区共创建
农业创新驿站 128个，辐射带动近 100
万农户增收致富。

“创新驿站是省级创新团队在县
域农业主导产业上的延伸和具体实
践，我们将充分发挥创新团队专家作
用，积极组织市县和专家申报创新驿
站，指导创新驿站因地制宜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指导县域农业创新驿站建
设，使其成为县域农业科技创新要素
聚集地、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园和特色
产业发展引领区。

为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在省
级 23 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基础
上，省农业农村厅将指导各市根据本
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组
建 13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全 面 提 升 各 市 特 色 产 业 科 技 支 撑
能力。

（上接第一版）最大限度防范输入风险。
要坚持离返同检，严格外出请销假及报备
制度，强化返岗返校前核酸检测，严格查
验跨省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坚持
导控兼用，引导群众科学出行，强化聚集
性活动防控，严控流动性、聚集性风险。
要坚持条块联动，强化“一盘棋”思想，一
体落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搞好衔接，
同向发力。要坚持群专结合，用好专业部
门、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充分调动社会各

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夯实疫情防
控的基层基础。要坚持平战齐备，全面做
好防控物资和力量准备，完善应急指挥体
系和应急启动机制，确保一旦出现疫情能
够从容应对、迅速处置。

廉毅敏要求，要盯紧时间管理，以加密
频次争时间、以迅速预警抢时间、以提升
效率压时间、以完善机制减时间、以优化
服务保时间，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在早、落
实在快，切实做到早发现、快处置、防扩散。

（上接第一版）
除了拿到“身份证”，由政府量身打造

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让企业发展后劲更足。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的

“后备军”。培育壮大后备力量，我省通过
加强企业创新方法培训、支持企业与高校
院所共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举办创新创
业大赛、改革创新券使用与管理、构建新
型科技特派员制度等，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提供全链条服务。

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今年，省科技
厅与 6 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建立 1.1 亿
元风险补偿资金池，打出“增信、分险、奖
补”组合拳，上半年，帮助19513家科技企
业获得贷款1241亿元。

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量质齐增，还要发
挥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的优势。我省聚焦
创新创业，建设了“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科技园区”全链条孵化体系，大
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

在政府的引导下，科林也开始为“双
创”大潮中的“当年的自己”做更多的事。
目前，依托科林产业园，已孵化出科林智
控、弗斯特机电、泽华伟业等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其中很多企业都已经有了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并实现了产业链的相互赋
能，共同发展。

产、供、销命运相连，大、中、小携手并
进。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省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6.0%，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0.8个百分点。

“前不久，在南方电网配网设备的招
标项目中，科林中标 2.45亿元，再次创造
了公司单次中标额的新纪录。”陈贺说，科
林的创新步伐还在不断加速，未来五年，
将实现营收过百亿。

河北高新技术企业达1.1万家

（上接第一版）1至7月，全省62个脱贫
县土地收益金额共计 58.05 亿元。其
中，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流转脱贫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8600
亩、收益金额 25.17 亿元；统筹调剂脱
贫 地 区 补 充 耕 地 指 标 跨 市 县 流 转
22300亩、收益金额32.88亿元。此外，
省自然资源厅还为丰宁满族自治县争
取帮扶资金5951万元。

6月 15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
于做好2022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工作

的通知》，对45个国定脱贫县每县专项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600亩，用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用地需要，指导各市安排不
低于 10%的计划指标保障乡村振兴建
设项目用地。1至7月，全省45个国定
脱贫县和17个省定脱贫县共使用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25000亩，其中专项
计划指标11000亩，有效保障了脱贫地
区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保持政策稳定性，积极做好土地

整治。脱贫地区各类资金投入产生的
新增耕地均可用于占补平衡，优先在
省域内调剂使用。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河北统筹考虑支持指导耕地后备
资源丰富的地区做好土地整治工作。
1至7月，全省脱贫地区完成土地整治
项目立项35个，预计新增耕地7058.96
亩，完成验收 78 个，实际新增耕地
23500亩。同时，做好补充耕地指标调
剂，深入落实《河北省补充耕地指标省
级调剂办法》，对脱贫地区的补充耕地

优先在省域内流转。
全力做好“空心村”治理后续工

作。省自然资源厅督促指导各地加快
完善“空心村”治理集中安置住房项目
手续，依法依规做好安置住房不动产
登记，保障搬迁群众权益。截至 7 月
底，全省“空心村”治理集中安置住房
已登记 6.24 万套（包括纳入“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3.56万套），符
合登记办理条件的“空心村”治理集中
安置住房已基本完成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