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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隆尧经
济开发区的河北量子数
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在安装调试智能压铸设
备。河北省重点项目，总
投资20亿元的河北量子
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铝
镁合金新能源汽车配件
项目，预计今年6月试生
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可
年产铝镁合金新能源汽
车配件11.5万吨。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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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甘肃秦腔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苏凤丽

在秦腔艺术求索路上执着前行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登上舞台，“绵里裹针”的唱腔独树一
帜；走下舞台，传承创新，致力于为秦腔发
展探路。这是甘肃秦腔艺术剧院副院长、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苏凤丽的艺术追求。

“选择戏曲这一行原因很简单，就两
个字：喜欢。”生长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的苏凤丽，打心底里透着对戏曲的热爱。

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是所有戏曲艺
术家的成长之道。一直以来，苏凤丽非常
喜欢京剧，尤其是“四大名旦”之一程砚

秋先生的代表作《锁麟囊》。这部戏以锁
麟囊为主线，讲述了发生在登州富家女
薛湘灵和贫家女赵守贞之间的感人故
事。从年轻时，苏凤丽就有一个心结，梦
想着有一天能把京剧程派大戏搬上秦腔
舞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后来，她终于
有机会排演秦腔版《锁麟囊》。

可想而知，改编京剧大师的经典之
作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回忆起改编过
程，苏凤丽说，刚开始就是原原本本地把
京剧《锁麟囊》学过来，之后再根据秦腔
的剧种特点进行改编。“改编过程中，最
大的难点在声腔方面，也就是秦腔跟京
剧程腔的结合，既要保留秦腔剧种特点，
还要融入京剧程腔的韵律。”苏凤丽和创
作团队经过多方求索、反复实践，终于将
京剧《锁麟囊》搬上了秦腔的舞台。2009
年，秦腔《锁麟囊》首演受到观众欢迎。此
后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受到各界好评。
有观众评价这部戏是“秦风程韵”。

事实证明，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是成
功的，秦腔《锁麟囊》既保持了秦腔的风
采，又融入了京剧程派的韵味。音乐唱腔
上，着力将秦腔细腻、柔美的一面发挥出
来；服装设计上，既尊重传统审美，又观
照了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演员表演上，
唱念做打俱佳，令人回味无穷。

“观众的喜欢证明我们的契合点找
对了。”从艺术探索到舞台演出，再到收
获巨大的成功，一路走来的苏凤丽“痛并
快乐着”。她说，秦腔《锁麟囊》的创作过
程很痛苦，但任何一件艺术精品的诞生
都要经历艰难求索。2013年，苏凤丽凭借
着在秦腔《锁麟囊》中的精湛表演，斩获
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苏凤丽十分珍惜此次携秦腔《锁麟囊》
参加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的机会，她认为，展演为各地演
员提供学习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对各地梆
子剧种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能

更好地激发各地梆子戏的发展，进而扩大
梆子戏在当地乃至全国的影响力。通过展
演，还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梆子戏的发展
前景，增强他们传承弘扬梆子戏的信心。

谈到戏曲如何吸引年轻观众，苏凤丽
结合自己多年演出、创作经验说：“一方面，
我们要老戏新演，推陈出新，这就需要戏曲
人在每一出戏里细心‘研磨’，比如面对经
典传统剧目，不能全盘不动、不假思考地照
搬照演，要知道‘经典’在哪里，排演时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
优秀的作品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因此
应创作更多具有艺术魅力的优秀戏曲作
品，满足大众多元审美文化需求。”

苏凤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今年初，由苏凤丽主演的新编历史剧秦
腔《蔡文姬》在兰州首演，她用精湛的演
技还原了一代才女蔡文姬的传奇人生，
继续在秦腔艺术这条漫长的求索路上执
着前行。

甘肃秦腔艺术剧院副院长、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苏凤丽。

甘肃秦腔艺术剧院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李文英）从省税务
局获悉，今年以来，河北税务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
实施的两批延续优化创新的税费优惠及相关政策。一
季度，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17.8亿元。

分批次看，今年年初实施的第一批政策新增减税
降费 51.6 亿元，其中，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新增减税24.5亿元，小规模纳
税人征收率由3%降至1%政策新增减税15.9亿元。3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的第二批延续优化创
新的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3.6亿元，其中，小微企业减征
所得税政策新增减税21亿元，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费率政策新增降费11.7亿元。其他政策如留抵
退税等减负32.6亿元。

见客户、抢订单。最近，河北浩威服装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策和同事们奔赴全国多地，寻求新的商机。

“国外市场正在全面复苏，国内市场要积极开拓。虽然
市场需求难免有波动，但我们的发展信心很足。”李策
表示，这其中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

位于晋州市的河北浩威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
产工装和户外休闲服装为主的小微企业。2022年，该企
业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32万元，节省下来的税款
被用在了新厂区先进设备的装配上，大幅提高了生产
效率。令李策更加欣喜的是，今年延续和优化的税费支
持政策再次突出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一季度，他们享
受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7万元，为公司腾出了更多资
金活水，助力新市场的开拓。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实施的税费优惠
政策突出连续性，该延续的延续；突出精准性，该优化
的优化；突出制度性，该创新的创新。同时，对部分临时
性安排、已经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到期之后有序退出，
既促进税费政策体系的规范，又强化有利于公平竞争
的税制基础。

为确保纳税人缴费人依法依规精准享受政策红
利，依托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河北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缴
费人分类推送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努力实现“政策找
人”“送政策上门”。同时持续推进“减证便民”，深入实
施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为纳税人申报享受税费
优惠政策提供便利，并持续优化电子税务局功能，推动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延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落
实，实现信息系统自动计算减免税额、自动预填申报，
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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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从省
人社厅获悉，5月7日，第十六届高技
能人才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表彰
30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295
名“全国技术能手”。来自河北的中车
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特级技师苏
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
公司高级技师李征2人获得“中华技
能大奖”，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港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正高级工程师
李伏玉等12人荣获“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涿州市技师学院荣获“国家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称号，秦

皇岛技师学院技能训练中心高级技
师、正高级讲师王春光荣获“国家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
能手”是我国选树褒奖优秀高技能
人才的最高政府奖项。受到表彰的
高技能人才是践行技能成才、矢志
技能报国的先进典型，是全国技能
劳动者的先进代表。

会上，“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
术能手”获得者代表介绍了他们爱
岗敬业、技能成才、创新创造、为国
奉献的先进事迹。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5月
9 日，为期三天的 2023 河北电子信
息产业博览会暨华北社会公共安全
产品博览会在石家庄市开幕，来自
全国的600多家电子信息及智能安
防企业参展。

“我们带来了新一代融合智慧
调度平台——YHT-9000 数字程
控调度电话系统，可解决工业通信
多平台、分散部署、信息不能互通
的弊端，可支持将行政电话、视频
监控、智慧园区等纳入一整套融合
通信系统中。”在博览会现场，河北
远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志彦说。

河北金泰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燃气安全智能化预警控
制管理系统平台，实现燃气用户、天
然气管道、城市管网三位一体的智
慧管理。“一张网”智慧燃气安全监
控平台，将线上预警与线下应急处
理有机结合，为城市燃气安全提供
系统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智慧安全
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本届博览会由省信息产业与信
息化协会主办，以“科技创新、智领
未来”为主题，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设置了创新主题、基础电子及
半导体、数字化、电子信息行业专精
特新、智能安防、智慧消防六个展
区。众多参展企业展示了行业最前
沿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应用。

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河北12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

2023河北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在石开幕

600 多家电子信息
及智能安防企业参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白增安 通
讯员刘晓静）日前，涉县津东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高温导热油生产工艺通过邯郸市
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并获得省科技技术
成果证书。“市里派来的科技特派团立了
大功，帮助我们实现了新型设备研制和
工艺流程优化，填补了国产高温热媒在
商业化光热发电项目应用上的空白，研
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公司董事
长刘俊成高兴地说。

近年来，邯郸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通过组建科技特派团等方式，鼓励
企业开展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技术创新
平台建设。目前，该市已组建 25 个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精准高

效服务企业。去年，该市新增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1099家、高新技术企业139家、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9家，研发平台实现
县城和重点产业全覆盖，全市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技术合同成交额总量居全省
第一。

邯郸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安凤玲
介绍，今年该市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
目标，重点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创新能力
提升、创新平台资源集聚、创新人才推进
等四项行动，聚集创新资源、壮大创新主
体、优化创新生态，激活科技创新动力。

创新主体培育行动。加快推动科技
型中小企业“小升高”，计划年内新增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8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 800 家，市级以上科技领军企
业达到20家。

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推动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研发投入后补助等普惠政策
直达快享，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
大创新投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的企业力争达到 640 家、加计扣除额
达到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增长
10%，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30 项
以上，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平台资源集聚行动。培育市级
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30家，支持
晨光生物、中船 718 所创建国家级创新
平台，在氢能、生物提取等领域培育省级
高能级技术创新中心。深化北大邯郸创

新研究院、北科院邯郸分院等京津冀协
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加强与京津高校院
所产学研对接合作，完成技术合同成交
额 160 亿元以上。创新能力 A 类县（市、
区）达到 7 个，带动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跃升。

创新人才推进行动。健全人才引进、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实施“赵都
礼贤台”聚才计划，解决好各类人才的住
房、社保、子女教育等问题。依托科技部领
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组织开展院士专家
行、领军人才邯郸行等活动，招引更多创
新成果项目落地转化，力争新增院士合作
企业 3 家以上、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3 家
以上。

邯郸四项行动激活科技创新动力
去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技术合同成交额总量居全省第一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柏松）从日
前 秦 皇 岛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举 行 的
2023 秦皇岛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4月22日报名结束，2023
秦 皇 岛 马 拉 松 报 名 参 赛 人 数 达
15000人，赛事融入“零碳”理念，将
打造成省内首个百分百绿色电力马
拉松赛事。

2023 秦皇岛马拉松由秦皇岛
市政府主办，将于 5 月 14 日上午鸣
枪开跑。赛事口号为“激情马拉松，
奔跑新时代”，起终点均设在秦皇岛
奥体中心体育场南门。赛道途经滨
海大道、野生动物园、北戴河湿地、
鸽子窝公园、碧螺塔、老虎石公园、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金梦海湾景区
等，是我国少有的滨海马拉松赛道。

2023 秦皇岛马拉松坚持绿色
办赛。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赛
事组委会合作，按照国际先进“零

碳”体育赛事标准，为赛事提供“零
碳”马拉松赛事整体解决方案。该公
司正在对赛事进行资料收集、用电
量排查核算，将根据整个赛事活动
用电边界，提供绿色电力证书认证
服务，保证本次赛事成为百分百可
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赛事。2023秦皇
岛马拉松因此将成为我省首个百分
百绿色电力马拉松赛事。

本赛事特别设置破赛会纪录
奖，不限名额、不限国籍、不限性别；
5 月 11 日至 5 月 16 日，秦皇岛市 19
家景区将面向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裁判员，推出免首道门票或门票半
价以上优惠。

作为秦皇岛市重点打造的国际
品牌赛事之一，秦皇岛马拉松在
2016 年被中国田径协会认定为 A1
类金牌赛事，并成为全国马拉松锦
标赛分站赛。

2023秦皇岛马拉松
1.5 万人报名参赛

将成为省内首个百分百绿色电力马拉松赛事

河北农业农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截至4月底，全省农业项目招商引资764.5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农业生产
稳步推进，冬小麦长势良好，“菜篮子”产
品供应充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农
业农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
夏粮丰收就可以牢牢把握全年粮食生产
的主动权。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粮食生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抓
好春季农业生产，坚决完成好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

2022年秋季，河北抓住有利时机，千方
百计稳定冬小麦生产，完成冬小麦播种面
积3354.1万亩，较上年增加3.3万亩。受去
年12月至今年2月多次寒潮影响，全省冬
小麦苗情复杂类型多样，春季管理难度大。

这个春天，广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仔细查看苗情、墒情、病虫草情，面对
面、手把手向农民传授小麦田间管理技
术，有力促进了小麦苗情转化升级。

在元氏县南因镇董堡村，300亩小麦
长势良好。在地头忙碌的种粮大户师素敏
说，只要精准抓好田间管理，预计收成不
会低于去年。

“这块地去年遭遇低温发生了冻害，
一开始麦苗长势差，几乎全是三类苗。”师
素敏告诉记者，就在她发愁的时候，元氏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耿丽艳来到
董堡村，走进田间地头“问诊把脉”，现场
讲解弱苗转壮的措施。

今年4月以来，河北持续开展“小麦全
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和“奋战90天夺夏
粮丰收”两大行动，开展“肥水管理”“一喷
三防”等田间日活动，环环紧扣抓好生产
管理，冻害麦田苗情转化超出预期。据农
业技术人员初步田间调查，目前全省冬小
麦群体充足、穗部发育良好。构成小麦产
量的“三因素”中，亩穗数基本定型，与常
年相当，后期如果不发生较大自然灾害，
穗粒数、千粒重有望与常年持平或略增。

眼下正是春播的关键时节，河北坚持
把落实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春播工作的重
中之重，及时调度农户粮食种植意向，提
前做好农资储备和农机检修调运。截至5
月 7 日，全省春播粮油作物 1045.7 万亩，
占意向播种面积的34.3%。

“把夏粮丰收的基础转化为丰收的果
实，还要过病虫害、干热风、倒伏、烂场雨

等多个关口。”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
准备，会同气象、水利部门加强灾害性天
气预警，搞好抗灾救灾指导服务，推进小
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努力实现“龙口夺
粮”“虫口夺粮”。

在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的同时，河
北多措并举，努力让“菜篮子”更加丰盈。

打包、过磅、装箱……连日来，沧州市
沧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麻利地将一箱箱装好的蔬菜、水果
摆放整齐，准备运往市场。

“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丰富蔬菜产品
种类，确保‘菜篮子’供应充足。”沧州市沧
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艳军介绍，
公司供应黄瓜、西红柿、大白菜等新鲜蔬
菜，从保障农产品洁净安全为出发点，打
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可追溯平台。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河北加大
生产指导，强化产销对接，启动建设衡水、
沧州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带动全省蔬
菜产业提档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播
种面积171.7万亩，产量444.3万吨。

肉蛋奶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产品，也

是百姓“菜篮子”供应的重点。
近日，位于晋州市的石家庄双鸽圣蕴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分工协
作，在屠宰生产线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我们现在日均宰杀生猪1600头左右，生
产的肉制品主要销往石家庄、衡水、邯郸、
邢台等地，可满足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
该公司鲜冻品事业部总经理姬香成说。

河北加快奶业振兴，稳定生猪生产，
加强273家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建设，提高
肉蛋奶生产保障能力。今年一季度，全省
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猪肉产量 77.9 万
吨，同比增长 4.2%。生猪存栏 1834.0 万
头，同比增长 3.3%。牛奶产量 134.4万吨，
同比增长8.9%。

今年以来，河北千方百计上项目抓投
资强产业。聚焦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
奶业、畜禽养殖六大农业主导产业和15个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实施奶业、中央厨房、
蔬菜、中药材、精品肉类五大千亿级产业工
程。持续开展“农业投资项目提升年”活动，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力度。截至4
月底，全省农业招商签约项目223个，签约
引资额764.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