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23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罗天嘉 视觉编辑：展茂光 3要闻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沧州瞄准“专精特新”培育行业“小巨人”

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风雨无阻向前行行

河北日报讯（记者戴绍志）日前，在
位于盐山县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河北汇东管道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化
流水线上，公司自主研发的无缝外护管
保温弯头、无缝外护管保温异径管等系
列保温管件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这是我
们采用新工艺生产的保温管件产品，它
们是整体成型，外层光滑无缝隙，解决了
传统工艺焊缝易开裂的技术难题。”公司
董事长吴月兴说。

在集中供热行业，传统工艺生产的
保温管是一节一节焊接而成，受技术水
平影响，难以保证焊缝质量，易发生泄
漏，造成安全事故。“于是，我就产生了研
发外护管为整体结构保温管的想法。”吴
月兴说干就干，成立了“外护管为整体成
型的保温管件”专业研发项目组。研发
过程历时两年多，做了19次试验，设备造
了三代，先后成功研制出无缝外护管保
温弯头、无缝外护管保温异径管等 12个
系列近50个规格型号保温管件产品。产
品投入市场后，不仅缩短了施工工期，还

极大提高了产品的保温性能，延长了产
品使用寿命。

汇东管道公司的创新历程，是沧州
市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生动写照。沧州
市适应企业成长需求，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
合，引导当地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通过打造
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推动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领军梯队。
2022年，沧州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21家。截至目前，沧州市拥有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05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家。

聚焦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沧
州市不断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

“小巨人”企业的培育。以产业龙头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为
重点，构建县级聚焦沧州市企业、市级紧
盯“小巨人”企业的定向培育体系。对符
合相应条件的，纳入“小巨人”企业储备
库。该市每年从“小巨人”企业储备库

中，筛选一批拥有核心技术，成长性好、
专业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产品服务特
色化明显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

以企业上市和金融助力为主攻方
向，沧州市推动全市专精特新企业做
大做强。2022 年，沧州市组织相关证
券公司开展入集群进企业活动，对接
惠邦机电、中化沧冷、诚铸机械等重点
上 市 后 备 企 业 ，形 成 定 制 化 解 决 方
案。目前，华茂伟业、四星玻璃、沧海
核装备、万岁药业 4 家专精特新企业进
入辅导期。同时，深化与建设银行合
作，重点围绕“专精特新”持续加大企
业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创新性金融产
品推介，2022 年累计支持“专精特新”
信贷投放 7 亿元。

着眼强化政策引导，沧州市加大对
企业政策引导扶持，重点破解技术创新
难题。沧州市与赛迪研究院、信通院等
高级智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大对专
精特新企业智力支持。同时，落实保障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行

动，加快推进科技特派团工作任务落地，
促进科技成果在沧州转化，提升科技创
新支撑能力。2022年，全市派驻439名省
级科技特派员，新增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28家。

通过积极培育，落实各项支持政
策，沧州市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活力迸
发。华茂伟业研究开发的绿色工艺生
产的双吗啉基二乙基醚（DMDEE）填补
了国内空白。四星玻璃成为全球第四
家、国内首家全部采用自有技术，能规
模化、批量化生产药用中性硼硅玻璃的
高新技术企业。兴达模具主导产品填
补了模具制造领域无法生产高端车型
铝合金覆盖件模具的国内空白。凯瑞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产品树脂
催化剂的年产量和利润率位列国内第
一，市场占有率达到 40%。渤海防爆特
种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起草了铍铜合金
防爆工具国家强制性标准，牵头制定了
铍铜合金防爆工具国家团体标准，填补
了国内空白。

今年邢台深入实施“中医药医保惠民工程”
6月底前所有二级甲等公立中医院纳入中医药医保政策试点范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我们县去
年启动‘中医药医保惠民工程’以来，我
多次到县中医院门诊就医，包括中药和
诊疗费等，一共花费 1549.41 元，医保报
销1003.09元。”日前，内丘县职工医保患
者李某某说，“中医药医保惠民工程”不
仅满足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还极
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

为了支持全市中医药事业发展，邢
台去年以内丘县、市中医院、市第七医

院（中医部）为试点，在全省率先实施
“中医药医保惠民工程”，483 个中西医
结合病种实现与西医同病同效同价，6
项群众使用广泛、功能疗效明显的中医
特色诊疗项目纳入门诊报销范围，提高
报销标准和年度限额，鼓励和吸引参保
人员选择纯中医药治疗。

记者日前从邢台市医保局获悉，今
年，该市将深入实施这一惠民工程，目前
已将清河县中医院纳入试点，计划于6月

底前，将信都区中医院、任泽区中医院、沙
河市中医院、临城县中医院、威县中医院、
新河县中医院、南宫市中医院、广宗县中
医院等 8家二级甲等公立中医院纳入中
医药医保政策试点范围，实现二级甲等公
立中医院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下半年逐
步扩大到全市所有二级公立中医院。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邢台将对县级
公立医疗机构部分中医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进行调整，提高中医项目收费标

准。此次调整主要包括中医骨伤类项
目 16 个、中医肛肠类项目 22 个。落实
河北省药品目录，按要求将目录范围内
的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诊疗项目等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另外，深化中西医
同病同效同价改革，组织中西医专家对
中西医病种对照情况进行论证，特别是
针对一个中医项目对应多个西医项目
的情况，确保中医病种支付标准更加科
学合理。

昌黎县小营村

旱黄瓜飘香村民致富路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

棚顶的卷帘卷起，阳光照进来，温室
大棚里立即亮堂了起来。大棚内，一个个
鲜嫩欲滴、顶花带刺的旱黄瓜挂在黄瓜秧
上，散发着阵阵清香。

2 月 20 日 8 时，昌黎县新集镇小营村
村民田洪海夫妇走进自家的温室大棚，开
始采摘旱黄瓜。

两个小时后，5 个大纸箱已经满满当
当，田洪海将它们装车送到1.5公里外的昌
黎县嘉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找到经纪人，
把黄瓜过秤后便回了家。“我先记个数，等
晚上经纪人把黄瓜卖给收购商，才会知道

价格，再把钱转给我。”田洪海解释说。
晚上，田洪海收到了经纪人转来的黄

瓜款。当天旱黄瓜收购价是每公斤 9.6
元，100多公斤旱黄瓜卖了1400多元钱。

7 年前，田洪海看村里其他人种植大
棚旱黄瓜收入不错，也建了一个温室大
棚。平时都是夫妻两人打理，一年种植两
季，年收入有9万多元。

小营村位于滦河岸边，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造就了小营村旱黄瓜酥脆、清香的
好品质。

张德志是小营村最早种植温室大棚

旱黄瓜的村民。2000年，他在唐山乐亭县
看到温室大棚种菜也动了心思，便建了两
个大棚种植旱黄瓜，一边精心打理一边学
习种植技术。大棚的投入当年回本，家里
的日子也越来越好。现在，他家 3个大棚
错时种植，保证全年都有旱黄瓜出售。在
他的带动下，村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建
大棚种旱黄瓜，甚至带动了周边十多个村
的旱黄瓜种植。

“ 哥 ，你 家 旱 黄 瓜 还 有 没 有 ，能 摘
一 箱吗？”傍晚时分，小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建国四处打电话。一

位老客户着急想买旱黄瓜，但村民当天
摘的旱黄瓜已经销售完毕，“村里的旱黄
瓜都是当天摘当天卖完，稍晚一点儿就
买不到。”

小营村旱黄瓜名号越来越响，村里
也更加注重品牌建设，不仅注册了“新
集”牌商标，还取得了绿色认证、无公害
产品认证。小营村的旱黄瓜通过新鲜直
供、农超对接等高端销售，早已进入北
京、天津市场。如今还利用电商平台拓
宽销售渠道，提高了旱黄瓜价值，增加了
村民的收入。

“现在村里 80%以上农户从事旱黄瓜
种植，全村 598 户 1524 口人，拥有旱黄瓜
温室大棚 1100 座。旱黄瓜行情最好的时
候，批发价能达到每公斤 24元，平均每个
大棚年收入在 7万元左右。”张建国介绍，
2022 年小营村旱黄瓜实现销售收入 3300
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0%。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
全链产业园项目落户魏县

总投资20亿元，将建设“三基地、四中心、一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2 月
21 日，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全链
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魏县，这也是
北京新发地在全国布局的第18个
分市场。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全链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面
积436亩，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
米，总体定位是“城市保供安全仓、
商贸流通加速器、乡村振兴样板
间”，未来将建设“三基地、四中心、
一平台”，即冷链物流仓储加工基
地、区域型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
交易集散基地、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基地，中央厨房暨城市配送中心、

“食品安全岛”检验检疫中心、品牌
孵化推广中心、全国招商服务中
心，智慧化管理平台。

魏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由
于原有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市场
规模、功能已不适应现代物流业要
求，该县在全面整合老市场基础
上，引进了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全
链产业园项目。今后魏县将发挥
北京新发地的品牌优势和全国市
场网络优势，助力邯郸特色农产品
走向全国，形成国际国内优质农副
产品集散地，打造新发地全国农副
产品物流体系重要枢纽及华北区
域性示范市场。

聚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曹妃甸两场招商推介活动
共 签 约 37 个 项 目

总投资287.21亿元，预计年实现贸易额1639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
讯员鲁心乔）2 月 18 日和 2 月 21
日，唐山市曹妃甸区分别在上海和
深圳举办曹妃甸（上海）长三角产
业招商推介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招商推介会，共签约37个项目，总
投资287.21亿元，预计年实现贸易
额1639亿元。

河钢铁铁国际贸易项目、上
海冀商煤炭贸易项目、洛恩诗进
出口贸易项目、联航（深圳）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跨境电商项目……
从签约项目中可以发现，曹妃甸
聚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大宗
商品进出口贸易方面招商成效明
显。今年以来，曹妃甸依托“大港
口”枢纽和拉动作用，用好国际国
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深耕日
本、韩国、德国等重点国家和地
区，统筹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RCEP实施示范区等
开放平台建设，加快打造东北亚
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的“第一
窗口”。

曹妃甸还将招商引资目标放

在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
域。“随着中科院高镍正极材料、曹
妃甸数字经济产业园等项目签约，
曹妃甸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又将
增添新动能。”曹妃甸区商务和投
资促进局局长刘宏策说，按照“主
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提速扩
容，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的思路，曹
妃甸重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
经济、精品钢铁及深加工、绿色化
工、高端装备制造及再制造、海洋
产业等领域，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
功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去年曹妃甸共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85 个，完成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102.3 亿元，
增加值增速45.2%。

为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
曹妃甸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
为所有项目建立独立“项目树”和

“信息库”，动态掌握手续办理进
展。针对遇到的困难，及时召开联
席会议协调解决。同时，组建项目
落地引导师、首席设计师、代办工
程师等队伍，为项目提供全过程指
导、全流程协调、全阶段跟踪、全环
节代办。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2 月 2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中国社会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承
办的“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
北京揭晓。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
器时代遗址等 6 个考古项目成功
入选。

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
蒙古营村南，遗址分为四个片区，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
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较大的新
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自2020年至今，河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其持续
开展了考古发掘研究，发掘面积
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
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820件，
文化遗存可分为5组。

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
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

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存，文化
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
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
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见
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
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
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
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
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继承自泥
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
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
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
接证据。

据介绍，此次入选“2022 年中
国考古新发现”的还有湖北十堰市
学堂梁子旧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
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
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
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
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河北梆子《钟馗》《穆桂英挂帅》
亮相香港舞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晓超）
近日，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
梆腔声声，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
团带来的传统大戏《钟馗》、经典
剧目《穆桂英挂帅》受到当地戏迷
热捧。

河北梆子传统大戏《钟馗》久
演不衰，享誉海内外。此次赴港
演出，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
的弟子李淑芬饰演钟馗。演出现
场，文戏唱腔高亢激越，武戏动作
干净利落，喝彩声不断。据悉，该
剧由裴艳玲亲自指导、一级导演
段示威执导。观众纷纷表示，“能

在香港观看河北梆子《钟馗》的精
彩演出，很过瘾，希望传统戏曲艺
术代代相传，期待更多经典剧目
来香港演出。”

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还为
观众奉上了河北梆子经典剧目《穆
桂英挂帅》。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
团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刘
莉沙饰演穆桂英，一连串漂亮的武
戏动作令人目不暇接，现场观众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没想到演
出会这么火爆，更坚定了我们传承
河北梆子这门传统戏曲艺术的信
心。”刘莉沙说。

（上接第一版）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R1 线）建设加快推进，雄商、雄忻
高铁开工，“四纵两横”高速铁路网络正
在逐渐成形。“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全
面打通，截至去年底，雄安新区道路已运
营里程 267 公里，在建里程 306 公里，合
计573公里，津石高速和京雄、荣乌新线、
京德高速一期通车。

首批市场化项目住房保障工作启
动，住房主要面向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单位人员，这标志着具有雄安新区特色
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截至目前，
新区已完成土地出让市场化项目 13 个，
共计 456 万平方米，已开工 4 万余套，部
分已基本竣工，在疏解单位集中落地区
同步谋划居住片区，建设、营造宜居宜业
的生产生活环境。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 年，雄安新区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省委、省政府领导

下，聚焦“形成新形象、建设新功能、发展
新产业、聚集新人才、构建新机制”的“展
五新”目标，牢牢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牛鼻子”，着力建设支撑疏解落地、人
民宜居宜业的新功能，以城市功能完善
促进疏解落地，以高水平承接牵引高质
量发展。同时，牢牢把握高质量推进项
目建设生命线，着力形成城市很美丽、人
民很文明的新形象，聚力加快建设高水
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上接第一版）
加快新能源的推广与利用。加快地源

热泵、水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推广应
用，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石家庄机场实
现 52%建筑物面积利用地下能源供冷供
暖。场内新能源车占比 42.6%，场内充电
桩达到 148 个，实现场内充电设施全覆
盖。完成T2航站楼空调系统变频改造、空
调管网技术改造、公共道路路灯LED节能
改造等项目。2022年，石家庄机场综合能
耗 6198 吨标煤，较 2019 年下降 10%；可再
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22.2%，在国内机场处
于领先地位。

雄安新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近年来，河北省不断推广新
能源车辆应用，加快充电、加氢
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氢能重卡，
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
条发展。图为氢能重卡车辆在
位于保定市的未势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液氢加氢站加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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