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5月
8日上午9时，随着路口施工护栏
的拆除，雄安新区起步区海岳大
街（西段）正式通车，标志着起步
区一二三组团与容城县及容东、
启动区等组团间实现快速互联
互通。

海岳大街（西段）工程东起
白洋淀大道，西至L1路，全长722
米。该条道路为城市主干路，双
向六车道，道路红线宽 44 米，设
计时速60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
路、交通、监控、照明、绿化、管线
工程等。

“该项目位于雄安新区起步
区二三组团北部，是起步区一
二 三 组 团 建 设 时 期 的 连 接 通
道。”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起
步 区 项 目 部 业 务 经 理 韩 东 介
绍，海岳大街（西段）与 L1 路、白
洋淀大道等现状道路连接，对
于缓解白洋淀大道交通压力起
到重要作用。同时，根据雄安
新区道路施工实践及提升改造
经验，在施工过程中，扩大了海
岳大街与白洋淀大道交叉口转

弯半径，同时采取二次过街岛
后退、设置公交港湾等方式，提
升交叉路口的通行效率及环境
品质。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新区交通路网建设也在同
步快速推进，拓展着城市发展
空间。“海岳大街与白洋淀大道
交叉口是雄安新区重要的门户
节点。打通这一节点，能够引
导 和 分 流 周 边 主 干 道 的 交 通
流，对于改善区域交通循环起
到重要作用。”雄安新区建设和
交通管理局综合交通组组长张
志学说。

除了一路畅行，街头转角
遇见“绿”，同样能给出行者带
来“小确幸”。记者注意到，海
岳大街与白洋淀大道交叉路口
西北侧、西南侧新建了两个街
角游园。园中绿树掩映，花草
繁 盛 ， 曲 折 小 径 与 人 行 道 相
连。韩东介绍，这两个街角游
园总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园内
设置的园路与市政道路人行道
连通是为了营造舒适宜人的慢
行 空 间 ， 为 行 人 打 造 环 境 优
美 、 悠 闲 舒 适 的 出 行 及 生 活
节点。

雄安新区路网建设快速推进

起步区海岳大街（西段）通车

聚焦雄安新区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在河北，一定有更大作为！”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民企老总话发展
1月13日，同福爆品仓（正定）落地运

营，当日销售额破百万元；4月13日，同福
爆品仓（故城）开业，当日营业收入超 80
万元；5月1日，同福爆品仓在邯郸大名和
河南孟州开业运营……

“当前，同福爆品仓正在全国快速复
制落地，目前已落地了 30 余家类似的大
型仓储式折扣仓。”5月 7日，接受记者专
访时，同福集团总裁刘辉说，今年 6 月底
将开仓100个，年底将达到1000个。

“我们从省外回石家庄发展的蓝图
‘同福共享’模式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在刘辉看来，集团总部回迁一年多的飞
速发展，离不开石家庄乃至河北一流营
商环境的助力。

同福集团创始人刘山国，是土生土长
的石家庄人。十多年前，他带领团队远赴
安徽芜湖，二次创业，逐渐把企业发展成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十多年
后，飞雁归巢，同福回迁，无疑是石家庄乃

至河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标志性事件。
2022 年 3 月 11 日，石家庄市委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服务支持同福集团发展
政策措施。“市委专门就同福集团召开专
题会议，这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很罕见，让
我们更加坚定了同福集团总部回迁石家
庄的信心和决心。”更让刘辉感动的是，
腾空3万多平方米的办公区，石家庄只用
了两天时间；证照办理走“绿色通道”，仅
用半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从市委开会研究到企业注册落地，
在短短20天之内完成。2022年8月1日，
同福集团总部在石家庄正定新区揭牌。

“最初总部落户时，企业急需土地、
资金等要素资源，政府想方设法预留了
1500 亩土地，省市支持同福集团专项资
金 1000 多万元。”刘辉说，去年他们启动
同福共享科技平台战略，相关部门拨付
供应链专项支持 1600 多万元，主要支持
仓储和物流、同福中央厨房的建设和体
系搭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需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
石家庄将省市县相关支持政策汇编

成册，足足一尺多厚，并派专人挑选出适
用同福集团的政策，让企业“免申即享”，
多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同福集团曾要申报一个重要项目，
初次申报经验不足，时间又紧，工作人员
就进驻企业，同他们一起填写申报书，每
天加班到第二天凌晨2时。

设立现代食品专项基金没有参考，
省市县相关人员主动学习研究，促进吾
同同福基金成功设立。这是石家庄市第
一支现代食品专项基金。

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同福
集团投资 251 亿元，在正定、栾城、定兴、
魏县、玉田建设5个乡村振兴示范园和大
健康食品城项目。

园区还未建好，就有上下游企业报
名入驻，以商招商效果显现。刘辉告诉
记者，产业链中不少南方中小企业想拓
展北方市场，但投资太大，只能望而却
步。同福集团投资建设产业园，除了自
用，还吸引了这类企业入驻。这些企业
在为同福集团配套的同时，还扩大规模，
推动了产业园的发展壮大。

2023年，同福集团基于产业基础，投
资20亿元，打造同福共享科技平台，以互
联网思维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上
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最终
实现“让经销商大发展、让终端店多赚
钱、让消费者更满意、让厂商快增长”的
大共享目标。

为此，同福集团组建了一支300余名
高级技术人员参与的研发团队。在引进
互联网人才上，刘辉颇有感触。在他看
来，引进人才并不是单一地出台政策就
能生效，而是需要城市的综合素质。

“这两年，我们看到了石家庄的巨
变。”刘辉注意到，石家庄城市建设加速推
进，人居环境日益优化，这座城市更时尚、
更有活力了，正在吸引着各类人才聚集。

数据显示，目前同福共享科技平台
已实现开城1000多个，拥有2万余家供货
商、100 多万家终端网点，营业收入及平
台商品交易总额已突破400亿元。

“我们正在筹备 2025 年上市。在河
北，一定有更大作为！”刘辉目光坚定，眼
里有光。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
——中塞铁杆友谊的河钢塞钢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吴艳荣 贡宪云

友谊之河，静水流深。一份牵挂，记在心上。
“斯梅戴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是中塞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两国互利合
作的成功典范。”2024年4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复信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籍职工，
为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使钢厂发展日新月异，为中
塞铁杆友谊续写新篇“点赞”。

春日暖阳下的多瑙河畔，南欧紫荆花摇曳风
中，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钢厂生机盎然。“塞尔维
亚的骄傲”又回来了！

这座百年钢厂，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
企业，鼎盛时期为斯梅戴雷沃市贡献了40%的财
政收入，却因长期亏损陷入濒临倒闭的境地。

转机始于 8年前。2016年 4月，中国河钢集
团收购这家钢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

（以下简称“河钢塞钢”）成立。
两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言必信、行必果。我们承诺的事情，包括引进

先进技术、开拓更广阔市场、保障当地就业、惠及广
大民生，一定要做到。”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

对未来的许诺，可以用走过的过往去丈量。
8 年时间，河钢塞钢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

本地化、文化本地化，把濒临倒闭的企业建成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让“百年钢
厂新生记”传为佳话。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的同
时连结起深厚的中塞铁杆友谊，成为“一带一路”
上的幸福回响。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8 年前，习近平主席
访问塞尔维亚前在当地媒体刊发的署名文章中
引用过这句塞尔维亚俗语。

2024年春天，记者来到位于多瑙河畔斯梅戴
雷沃市的河钢塞钢，探寻这座钢厂“春发其华，秋
收其实”的历程，还有那些关于友谊的温暖故事。

信 心
“一定要和中国朋友一起把钢厂

建设得更好”

65岁生日、退休日子，对河钢塞钢老职工德
拉古廷·拉伊科维奇来说，4月24日这一天，注定
特别而难忘。

当地时间9时许，一场告别会在河钢塞钢炼
钢车间旁的会议室举行。

不大的会议室里来了二十多人，德拉古廷跟
大家一一拥抱。

河钢塞钢总经理常金宝向德拉古廷赠送了
一个内画鼻烟壶，精美玻璃瓶的内壁里画了两只
栩栩如生的大熊猫。

德拉古廷开心地收下了礼物。回忆起在钢
厂 40 多年的工作经历，他深有感触：“是河钢挽
救了钢厂。”

德拉古廷历经钢厂的多次沉浮。一家外
国公司一度接手钢厂，由于无法扭转局面，数
年后又将钢厂以一美元价格回售给塞尔维亚
政府。河钢集团收购前，钢厂大量设备停产失
修，实际生产能力不足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
工资一降再降，200 多名技术骨干离开企业另
谋出路。

当时的德拉古廷在耐火材料部担任管理员，
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最长的一次钢厂停
产了 8 个月，每周只上两天班，收入微薄到可以
忽略不计。”

钢厂五千多名职工，都在担忧家庭的现在和
未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河钢接手斯梅戴雷沃钢厂后，首先承诺：“钢

厂原有职工一个不能少！”
在劳动合同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许多人

双手颤抖，喜极而泣。
启动 2 号炼铁高炉，炼钢、轧钢产线全线恢

复。机器的轰鸣，冲散了钢厂上空的愁云。
“河钢来了，所有焦虑和不安都消失了。”德

拉古廷回忆说，仅仅过了半年，钢厂就扭亏为盈，
人人脸上挂着涨薪后的喜悦。

“感谢中国朋友，他们结束了钢厂亏损的状
态，让我们不再担心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给

了我们信心。”德拉古廷说。
百年钢厂走过寒冬，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
2016年以来，河钢塞钢累计实现出口创汇约

47.7亿欧元，连续多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
企业。2023 年，钢厂为当地贡献产值 7.95 亿欧
元，占塞尔维亚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5%。

“我退休了，钢厂的未来靠你们了，一定要和
中国朋友一起把钢厂建设得更好。”德拉古廷言
毕，工友们纷纷起立鼓掌，掌声回荡许久。

“中国人就像及时雨，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
运。”在河钢塞钢担任汉语翻译的白丽娜，对德拉
古廷的经历感同身受。

白丽娜是白俄罗斯人，多年前嫁给了在钢厂
上班的塞尔维亚小伙涅波伊沙。河钢集团收购
前，夫妻二人均在钢厂上班，因为钢厂连年亏损，
收入难以保障，涅波伊沙被迫到塞尔维亚另一个
城市打工。

河钢到来后，大学选修汉语的白丽娜找到了
施展才干的机会。第二年，涅波伊沙也返回了
钢厂。

看到中国的记者来了，河钢塞钢废钢与二
级 原 料 采 购 部 部 长 米 奇 热 情 地 邀 请 去 他 家
做客。

米奇的家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
10公里处，是一座极具欧洲风情的二层小楼，门
口停着前不久他新买的汽车，院子里遍地绿草鲜
花，屋内电器一应俱全。

米奇的建房过程一波三折，前后用了13年。
房子2004年开始动工，因为钢厂连年亏损，

收入大降，建建停停，直到 2016年 4月份也没建
好。河钢来了，职工的收入增加，银行愿意给办
房贷了，这才有了这个新家。

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斯梅戴雷沃市十万
多人口，平均每 5人就有 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

与河钢塞钢相关；全市失业率由 8年前的 18%降
至目前的6%。

信 任
“中国人为我们的长远未来考虑，

是可靠朋友”

走进钢厂大门，穿着橘红色工装的塞方职
工，会主动微笑着与我们打招呼，有的还用生疏
的汉语说：“你好！”

河钢塞钢副总经理王连玺带着我们参观了
整个钢厂。

斯梅戴雷沃钢厂始建于 1913 年，很多设备
建于上世纪70年代。

在外墙斑驳的一排排灰色厂房里，一抹亮色
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个银灰色高大的圆柱形
建筑，外观宛如巨型储罐。

“这是新建的高炉煤气柜，最高储量 8 万立
方米。”王连玺介绍，这个设备可将高炉冶炼产生
的煤气临时存储起来，根据实际需求，通过管道
分别传输到新烧结厂和热轧加热炉。

高炉煤气柜、新烧结厂和热轧加热炉，是钢
厂新添的“三大件”，也是河钢塞钢下大气力进行
的能源和环境保护综合改造工程。

过去，钢厂炼铁高炉产出的大量煤气被白白
排放掉了，烧结厂和热轧加热炉需要购买天然气
作为燃料。通过实施这项工程，不仅节省了购买
天然气的成本，还能降低能耗水平。

河钢塞钢执行董事宋嗣海说，8年来他带着
中方管理团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陷入困
境的钢厂救活了，另一件则是推动其走向可持续
发展，为斯梅戴雷沃这座城市带来更多蓝天白云。

2019年7月2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
参加了新烧结厂开工仪式。武契奇说：“这次改造
对于斯梅戴雷沃市和周边村镇居民意义重大，更重
要的是我们希望在斯梅戴雷沃出生的孩子可以呼
吸到新鲜空气，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有所保障。”

创新之路就好像多瑙河，时而坦荡笔直，时
而弯弯曲曲。

“三大件”虽是在中国国内相对成熟的技术，
可在当地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拿热轧加热炉来说，这是塞尔维亚第一座使

用高炉煤气的蓄热式智能加热炉。可是，高炉煤
气热值只有天然气的八分之一，输出温度达不到
加热炉要求，影响热轧钢卷品质。

怎么办？
有困难一起扛。宋嗣海带着中方和塞方的

技术团队，与河钢集团来的专家一起探讨设备布
局和工艺优化。最终，创新采用双蓄热技术，满
足了加热炉的生产需求。

2022年，“三大件”陆续建成投用。
2023年3月，他们捧回了全球大奖——由欧

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颁发的“绿色议程”
奖励证书。

这是河钢塞钢新的骄傲！
2022年投产的“三大件”通过改造现有设施

和建设新设施，减少了能源和附加材料消耗，有
效提升了环保水平。2023年，钢厂区域空气中可
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比欧盟标准还低。

河钢塞钢环保部部长卢比卡·德雷克告诉我
们，曾经因钢厂环保问题，她到周边村庄参加文
化活动，村民会嘘她。现在不一样了，村民会给
予她欢迎的掌声，并请她转达谢意：“中国人为我
们的长远未来考虑，是可靠朋友。”

同 行
“我们是铁杆朋友，是一家人”

河钢塞钢的五千多名职工中，生产经营环节
就占了四千多人。对生产工艺、技术的任何改
进，只有得到塞方各部门管理人员、员工们的理
解支持，才能顺畅地进行。

有了不同意见，怎么解决？
“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沟通解决。”宋嗣

海说。
中方管理团队到任不久，发现钢厂高炉炼

铁、转炉炼钢产生的大量废渣、除尘灰堆成了山，
一问才知道，这些都被当成废弃物，正等着花钱
处理。

“废渣、除尘灰里面含铁，应回收利用，替代
部分矿粉。”河钢塞钢生产、采购总监魏东明在开
生产协调会时提出要“变废为宝”，但塞方管理人
员十分不解，认为这样做会影响产品质量，连连
摇头。

思想工作一时难以做通，就索性放下争论。
魏东明按照国内的成熟做法，先在纸上计算

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
成成品，最后运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事实证明，适量添加“废弃物”，产品质量没受影
响，吨钢成本却降低了。这样一来，塞方管理人
员心服口服。

这项中国国内钢铁企业成熟的生产工艺，得
以顺利“嫁接”到了河钢塞钢。

“谢谢！”我们在采访斯梅戴雷沃市前市长亚
斯娜·阿夫拉莫维奇时，她多次由衷地用汉语说
出这两个字。

“中国的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是所有斯梅戴雷
沃人的朋友。”亚斯娜说，河钢塞钢不仅救活了钢
厂，还经常帮助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

2018年的一天，钢厂附近的一条小河发生了
洪水倒灌，亚斯娜急忙打电话向河钢塞钢求助。
居民们很快就看到了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在他们
的房前屋后，排查问题，安排施工，两个小时后，
问题得以解决。当地居民纷纷打电话给亚斯娜，
请她转达对河钢塞钢的感谢。

“我们和河钢塞钢中方管理团队一起在城里
组织文化活动，一起组织斯梅戴雷沃的秋季展
会，一起为这座城市的美好而工作……我们是铁
杆朋友，是一家人。”亚斯娜说。

4月28日，全程跑完第37届贝尔格莱德马拉
松，河钢塞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苏山请同事们在他
穿的“友谊战甲”上签名，他要永久珍藏这件赛服。

这是办公室 8 位塞方同事为他特制的一件
白色纯棉T恤，上面印着办公室所有人的合影照
片，还有两国的国旗。

塞方同事对苏山说：“看，我们的‘钢铁友谊’
就像这马拉松一样长。”

一路同行，有风雨之艰、有路途之远，亦有同
心之合力、步履之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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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河钢塞钢厂区。

▶4月24日，河钢塞钢总经理常金宝（右一）、

副总经理王连玺（左一）参加德拉古廷·拉伊科维

奇的退休仪式。

（均为本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