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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聚焦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构建轻工业创新体系

培育“领跑者”，让轻工业迈向高端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沧州开展信用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建立专项治理清单，制定退出、帮扶和约束3类措施

快递业务收入达33.17亿元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480 家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1%

2022成绩单

为加快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沧州
市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
产学研用深度结合的轻工业创新体系，全
力支持轻工业企业加大技术改造，筛选打
造一批轻工行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
者”企业，推动轻工业向高端转型升级。

助推轻工业发展驶入“创新路”

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中东欧国
际服装博览会暨第五届河北时装周在沧州
举办，全天候的线上 VR 展示、主题时装
秀，以智能科技赋能时尚潮流，开启全新秀
场、视觉推广和体验模式，汇聚了市内外优
秀服装企业和品牌，全方位展现服装时尚
气息与沧州浓厚文化。

沧州市聚焦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
产业，针对食品、服装服饰等轻工业薄弱环
节，面向未来重大消费需求，加快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深度结
合的轻工业创新体系。完善国家、省、市三
级创新平台梯次育成机制，争创省级以上
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
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各类创新平台。打造
高质量研发平台，筛选一批创新能力强的
平台纳入省级平台培育库，从项目研发、创
新产出、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合作等方面进
行重点培育。加强与国内外院校、科研单位
对接合作，引进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对列
入省级建设计划的科研平台给予后补助
支持。

围绕县域特色轻工产业，举办科技成
果直通车。组织开展院士与企业合作情况
调研，征集院士科技合作成果，谋划企事业
单位申报院士高端平台。市级科技计划中
设立重大科技专项，重点支持轻工业企业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团
队带成果、带技术、带资金到沧州市创新创
业。重点支持轻工业企业引入京津雄科技
资源，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支持企业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设计研发原创性新产品，加大服装服
饰、化妆工具、休闲健身产品、适老化轻工
产品、鱼竿渔具等新产品供给。组织参加工
业设计对标交流活动，推进工业设计进企
业、进园区、进集群活动，加快轻工重点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与设计机构、高等院校等
开展深度合作，加快工业设计深度植入。加
大对轻工业领域中规模较大、效益好企业
及产品的培育力度，积极助推企业申报驰
名商标保护。

明确轻工业高端转型升级“路线图”

沧州持续推进轻工业高端转型升级，
全力支持轻工业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将食
品、医药、日常消费品等轻工细分行业列入

《沧州市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
设立市本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支持一批重点技术
改造示范项目，提振企业投资信心，鼓励加
大投入强度，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和现
代化水平。

扎实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创新探
索“揭榜挂帅”机制，着力瞄准轻工业发展
需求，聚焦高端食品、智慧体育用品、服装
服饰等领域实施一批产业基础再造项目，
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助力轻工制造业
由大变强。持续指导保险服务机构重点推
进轻工业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重点新
材料首批次、工业软件首版次等新产品推
广保险补偿机制，多措并举加快新产品市
场化。

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食品、服装服饰等轻工行业深
度应用，鼓励食品企业引进智能加工设备，
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深入实施“万企上
云”工程，打造企业上云服务生态。全力支
持食品、家具、造纸等行业打造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和智能制造优秀场景。鼓励支持轻
工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承建工业互联网二级
节点，打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支持企业

积极争取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等试点
示范。鼓励运营商积极筹措资金，提升自身
在“5G+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和运营服务能力。督促指导运营商加强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光纤通达，优
化移动网络信号覆盖。

绘制轻工业品牌战略“规划图”

沧州鼓励引导轻工业企业积极参与国

家、行业团体标准制修订，落实标准化资助
办法，对参与相关标准制定的企业给予资
助支持。普及和推广国际产品认证相关知
识，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围绕产品
安全、质量提升、节能节水环保等方面，加
快推进食品、皮革、体育用品等领域强制性
国家标准执行。支持企业参与老年用品产
业标准体系建设。

开展服务企业活动，为轻工业企业在
质量管理、标准提升、计量体系建设、产品
认证、打假保名优等方面提供服务。持续加
强各级政府质量奖培育，落实市政府质量
奖培育三年计划，加强对获奖企业典型经
验的总结宣传，争取在省政府质量奖培育
方面持续突破。加强重点区域服务指导，夯
实“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创建基础。
通过提升轻工业企业精益管理水平，挖掘
企业利润空间，向管理要效益，提高企业利
润率。

引导企业和组织提升专利、商标、地理
标志等综合运用能力，强化对专利、驰名商
标、地理标志等品牌保护。加强商标代理市
场秩序整治，促进商标代理行业自律，支持
企业品牌维权，鼓励企业组建知识产权保
护联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实施产
品、企业、区域品牌“三位一体”的品牌战
略，以食品、皮革皮毛、体育器材等重点行
业为突破口，每年选择一批品牌价值高、创
新能力强的企业开展品牌提升。统筹市内
高端媒体及新媒体，助力轻工业企业创新
品牌宣传推广。

构建产业链现代化“全景图”

拉丝、吹胎、封底、爆口……日前，走进
河北明尚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经过几道专业生产工序，时间不长，灯工师
傅将原料高硼硅玻璃管变成了精美的玻璃
制品。

作为河间市工艺玻璃行业龙头企业，
该公司积极搭建专业人才输入渠道，不断
创新研发新工艺、新产品，提升企业竞争
力。河间市积极发挥工艺玻璃行业龙头企
业的创新带动作用，着力打造工艺玻璃产
业集群，推动工艺玻璃制造产业提档升级，
逐步发展形成涵盖工业仪器、工艺酒具、工
艺茶具等七大类上千种规格的产品体系。

沧州筛选打造一批轻工行业县域特色
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围绕企业上市、科
技创新两大主攻方向，通过为轻工行业“领
跑者”企业提供全方位培育服务，打造集群
发展的领军力量，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引导企业“小升规”，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强化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支
持河间工艺玻璃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
升级，构建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低碳环保、产
业分工协作、企业共生发展的生态体系。

开展轻工业领域产业链招商，引进优
势项目，加快补链强链延链，加强与京津的
产业链协作配套，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全
产业链协同发展。梳理产业链短板、卡点，
促进产业链向前端、后端延伸，加快补链固
链强链。

充分利用国内外大型知名展会平台，
推进优势轻工企业在境外建设生产基地和
营销网络，稳妥向外延伸产业链条。组织企
业参加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工
艺美术博览会等系列知名展会，开展对标
交流合作，引进优势企业和项目。支持办好
河北任丘卫浴交易博览会、南皮五金机电
博览会等展会，为企业招商引资、业务洽
谈、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产需衔接搭建
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兰
宁）日前，沧州开展信用领域失信问题专
项治理，健全失信约束体系，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

实施清单管理。对照国家、省反馈的
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
事人、安全生产领域“黑名单”等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各县 （市、区）、市直有关
部门摸清底数，建立专项治理清单，区分
吊销、注销、迁出、停业、失联、清算、
破产等企业状态，制定退出、帮扶和约束
3类措施。

清理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企业。
对注销、迁出本区 （注明迁入地）、清
算、破产等失信行为主体，直接纳入退
出清单管理。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认定部
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督促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名单中的被吊销企业依法依

规办理注销登记。对于符合退出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的企业，认定部门要及时依
法依规将其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
通过业务系统撤销对企业的公示。

助力企业信用修复。严重违法失信主
体认定部门公开信用修复条件、办理流
程，提供线上线下办理信用修复服务。对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宣传诚信经营理念，鼓
励企业修复失信行为。对于整改不力的企
业，约谈主要管理人员，督促及时纠正失
信行为。鼓励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与企
业结对，帮助企业尽快修复失信记录，退
出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依 法 依 规 开 展 失 信 约 束 。 各 县
（市、区）、市直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对严
重违法失信主体实施惩戒，增加抽查检
查频次，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限
制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招标

投标，撤销相关荣誉等措施，实现跨地
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失信惩戒。

强化制度建设。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认
定部门将依法依规认定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企业，不擅自增加或扩大失信主体认定范
围，确保名单认定标准规范统一。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名单实行动态管理，认定部门
按照 《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 等规
定，履行告知义务。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
单已被纳入企业综合信用评价指标，将根
据有关要求，对信用状况不良企业实施监
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部门将加强专
项治理指引，针对本行业信用突出问题，
从目标设定、治理举措、严格执法、失信
监测、信用修复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对
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明确行业领域信用修复
办法的，指导督促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信
用修复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记者从沧州市邮政管理局获
悉，2022 年，沧州市寄出 4.13 亿件快递，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3.17亿元。

通过快递业服务乡村振兴，是 2022 年沧州市快递工作的重
点。市邮政管理局指导快递企业与农村电商有效对接，发展产地
直采、基地直供、批量配送等服务模式，结合沧州粮食生产功能
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建设，构建集农资供应、金融保险、冷链
物流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同时，有针对性地扶持一批
电商企业，充分发挥服装、汽车用品等传统产业优势。鼓励快递企
业与当地制造业企业开展合作，指导各快递企业为辖区内制造业
企业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逐步形成“快递进厂”的新模式。

下一步，沧州市将按照政企合力、串联聚量、合作共建、抱团进
村的思路，保障快递服务网络在农村建得起、稳得住、经营好、能长
久；发挥绿色环保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将行业绿色发展纳入全
市环保治理体系等，推动建立员工权益保障工作的长效机制。

河北日报讯（记者戴绍
志 通讯员王海燕）笔者从沧
州市统计局获悉，2022 年，沧
州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80家，较2021年增加17家，创近7年来新高。其中，新开业投产企
业29家，规模以下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451家。

从行业分布来看，新增入统工业企业涵盖 30 个工业大类行
业，其中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新增企业数
量位居行业前五位，分别新增107家、52家、37家、37家和35家。

从区域分布来看，2022年全市18个县（市、区）均有新增企业，
其中11个县（市、区）新增企业较2021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新
增企业数量来看，主要集中在沧县、盐山、任丘、渤海新区黄骅市
4地，占比达44.6%。

从所属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较为突出，2022年
全市新增装备制造业企业224家，占新增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46.7%。

从主要指标来看，新增企业中年营业收入超5000万元的有67
家，占全部新增企业的14.0%，这其中超亿元的企业有16家，占全
部新增企业的3.3%。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
雅楠 通讯员刘国柱、马
晓辉）日前，笔者从沧州市
交通运输局获悉，自1月7
日春运开始以来，沧州市
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756
人次，检查交通运输企业
86 家次，检查交通运输车
辆 3.15 万余辆次，纠正违
法违规行为 75起，消除问
题或隐患38个。

春运期间，沧州市交
通运输执法部门采取突击
检查、定点值守与区域巡
查、定时检查与不定时抽
查、明查与暗查相结合的
方式，以中心城区客运站、
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非
法营运车辆为重点，出重
拳整治交通运输营运车辆
无资质经营、超范围经营，
客运车辆拒载、宰客、甩
客，客运班车不按规定线
路行驶，在特定区域非法
组客和托运携带货物等违
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广
大群众出行需求和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
楠 通讯员邢立双）2022年，
沧州市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做大做强高新技

术产业，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平稳增长。
2022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单位达741家，单位数量连续两年

稳居全省第一；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居全省第七；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17%，产业结构优化
稳步推进。

七大领域增速呈“六升一降”。航空航天领域领跑七大领域，增
加值同比增长41.4%，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0.1%；生物领
域增速第二，增长 22.8%，占比 8.6%，上拉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长
1.6个百分点；新材料领域增速第三，增长13.2%，占比30.3%，上拉
3.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领域增速第四，增长 11.8%，占比 7.8%，上
拉 0.8个百分点；环保产业领域同比增长 1.1%，占比 0.9%；支柱领
域高端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同比增长 0.4%，占比 48.4%，上拉 0.2个
百分点。新能源领域增加值同比下降11.1%，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的4.0%，下拉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速0.5个百分点。

六成行业实现正增长。2022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有生产经营
活动的行业95个，其中58个实现正增长，占比61%。增速最高的5个
行业是其他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口腔
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绝缘制品制造，增速分别为178.9%、125.1%、
87.2%、74.7%、72.6%；拉动作用最大的5个行业是钢压延加工、其他
专用设备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模具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
造，分别拉动1.8个、1.2个、0.9个、0.9个、0.7个百分点。

孟村举办管道装备
“双链融合”推介会

1月28日，沧州市民俗高跷队演员正在表演踩高跷。精彩
的民俗表演，吸引了众多群众围观欣赏。

河北日报通讯员 魏志广摄

上图：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天天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工人在脆冬枣加工车间内
忙碌。 河北日报通讯员 姜春霖摄

中图：近日，在沧州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明珠服装智能生产车间内，工人正赶
制订单。 沧州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策划部供图

下图：近日，在尚德玻璃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正在摆放玻璃产品。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世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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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吴玲、刘冠一）1月25日，孟
村回族自治县举办“情系饶安 缘聚孟村”管道装备“双链融合”推
介暨工创公司发布会活动，400余名企业家参加。

孟村有“中国弯头管件之都”之称，管道装备制造是孟村的传
统特色产业，中低压管件产品市场覆盖率超80%，国际市场占比超
25%，200 余家企业通过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13 家企业取得
API、CE等高端资质认证。

在本次活动中，与会人员观看了孟村宣传片《活力之城 幸福孟
村》。孟村回族自治县开发区分别与山东长龙三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等企业进行了招商合作签约，共签约5个项目，总投资18.7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单位达
741 家，单位数量连续
两年稳居全省第一

较 2021 年增加 17 家，
创近7年来新高

加快沿海经济强市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