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8日，2024年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我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干

部群众振奋龙马精神，元气满满投入

各项工作，展现出“起步就是冲刺”的

姿态。现在是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

的最好时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苦干实干的作风，离不开奋勇

争先的拼搏，离不开干事创业的良好

环境。本报今日推出“新春走基层”

特别报道“节后上班第一天”，多路记

者分赴各地，记录广大干部群众龙腾

虎跃、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和火热工

作场景，凝聚起加快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的奋进力量。

跑好开年“第一棒”冲刺龙年“开门红”
编
者
按

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九，省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服务现场一派
井然有序的工作景象。

“您好，这里是河北省 12345 热线，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上午8时30分，
开完晨会的话务四组组长张阳坐到工
位上，戴上耳机，接通了第一个来电。

“你好，我们是辛集的一家公司，这
段时间正在准备投标工作，今天一大早
使用‘冀时办’APP 登录河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平台时，一直显示登录不
上。我们现在很着急，想问问能不能尽
快解决这个问题？”对方急切地问。

“您别急，请说一下公司的全名和
注册‘冀时办’APP的法人账号……”电
话沟通中，张阳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快
速飞舞，只见她迅速将有效信息录入省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

认真核对诉求信息后，张阳点击
“送审核”按钮，平台自动将工单发送到
审核部门的工作页面，由该部门工作人
员将工单转派至具体承办单位。

当天下午 3时许，张阳对诉求人进
行了电话回访。诉求人十分感激地表
示：“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工作人员已
和我进行了电话沟通，很快帮我解决了
账号注册问题，没有耽误工作进程。”

尽心尽力解民忧，省 12345 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实行倒班制，为群众提供
7×24小时不间断人工服务。张阳当天
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8时至下午5时。

回应有速度，服务有力度，落实有
温度。全省各级 12345 热线在 2023 年
共受理各类诉求 1614.71 万件，获群众
来电表扬1.58万件。

“让群众诉求实时畅通。”省数据和
政务服务局热线管理处处长岳建华表
示，新的一年，全省各级 12345 热线将
坚持把做好热线工作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
口，不断完善热线受理、转办、督办、反
馈 、评 价 工 作 机 制 和 流 程 ，真 正 把
12345 热线打造成为智慧高效、惠企利
民的“总客服”。

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让群众诉求实时畅通”
河北日报记者 解楚楚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上班首日，雄
安站东南侧的雄安新区中交未来科创城
项目工地大门口，满载配电柜等施工设
备的卡车排起长队。在中交一航局未来
科创城二标段工作人员的指挥下，车辆
有序进场。从“假日模式”切换至“工作
模式”，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上午 10 时，中交一航局未来科创
城二标段项目部生产经理王李华走进
项目 6号地块，进行安全自查。“结构安
全、基坑位移监测、塔吊垂直度监测、
临时用电安全等都要进行检查。”走出
6 号地块，王李华又来到 5 号地块查看
外幕墙施工质量。一个多小时后，结
束巡查，他着手进行开工后的施工工
作安排。

“测量位置西南角，钢尺就位。”在6
号地块，项目部测量班长史建昆架起全
站仪，跟项目部机务员肖民宗相互配
合，对 2号塔吊垂直度进行监测。一个
塔吊的垂直度，需要从两个不同角度进

行观测。绕着一个地块监测完 4个

塔吊的垂直度需要一个多小时。
“测量员的任务就是把工程的建设

蓝图精准地‘搬’到项目工地上，确保所
有测量数据准确无误。”史建昆把自己
的工作比喻成工地的“裁缝”，“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测量工作一分一毫都不
能错，所以在工作中必须始终高标准要
求，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中交未来科创城是雄安新区首批
市场化项目之一，位于昝岗组团高铁枢
纽片区中心区域，该项目聚焦服务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规划布局产业承
载区、总部办公区、科创核心区、科技服
务区、研发配套区及生活住宅区等功能
组团，全力推动高新科创产业链上下游
转化基地建设。

“工期紧，任务重，这两天正加紧进
行设备检修调试和安全检查，项目上已
经储备了足够的生产物料。我们的200
多名工作人员陆续返岗，开始新一年的
生产建设。”站在项目部二楼玻璃窗前，
王李华指着施工现场说。

雄安新区中交未来科创城项目工地

从假日到工作，模式一键切换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2 月 18 日，冒着小雨，记者来到黄
骅港综合港区集装箱码头。

记者在码头现场看到，绿色巨型集
装箱桥吊林立，运输车穿梭于集装箱堆
场和码头作业区。机器轰鸣声中，桥吊
正在进行集装箱装船作业，一个个集装
箱被陆续运往停靠在码头旁的“延展
37”号货轮。

“雨天作业，保证安全……”在集装
箱码头，头戴安全帽、手持对讲机的沧
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负责
人冯凯在作业区不停走动，熟练指挥着
运输车，不时抬头观望桥吊作业情况，
确保作业安全和效率。

“这艘长达165.35米的货轮来自唐
山港，今天装货完毕后，将驶向秦皇岛
港。”冯凯告诉记者。

走进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
楼，一张沧州黄骅港平面图映入记者眼
帘。“你看，从这里出发的内外贸航线越
来越多！”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宝辉指着平面图上综合

港区和散货港区的位置说，截至目前，
黄骅港已开辟集装箱内外贸航线18条，
通达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我们将加强港口能力建设，
实施20万吨级航道改造提升工程，确保
总投资 252 亿元的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
一期、滚装码头一期等 9个项目如期开
工。”王宝辉告诉记者。

谈话间，王宝辉拿起一则“喜报”给
记者看。只见上面写着，今年1月，黄骅
港吞吐量实现“开门红”：煤炭港区累计
实现煤炭装船 1881.4 万吨，同比增长
13.2%；综合港区、散货港区累计完成货
物 吞 吐 量 1178.4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9.22%。

“我们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大力
拓展港口对外开放空间。”王宝辉说，
今年，黄骅港将开通至广西钦州、东南
亚地区等 3条内外贸航线；构建黄骅港
中欧班列“公铁海”联运新模式，增强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辐射和服务
能力。

黄骅港综合港区集装箱码头

雨中桥吊装船作业忙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永清县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

“今天分拣有望突破260万件”
河北日报记者 刘 杰

一 件 件 快 递 在 传 送 带 上 快 速
“奔跑”，一辆辆货车装满包裹往来
穿 梭 ……2 月 18 日 10 时许，记者在永
清县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一期项
目——圆通华北集运中心看到，43条全
自动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到处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110.12万件、110.14万件、110.15万
件……看着手机 APP“圆通驾驶舱”上
实时刷新的数据，圆通华北集运中心质
量管理负责人杨文宇说：“节后业务量
快速上升，今天分拣有望突破260万件，
比昨天增加近100万件。”

“我们的分拣系统能智能识别条
码信息，并采用矩阵摆轮自动转向，如
同有了聪明的脑和灵巧的手。”在进
港—卸车区，杨文宇指着身旁的一台

“五面扫”扫描仪自豪地说，他们的最
高日处理量可达 600万件，是圆通速递
在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快件分拣枢纽
基地。

在不远处的进港—下包区，4 套快
递自动分拣交叉带设备正高速运转，
工作人员把初拣包裹分批放入供件台

后，包裹就会从传送带上的翻板自动
落入集包袋，装车运往 127 家分公司
网点。

“如果人工装袋，每人每小时大概
能操作400件，有了交叉带设备后，每人
每小时的操作量能达到 1800 件。”圆通
华北集运中心交叉带区域主管景朋飞
说，人机搭配协作极大提升了分拣效
率，单件快递从卸车、分拣再到装车最
快仅需10分钟。

据了解，自 2020 年落户永清以来，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每年的业务量
都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23年增至
13.75亿件。“今年1月份，我们的业务量
就达到了 1.42 亿件。”圆通速递北方总
部基地副总经理王义来说，他们将采取
提升装载率、业务大比武等措施，进一
步提高分拣率和运送率，“今年新目标，
快递分拣量突破16亿件。”

在圆通华北集运中心的西侧，圆通
速递北方总部基地二期项目——智慧
物流分拣中心、智慧仓储中心已拔地而
起，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日处理快递
能力将提升至1000万件。

传输带上一排排装好盒的新药有
序传送，远处的智能机械手正在抓药装
箱……2月 18日早晨 7时 50分，在石药
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108车间铝塑四
室，玄宁全自动包装生产线马力全开，
满负荷生产。

带班长冯立飞和3名同事换上蓝色
工作服，替下夜班同事，便立刻投入
生产。

“咱们铆足劲、加油干，争取今天比
上个班组多完成 10箱包装任务。”带着
班组巡检完设备，冯立飞带头往智能机
械手旁摆放药箱，查看药盒储备数量。

石药集团研发生产的降高血压药物
玄宁，是中国本土药企第一个获得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完全批准的
创新药，多年来一直畅销国内外市场。

“对于药企而说，订单就是任务，我们必
须争分夺秒、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冯立
飞告诉记者，他们春节后一开工就进入
了紧张的生产状态，机器24小时运转，每
天的包装能力比过去提升了5%。

拉满弓、上满弦，全力以赴投入工
作状态的，还有这家企业的研发团队。

在石药集团石家庄研发中心制剂
研究一所，科研员张兰和她的团队正用
一套纳米激光粒度仪，对注射用两性霉
素 B 脂质体药物进行脂质体粒径分布
检测。

“这是一款用于治疗深部真菌感染
的特殊脂质体创新药，也是集团即将推
出的重磅产品之一。目前，我们正在利
用纳米药物技术平台进行补充试验。”
张兰边操作边说，“由于研发任务艰巨，
项目组核心人员 3天前就已经返岗，今
天早上所有人员全部到岗，全力投入研
发攻关。”

跟随石药集团副总裁刘树林走出
制剂研究一所，记者隔着玻璃望去，研
发中心的每个实验室里都有技术人员
在紧张地进行研发实验。“正是因为坚
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去年我们
上市了中国首款 mRNA 疫苗、国家一
类新药纳鲁索拜单抗注射液、首款国产
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等一批创新
药。”刘树林信心满满地介绍，他们将继
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力争未来几年再
上市40多个创新药及新型制剂药物。

石药集团

马力全开，抢研发抓生产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2月 18日，农历正月初九。年味儿
还未消散，枣强县河北友联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的生产线就马力全开，一派繁
忙。在塑炼、成型、硫化等各道工序上，
工人们各司其职，铆足干劲儿赶订单。
厂区内，一批批包装好的橡胶密封圈被
装上货车，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友联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涉水类橡胶
密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的10
余个系列100余种规格的橡胶密封产品
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项给排水管道工
程，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2%，且远销欧美
市场。“目前我们的生产订单已排到了今
年年底。”公司董事长苏风淼说。

硫化工艺车间内，两台大型硫化设
备轰鸣作响，控制台的显示屏上时间、温
度和压力等参数不断跳动，两件直径2.4
米的热力管道橡胶密封圈马上“出炉”。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种耐高温密
封圈，把承插工艺应用在热力管道连接
处，替代原来的管道焊接工艺。新材料
的应用和工艺的改进，让产品真正做到
了密不透水。”拿起一件仍有余温的密
封圈，苏风淼介绍，这款新产品一经推

出便供不应求，销售额已占到公司总销
售额的30%以上。

近年来，友联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力度，建设国内领先的研发检测中
心，并与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
校合作，不断推出新产品。其中，长寿
命管道橡胶密封圈、热力管道密封圈等
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依靠科技创新，友联公司正加速
向行业高端市场迈进，这也是枣强县
复合材料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一开春，我们便组织专人开展走
访调研，主动上门服务，积极帮助企业
排忧解难，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冲刺

‘开门红’做足准备。”枣强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高广红表示，他们
将继续为企业提供“零距离、无障碍、
快节奏、高效率”的服务，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

政府“给力”，企业“加力”。“今年，
我们将继续加大设备和研发投入，积极
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力争年产值
突破亿元大关。”谈及下步企业发展，苏
风淼信心满满。

枣强县河北友联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订单排满年 就得铆劲干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2月 18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唐山
市的河北省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在该中心知识产权成果
转化基地，工人们正在组装欢乐捕鱼机
器人。

作为我省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
河北省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由唐山市高新区和唐山百川智
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唐山
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孟昭介绍，欢乐捕鱼机器人是唐山一
家旅游文化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现代
化捕鱼娱乐器具，能够模仿挖掘机的操
作，实现鱼类行为动态感知，让游客通
过可视影像，体验捕鱼的快乐。“这家公
司有产品专利，但没有生产制造能力，
我们能够按照要求把产品生产出来。”
王孟昭说。

在机器人企业中，许多处于起步阶
段的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生产能力欠缺
等问题。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常常
是有关于机器人的专利，却难以实现产
业化。

为更好推动专利转化运用，省市场
监管局采取了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平台培育等措施，推动创新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去年 8月，唐山百川承接
了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今天，我们来看看平
台建设还需要哪些帮扶和服务。”正在
这里调研的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
用促进处处长尹继丰说，专利转化运
用，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和
服务机构的积极性。

河北省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包含机器人知识产权成果
展示交易中心、中试基地和知识产权成
果转化基地。“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基地
本质上是一座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
王孟昭介绍，基地具备年产机器人2000
台（套）的能力，可以为中小机器人企业
提供技术、采购、设备、仓储、售后等共
享资源，解决其知识产权转化能力弱、
加工制造能力不足、厂房设备资金占用
大等问题。

站在单层面积2万余平方米的生产
车间向四周望去，数控火焰切割机、摆臂
式平台电阻焊机、全自动等离子切割机
等加工设备正在运行。王孟昭表示，基
地现有软硬件设备 800台（套），人才资
源也很丰富，目前最大的期盼就是
让更多机器人专利在这里转化。

河北省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开工忙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2 月 18 日，8 时许，古城正定的城
墙上，已有很多游客登临游览。近百
米长的龙凤巨型灯组、还原度极高的

“九楼四塔八大寺”、四人合抱的常山
战鼓……由四川自贡的国家级非遗艺
术团队制作的精美花灯，让千年古城在
浓浓年味中焕发着无限活力。

“晚上点亮花灯，白天看护花灯。”
在南门城楼附近，记者遇到了正定县文
物保管所旅游科负责人王媛。春节假
期，她和同事们全员在岗，今天大家又
元气满满投入到工作中，仔细巡查古城
墙和一盏盏花灯，留下快乐而忙碌的
身影。

正定的浪漫和年节气氛，源自深厚
的文化底蕴。春节期间，正定县以“正
定古城过大年·年俗活动乐翻天”为主
题，推出系列文化盛宴，组织了古城灯
会、京津冀非遗市集、荣国府场景演出、
古城 Cosplay 秀、冰雪嘉年华等 21 大项
近70小项高品质文体活动，令天南海北
的游客们在此乐而忘返。

“京津游客多，山东、山西、河南、
江苏等地游客也很多。”10 时许，隆兴
寺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随着正定古城历史风貌有效

恢复，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隆兴寺等古
建筑群，寻觅和领略传统文化的精彩，
有的沉醉于古建技艺，有的凝神于龙
藏寺碑……

荣国府，是游客来正定必打卡景点
之一。春节期间，这里除了举办“刘姥
姥迎宾”“宝黛初相会”等演出外，还设
置了非遗手工坊，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展
示捏面人、画脸谱等技艺……

“外地游客来一趟不容易，一定要
服务好。这些天，我和很多同事都没有
开车，把更多的停车位腾出来，留给外
地游客。”正定荣国府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导游科负责人王宁告诉记
者，这些贴心的考虑体现了正定的诚
意。正定还建设了18处直饮水景观亭，
免费提供温水热水。目前，还分批次在
景区、公园广场、主干道周边安装300多
个保温坐垫，方便游客“坐享”古城
温暖。

“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
光看发展。这个春节，更多游客走进正
定、乐享正定。我们将继续发力，完善
各种措施，全力打造‘古城古韵 自在
正定’文旅品牌。”正定县文化广电体育
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霍哲说。

正定

21大项活动吸引游客游古城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2月 18日一大早，航膜科技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就坐高铁从北
京赶到石家庄，来到京津冀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河北中心。

8时 30分，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河北中心副主任刘宁召集工作人员
来到一楼会议室。

“在辛集的年产 2万吨膜材料配套
高端絮凝剂生产园区用地已经获批了，
马上就能开建。”梁峰对大家说。

“和石家庄高新区洽谈建设先进膜
生产基地，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刘
宁也带来了好消息。

“新的一年，咱们加油干，争取让项
目早落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
得十分热烈。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壮大，2023 年，
航膜科技发展集团需要选址扩建新的
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推动改性中空纤

维膜和高端絮凝剂制备
技术产业化。在与河北
中心接触后，双方一拍即
合，共同出资成立河北
航 膜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企业发展势
头很好。”梁峰告诉记者，从概念验证、应
用场景拓展等多个维度，河北中心提供
了全方位服务，“项目完成后，产品将打
破国外垄断，年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

除了对接京津创新供给，促进科技
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刘宁说，他们还承
担着孵化任务，推动项目、资金等科技创
新资源向入驻河北中心的企业聚集。

11 时许，送走梁峰，刘宁马不停蹄
来到位于河北中心三楼的河北华烨冀
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去年，河北中心与北京云庐科技有
限公司携手共建围场马铃薯数字交易
中心，打造马铃薯银行。在河北中心牵
线下，华烨冀科参与了该项目的软件系
统开发。

“今年争取把围场 329 个薯库完成
数字化改造。”刘宁提出目标。“没问题，
市场有需求，政府有服务，咱企业就有劲
头！”华烨冀
科董事长姚
超连连点头。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

“新的一年，咱们加油干”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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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月18日，在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车间内，智能机械手正在进行装箱
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⑥2月18日，在枣强县河北友联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仔细检查
刚刚生产的橡胶密封圈外观，并进行修边处理。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⑦2月18日，正定荣国府景区导游正在为游客讲解。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⑧近日，在河北省智能装备（机器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基

地，多角度焊接机器人正在焊接机器人零部件。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 川摄

②② ①①

①2 月 18 日，雄安新区中交未来
科创城项目现场，中交一航局未来科创城

二标段项目部测量班长史建昆正在监测塔吊
垂直度。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②2 月 18 日，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

服务现场，话务四组组长张阳在工位上接听来电。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③2月18日，在黄骅港综合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正
在进行集装箱装船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摄

④2月 18日，在永清县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一期
项目——圆通华北集运中心，全自动分拣设备正在运转。

河北日报记者 刘 杰摄

③③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