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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戏曲走进百姓生活，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擦亮河北“北方戏窝子”文化品牌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刘 萍

50 项 专 利 获 得
首届河北省专利奖

其中，“汽车”等5项专利被授予“河北省专利奖一等奖”

《中西建交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首 发 仪 式 在 衡 水 湖 举 行
衡水湖首次作为国家名片出现在中外联合发行的邮票当中

50 余 家 冀 企 亮 相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

自引黄入冀输水（位山线路）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2022年底——

逾126亿立方米黄河水润燕赵

河北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单位

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关注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记者日前从省政务服务办获悉，
今年以来，河北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
水平，不断强化数据共享、在线身份认证、电子
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等技术支撑，全面推
行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送
达，实现企业群众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线
下大厅即可办理“全流程网办”事项。

截至目前，全省 1428 个政务服务事项中，除
因涉密或必须现场核验的 257个事项外，1171个
事项全面实现“全流程网办”。

加快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应用。依托省政务
数据共享应用平台，实现与国家平台、市级平台
和部门平台的联通，向全省各级各部门提供政
务数据汇聚、共享和交换服务。通过数据融合、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推出“一件事一次办”、企业
开办“一日办”、政务服务“自助办”、基层电子证
明等一系列场景化应用，不断提升全省政务服
务便利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共归集法人、不
动产、电子证照、投资项目等 28 个领域 1601 类
政务数据，物理汇聚数据 105.2 亿条。同时，为
各级各部门共享政务数据 454类，累计提供接口
调 用 服 务 400 余 亿 次 ，共 享 交 换 数 据 4300 多
亿条。

“冀时办”上线个体工商户业务。近日，“冀时
办”新上线“个体工商户全程电子化”功能，实现
了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的移
动端办理。截至目前，“冀时办”已实现APP、微信
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的全
覆盖，上线社保、医疗、交通、公积金等民生领域
应用2707项，水电气暖等缴费应用2117项。

企业开办智能审批全国领先。自今年 2 月
21 日起，河北省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
发了全省智能审批系统，围绕有限公司、一人有
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设立和个体工商户注册
登记等企业开办高频事项，全面推行智能审批
改革，实现企业设立“秒审秒批”、营业执照“立
等可取”。截至目前，全省智能审批系统已在市
县乡三级落地应用，服务经营主体超过 28万家，
在智能审批领域河北省走到了全国前列。

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取得积极成效。今年
以来，河北深入推进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与北
京、天津的相关部门建立每月会商机制，持续推进“跨省通办”、自贸试
验区政务服务“同事同标”，推动实现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
办”，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截至目前，市场监管、住建
等部门的 179 项政务服务事项在河北自贸试验区四大片区实现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同时，上线了“跨省通办”自助办平台，首批 208 项
政务服务事项可通过自助终端在京津冀三地办理。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任
树春）从省水利厅获悉，自 1993年引黄入
冀输水（位山线路）一期工程建成通水以
来，截至 2022年底，河北通过引黄入冀工
程，累计引调黄河水超 126 亿立方米，邯
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保定和雄安新
区共 49个县（市、区）受益，极大缓解了河
北东南部严重缺水状况。

30年来，河北陆续建成引黄入冀工程
位山线路、潘庄线路、李家岸线路和渠村

（引黄入冀补淀）线路，分别从山东、河南
引调黄河水。河北境内输水干线总长超过
900 公里，形成了一条条清水长廊、生态
长廊。

利用引黄入冀工程 4条线路，河北多
次实施引黄入冀、引黄济津和引黄补淀等
跨流域输水行动，有力解决了输水渠道沿
线农业灌溉和城市生活用水源紧缺问题，
助力白洋淀、衡水湖等河北重点河湖的生
态修复。

多年来，按照水利部安排部署，河北
通过引黄入冀位山、潘庄等线路，多次实
施引黄济津，累计为天津市输送黄河水30
多亿立方米，不仅缓解了天津市用水紧张
局面，还促进了京杭大运河的生态修复，
让古老的大运河重现生机。

据了解，作为河北实施的首条引黄入
冀线路，引黄入冀位山线路引黄河水量最
多。截至 2022年底，引黄入冀位山线路共
引黄河水超过78亿立方米，在全省形成有

水河长 860 多公里，水面面积达 33 平方
公里。

按照河北确定的多引多调黄河水的
目标要求，省水利厅积极争取水利部和黄
河水利委员会支持，不断深化与山东省和
河南省的沟通协调，引黄供水时间逐步得
到优化。省水利厅调水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过去的冬季引水到如今灌溉季节也
能引水，河北引黄水的水量也随之增加。
这既有力保障了农作物的灌溉需求，又为
压减地下水超采创造了有利条件。

围绕用好每一滴黄河水，河北始终注
重把节水、治污、治河、管护等各项工作放
在重要议事日程。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推动引黄工程运行管理规范化，河
北即将出台“河北省引黄工程运行管理规
定”。规定出台后，将为引黄工程持续稳定
发挥效益奠定坚实的基础。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方素
菊）5 月 10 日，由衡水市人民政
府、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主办的《中西建交五十
周年》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衡水
湖举行。

为纪念中西建交 50 周年，中
国邮政定于今年5月10日发行《中
西建交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1 套 2
枚。该套邮票与西班牙联合发行，
邮票图案以西班牙的富恩特皮埃
德拉湖和中国的衡水湖为题材，展

现出两国湖泊的旖旎风光和自然
生态特征，画面构图简约明快，表
现意境清朗优美。据了解，这是衡
水湖首次作为国家名片出现在中
外联合发行的邮票当中。

该套纪念邮票由北京邮票厂
有限公司影写版工艺印制，计划发
行 690 万套。在全国指定邮政网
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
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
和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出售，
出售期限6个月。

河北日报讯（记者魏雨）5 月 10 日，
2023年中国品牌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河北
省 50 余家企业、13 个特色产业集群线上
线下参展，展示河北品牌发展成就。

上海世博展览馆内，河北馆以“冀品
新生活 乐享新时代”为主题，设综合板
块和“经典传承”“美好时代”“乐享未来”
等专题板块，集中展示河北省部分特色产
业和各行业领域内优秀品牌企业典型。君
乐宝、今麦郎、惠达卫浴、四星玻璃等一批
知名河北品牌亮相。

此次参加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河
北提出“慷慨燕赵 匠心冀品”常用主题
和“冀品新生活 乐享新时代”年度主题。

其中，“慷慨燕赵 匠心冀品”常用主
题将在参加中国品牌日活动和日常品牌

建设工作中展示河北省整体形象，加深公
众对河北品牌以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
理解和认知。“冀品新生活 乐享新时代”
则是紧扣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中国品
牌，世界共享；品牌新力量，品质新生活”
主题，结合河北省经济社会新发展提
出的。

2023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于 5 月 10 日
至14日在上海举行，活动内容包括中国品
牌发展国际论坛、中国品牌博览会以及一
系列品牌创建活动。在河北馆，还计划开
展文艺演出、扫码派送、直播带货等特色
活动。

▶位于上海世博展览馆内的河北主
题展馆。 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4 月 26 日，省政府发布关于首届
河北省专利奖授奖的决定，授予

“汽车”等 5 项专利“河北省专利
奖 一 等 奖 ”；授 予“P++ 衬 底 上
P-层硅外延片的制备方法”等 10
项专利“河北省专利奖二等奖”；
授予“一种用于治疗便秘的药物
组合物”等 10 项专利“河北省专
利奖三等奖”；授予“装配式住宅
剪力墙结构墙体竖向连接施工
方法”等 25 项专利“河北省专利
奖优秀奖”。

授奖决定提出，希望受表彰
奖励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
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发明创造
成果专利化，争取更多专利技术
转化运用，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全省广大知
识产权工作者要以获奖单位为
榜样，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高效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激发全
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河北
场景作出更大贡献。

省 第 十 六 届 运 动 会
青少年组飞碟比赛鸣金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5月
10 日，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
组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在省体育局
射 击 射 箭 运 动 中 心 飞 碟 靶 场
鸣金。

本次比赛设男子飞碟双向个
人及团体、女子飞碟双向个人及团
体、男子飞碟多向个人及团体、女
子飞碟多向个人及团体、飞碟多向
混合团体、飞碟双向混合团体等小
项，共设置18枚金牌，吸引了来自
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唐山、保
定、邯郸、辛集及雄安新区 8 支队
伍的 88 名运动员参加。经过 6 天
激烈争夺，石家庄队以 12金 6银 5
铜的成绩名列奖牌榜第一名，保定

队和秦皇岛队分别名列第二名、第
三名。比赛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石
家庄队和保定队均有运动员打破
省运会纪录。

射击是河北体育的重点大项
之一，飞碟项目曾涌现世界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张亚菲等优秀
运动员。从 2002 年起，飞碟成为
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省体育局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检验
了我省飞碟项目青少年运动员训
练成果及后备人才储备情况，将
推动我省飞碟项目业余训练的开
展，也有助于我省射击整体实力
提升。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荣荣）调查研究
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连日来，我省第
一批开展主题教育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
围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展开调查研
究工作。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开展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持续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我们这次来是听真话、听实话的！
工程进展怎么样，项目建设中还有啥困
难？大伙儿都说说……”近日，省发展改
革委调研组来到灵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工程进度。

“进场道路、交通洞、通风洞等开工项
目需要办理先行用地审批手续，希望能够
加快手续办理进度。”灵寿县华灏水力发
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连春如实反映。

调研组当场答复：“我们抓紧沟通协
调自然资源部门，协助你们尽快完成先行
用地的组卷工作，尽快上报尽快审批。”

聚焦新型能源强省建设，连日来，省发

展改革委组成多个调研组，对全省11个在
建的抽水蓄能项目逐个进行实地调研。针
对问题清单，实施台账管理，逐一进行解
决，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安全，加快建设清
洁高效、多元支撑的新型能源强省。

企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难题，还有哪些
期盼？

近日，针对项目投资、转型升级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省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来
到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区、河北信投集
团北戴河信息产业园等地实地调研。为
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省国资委突出重
点，确定 20 个方面调研内容，研究对策
措施。

不搞“作秀式”“盆景式”调研，树立求
真务实的作风。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我省
各部门在调研中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
提实。

围绕建设便捷畅通、安全智能的交通
强省目标，省交通运输厅拟定42个选题方
向，多个专题调研组深入港口、公路、铁

路、民航部门开展调查研究，逐一梳理形
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结果运
用清单，以有力措施进行问题整改。

5月 10日上午，在河北省家政行业协
会，省妇联有关负责人和十余名家政企业
代表围坐在一起，面对面了解家政行业发
展中的困难和不足，倾听大家对妇联组织
更好推动巾帼家政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建议。

连日来，省妇联党组由班子成员牵头
成立调研课题组，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青
年干部，围绕深入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24个方面重
点工作展开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广大妇女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
作抓起。我省各单位调研组下沉一线，蹲
点调研，用一项项务实、求实的高质量调
研成果，推动解决一批发展所需、改革所
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省卫生健康委紧
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建

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
聚焦制约河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省体育局精准选题定题，
深入运动队训练一线、全民健身场地建设
一线、基层人才培养一线、赛事活动组织
一线、各类指导员技能培训一线开展调查
研究。

“我们要念好调查研究‘深、实、细、
准、效’五字诀，身入基层，心向百姓，真正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难题，推动
发展。”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税
务系统领导干部正持续开展“基层大调
研、大走访”活动，不断优化便民办税缴费
服务举措，切实提升广大纳税人缴费人获
得感。

在河北，越来越多的调研组正走出办
公室，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通过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
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成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
落地落实。

4月 26日至 5月 12日，全国戏曲（北
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期
间，来自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山西等
20 个省（区、市）的 35 个院团，在石家庄
献上 21 台大戏和 5 场折子戏专场，全国
21个戏曲剧种、2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轮番亮相，为热爱戏曲艺术的人们
献上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绽放出河北

“北方戏窝子”的独特风采。
5 月 10 日下午，全国戏曲（北方片）

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北
方戏窝子”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专家
学者为擦亮这块文化品牌出谋划策。

河北是戏曲大省，剧种丰富、院团
众多、名家辈出，在民间有“北方戏窝
子”的美誉。河北有着丰厚的戏曲文化
底蕴，至今拥有 36 个地方戏曲剧种，数
量位居全国第二；河北梆子剧院、保定
艺术剧院老调剧团、石家庄市丝弦剧团
等享誉戏剧界；河北梆子《钟馗》《宝莲

灯》、保定老调《潘杨讼》等一批优秀戏
曲作品，更是家喻户晓。从巍巍太行到
渤海之滨，从长城脚下到运河之畔，从
坝上高原到冀南平原，辽阔的燕赵大地
处处回响着梨园声韵。

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再到近代的
地方戏发展形成，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
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大都与河北有关。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副所长、
研究员刘文峰说：“以元杂剧为例，作为
当时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戏剧样式，这种形式
出现以后发展到河北正定，产生了一个
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元杂剧作家和作
品，比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戏曲名
家。”无疑，作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戏曲
发展热土的河北，有着良好的戏曲发展
基础。刘文峰认为，河北剧种多、名人
多，产出的好戏也多，称得上是“北方戏
窝子”。

对此，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赵惠芬表示赞同，在她看
来，河北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剧种和剧团
也取决于河北独特的地理位置，“海洋、
平原、山地、高原等地形河北都有，从而
形成了河北多样的文化形态，也形成了
戏曲剧种的多样化。此外，依托北京、天
津，接受城市文化辐射的同时还培养了
河北自己的文化生态。所以河北称为

‘北方戏窝子’是有迹可循的。”
在擦亮“北方戏窝子”这块戏曲文

化品牌后，如何让其可持续发展？赵惠
芬认为，要涵养良好的戏曲文化生态，
培育更多的青年演员和观众群体。“首
先是戏曲演出要常态化，其次是发挥
戏曲专业团体在剧目、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引领辐射作用，最后是利用众多
的文化场所搭建一个个小戏台，营造
一批贴地气、聚人气的惠民演出空间，
从而引领大众欣赏戏曲、了解戏曲、喜

爱戏曲。”
擦亮“北方戏窝子”文化品牌，还要

把戏曲文化融入城市文化建设当中，渗
透到城市的各个街角，让戏曲文化成为
城市文化重要标识。浙江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朱为
总对会演期间举行的“遇见艺术”戏曲
快闪活动大加赞誉，“这一活动让名家
名段走出剧场走到人民群众身边，走进
人民的生活。”

戏曲必须走向人民，走进老百姓的
“心窝子”。擦亮“北方戏窝子”的文化
品牌，最终目的还是让戏曲融入百姓生
活，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
些年，河北省推出戏曲进校园、进社区
等一系列惠民措施，以及全国戏曲（北
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等
活动，不但让老戏迷们过足了瘾，也让
戏曲这一古老艺术“圈粉”了一大批年
轻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