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周 丽 视觉编辑：刘欣瑜邢台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

9

沉浸式体验“博物馆奇妙夜”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

隆尧实施“党建赋能产业链”专项行动

组 建 食 品 产 业 链
党建联盟助企解难题

清河举办春季人才大型招聘会

328 家 企 业 提 供
1.6万多个就业岗位

临西完成105宗“双盲”评标

游历史长河，品千年文明。2 月 16 日
18时10分，华灯初上。在众多观众的围观
中，几十位头梳精美发髻、身穿华美汉服
的游客聚拢在邢台博物馆序厅内，“博物馆
奇妙夜”活动开始了。

“这次活动共分‘学而致知’‘行而致
远’‘知行合一’3个环节，大家可通过参
观学习游览、互动挑战游戏、才艺表演等
活动，获取岁币及印章，谁拿得多谁就能
获得奖项和礼品。”主持人详细介绍了活动
规则，叮嘱参与活动的游客要在“学而致
知”环节认真听讲，多留意参观途中看到
的重点文物和重点历史事件，因为下个环

节的互动闯关线索就藏在其间。
游客们一路参观了“史前文化”“商周文

明”“战汉风云”“隋唐遗珍”“宋元瑰宝”“明
清风采”6 个邢台历史文化展区，与历史文
物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讲解员重点
讲解了仰韶时期陶埙、商嵌兽首直内玉戈、
汉错金四神几何纹长颈铜壶等几件在邢台
出土的“镇馆之宝”，以及汉鎏金盘龙座铜博
山炉等带有龙形标识的文物。

该活动还请来志愿者“化身”文物或
历史人物与大家互动，带游客学习所处朝
代的礼仪文化。“大家好，我是八宝镂空赤
金耳坠，用细如游丝的金丝编结而成，重

43 克，却有几十个部件。”在明代八宝镂
空赤金耳坠前，来自邢台学院的大学生志
愿者徐露玮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介绍了这件
国家一级文物的特点，还教大家一起练习
明朝的揖礼。

“大家可能都知道郭守敬，但你知道郭
守敬的老师是谁吗？”讲解员邢问梅突然向
游客们提问。听到有人做出正确回答，邢
问梅当即接过话茬：“对！就是刘秉忠。他
可谓元朝的‘国师’，不仅帮助忽必烈制定
了各项制度，主持了元大都和陪都营建，
而且朝代名称‘大元’都出自他的建议。”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对发生在邢襄大

地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精彩的
推介。

进入互动挑战游戏环节，刚刚学过的
很多知识果然派上用场。《以小见大》 游
戏，抽取一张文物一角的图片，限时找出
文物所在展厅位置；《文物拼图》游戏，看
谁能对照文物图片及时完成拼图……游客
们争相参与，玩得不亦乐乎。在 《快问快
答》 中，身着明式立领裘服的张雨璇答对
了3个问题，轻松过了一关。

汉服爱好者最期待的才艺表演开始了。
通过击鼓传花或自荐的方式，游客们表演了
拿手的歌舞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达活泉小学四年级学生胡梓萱顺利冲进
黄金奖行列。“我最喜欢穿汉服了，下次再有
这样的活动还想参加。”她开心地说。

邢台博物馆馆长石从枝说，该馆将不
断创新，推行更轻松、有创意的游览模
式，让文物“潮”起来、“活”起来，为观
众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让博物
馆成为不同年龄游客都喜爱的打卡地。

试 生 产 刚 满 2 个 月 ，产 值 已 经 达 到
5000万元。2月 27日，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亮出成绩单，让
来此调研的邢台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葛
建国非常欣喜，忍不住为这家去年落户邢
台市高新区蜂巢孵化园的智能液晶屏生产
企业点赞。

这家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柔性线路板以
及基材、3D玻璃盖板等，具备柔性屏和异型
屏的批量生产能力，最大可生产110寸触摸
屏，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处于同行业领先
水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电
子信息产业无疑是关键赛道。近年来，邢台
市围绕加快建设制造强市、数字邢台，以集
群化、数字化发展为重点，做大做强光伏太
阳能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型储能、第三代
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延伸产业链
条，引育壮大优势企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高质量发展。

2023 年，邢台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427.4亿元，居全省第三，同比增
长18.2%，增长率居全省第二。

集群式发展，推动光伏产业
引领潮头

“公共交通工具、路灯等公共设施是太
阳能发电的重要应用场景，通过建设太阳能
充电桩、太阳能照明系统等设施，可以为城
市提供绿色、可持
续 的 能 源 供

应。”2月27日，在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晶澳”），一名高级工程师为邢
台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一行讲解。

晶澳去年新建了年产10吉瓦太阳能光
伏组件项目，加快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新
优势。从宁晋县成长起来的晶澳，打造了硅
片、电池、组件、光伏电站的垂直一体化全产
业链，产品销往 165 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
年荣登《财富》中国 500 强和全球新能源企
业500强榜单。

邢台市把光伏产业作为电子信息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培优固本，紧盯行业前沿发展
态势，推动全产业链、集群式发展，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同时，以项目为支撑，不
断推动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促使越来越
多的电子信息上下游企业落地，并以工艺、
装备、产品升级为重点，推动绿色化、智能
化、高端化集群式发展。

光伏发力新能源，致力于太阳光能到电
能的转换，而锂离子储能则是能源方面的另
一片产业发展蓝海。

邢东（河北）锂电科技有限公司12吉瓦
高性能锂离子储能电池项目，是河北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项目。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该
公司致力于锂离子电池、电储能设备等研
发、生产制造与销售，主要产品围绕国家电
网侧独立储能和电源侧共享储能项目建设，
以及家储、商储、工业储能、风光水能发电设
备、国家电网削峰填谷需求。

邢台经济开发区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
聚区，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升级电子

信息企业，打造以光伏、光热、风能
等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初步形成集光伏系列产品、光
热利用产品、风电机组在内
的产业门类。目前，已有 200
多家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聚
集于此，其产品远销多个国
家和地区，形成强劲的发
展势头。

技术为王，17 家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竞相发力

邢台不断加大对电子信息产业企业
培育力度，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

河北奥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超声换能器和压电材料研发与生产
的公司。“2023 年，在压电材料的研发方
面，公司率先在国内突破了大尺寸 PMNT

（铌镁钛酸铅）单晶的产业化量产难题。”
该公司总经理邓吉表示，该单晶晶柱成品
率超过 90%，达到了量产能力，这一突破成
功打破了该材料被美日公司所垄断的现
状，为高端医疗换能器 100%国产化提供了
可能。

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在位于清河县的
河北天达晶阳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由
黑色的碳化硅晶锭切成的薄片，展示在玻璃
罩内，参观者纷纷被其工艺之精而折服。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天达晶
阳公司引进国内领先的碳化硅单晶衬底全
流程生产技术，在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支
持下，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展开紧密合
作。“公司良品率达到了94%，在国内外处于
领先水平。”2月26日，该公司副总经理马敬
军说。

位于内丘县工业园区的河北瑞芯电子
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OLED（有
机发光二极管）材料研究与生产的科技型企
业。目前，该公司年产 29 吨的高性能电子
OLED 发光材料及其中间体项目已开始试
生产，由于掌握材料生产合成的关键技术，
该公司产品寿命比同行业产品提升 15%左
右 ，纯 度 达 到 99.99% ，填 补 了 国 内 高 端
OLED材料空白。

邢台市以创新为引领，大力发展新型
储能、新型显示、现代通信、第三代半导
体、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新高地。2023 年全市 82 家入
统电子信息企业中，有 40 家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11 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电子信息
技术产业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7 家。一批规
模大、创新水平高的电子信息企业正在加
速崛起。

强力支持，让企业“引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

“我们享受税收‘三免两减半’政策，政
府帮助申请新能源专项资金，以投资补贴、
科技创新券、技改资金等形式在科研成果研
发、科研设备奖励、企业技术改造或扩大再
生产等方面给予重点政策支持。”邢东（河
北）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政府强力支持，成为企业发展后盾。河
北奥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仍在租用厂
房，当地政府为了助推企业更好地发展，为
企业建了新的生产基地。该公司将于今年5
月迁入新楼，拥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和生
产厂房。

如何才能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
好”？

“有事说话，无事不扰，这是当地政府对
我们最大的支持。”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表示，公司去年6月
从深圳搬到邢台，邢台高新区管委会为他们
提供了 2万多平方米的无尘车间，前 3年免
租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邢
台积极落实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5”政策措施，制定出台了《邢台市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十四五”发展规划》
等，明确发展目标和任务。河北超威电源有
限公司等11家公司入选2023河北省电子信
息竞争力百强企业榜单。

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董南星
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持续加大政策支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支持引导重点县（市、区）和企业谋划实施一
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项目。

——开展“大走访”服务，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力促项目尽
快投产达效。

——通过加大对光伏产业头部企业的政
策支持力度，严格兑现电子信息产业链系列
支持举措，促进光伏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在优化健全创新平台体系上下足
功夫，该市鼓励引导头部企业与高校院所合
作，共建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A级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制造业创新中心、博士后
工作站，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促进邢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臻）2月26日，临西县阳光大街孟村（辽
河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设招标，临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利用电子
招投标软件系统顺利完成“双盲”评审。这是该县完成的第105宗

“双盲”评标。
从去年 6月开始，临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就开始“双盲”评

标，明确工作举措，强化保障措施。今年，该县由政府投资的建设
项目全部实行“双盲”评审。

该县推动招标、投标、评标、合同签订等事项“一网通办”，全流
程电子化，实现全程留痕可追溯。推行评标专家“盲抽”“盲评”,评
标专家一律从全省统一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在不知晓投标人
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打分，由系统自动汇总得分情况，按程序推荐合
格的中标候选人。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潘志方、马潇宇）“多亏食品产业链党建联
盟的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了市场波动问题。”2月27日，在隆尧
县食品产业政企联谊会上，远东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党建指导员乔
春泽说。

去年以来，隆尧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实施“党建赋能产业链”专
项行动，组建食品产业链党建联盟，通过优化体系架构形成联办机
制，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目前，该县食品产
业链党建联盟已覆盖该县 100余家食品加工企业，帮助企业解难
题 23件。去年以来，引进博士及正高级职称人才 118 人，30余家
企业顺利实现产品工艺升级改造。

隆尧县立足东方食品城和隆尧县食品加工产业优势，以高层
次人才引进为抓手，采取“项目+人才”双引模式，推进人才与产业
双链升级。以“马上就办、特事特办、真抓实干”的要求狠抓干部作
风，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优化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在
隆尧创业发展放心、安心、舒心。深入开展和美乡村专项提升行
动，全力推进东方食品城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和美乡村”和唐尧
文旅水美“和美乡村”两个示范区创建，提高招商吸引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2 月 19 日，清河县举办 2024 年“春
风行动”暨春季人才大型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吸引328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6340个，涉
及羊绒纺织、汽车配件、电商等该县主导产业。招聘会现场人数
2.6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6100余人。另外，线上参与人数57万
余人次，35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在招聘会现场，分门别类设置羊绒企业专区、汽配企业专区、
合金企业专区、耐火材料及其他产业专区。除了现场招聘外，还采
用线上招聘方式，线上直播阵容强大，新华社现场云、百度等各大
平台同时直播。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陆敬森）2月21日，威县举行全县流动党
员培训会，邀请驻京流动党员党委书记徐文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时福茂，围绕在外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等为春节返家的流动
党员授课。

这是威县强化流动党员服务管理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威
县着力推动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坚持组织建设到位、教育
引导到位、关心关爱到位“三个到位”，破解流动党员联系难、管理
难、作用发挥难问题。

组织建设到位。结合流动党员在京务工多的实际，去年 8月
成立威县驻京流动党员党委，下设朝阳区和通州区2个党支部，截
至目前已开展学习、帮扶等活动 9次。该县还计划逐步在其他大
城市建立流动党员党组织，让威县在外流动党员心有归属、学有阵
地、行有遵循。

教育引导到位。各村确定1名党支部成员为流动党员固定联
系人，每周在微信群推送学习强国、威县党建等线上学习资料，每
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流动党员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流动
党员思想动态，每季度向流动党员邮寄学习资料。

关心关爱到位。成立新乡贤服务中心，积极帮助流动党员解
决工作生活问题，定期向流动党员发布家乡动态和招商政策；在重
大节假日，县委牵头邀请流动党员参加观摩会、茶话会等活动，引
导流动党员围绕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建言献策，吸引流动党
员返乡创业。

威县

“三个到位”强化
流动党员服务管理

邢台市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建链、补链、延链、强链，推动集群化发展

培优树新，发力电子信息赛道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通讯员 王 皇

2月 27日，邢台市南和区东三召乡实验小学百余名学生来到
白公素烈士纪念馆，学习先烈事迹，上了新学期具有特殊意义的第
一堂课。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国栋摄

▶1月3日，晶澳
（邢台）太阳能有限公
司智能化车间，自动
排版机在光伏组件生
产线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2 月 26 日，在河北天
达晶阳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展厅内，邢台市、清河县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左二、左
一）调研了解6英寸碳化硅晶
片的制作工艺及应用领域。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摄

一线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