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举办农产品推

介会，活动展出小屯吊瓜、候帐寿桃、大丰屯西瓜等

特色农产品，为辖区种植户提供了特色农产品推介

平台，促进了建立直供直销对接模式，提高种植户经

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任光阳 通讯员 李海波 摄

灵寿：
治理一条河
改变一座城

近年来，灵寿县着力推进松阳河生态修复综

合整治工程建设，通过改造堤岸形态，疏通河道，

景观提升，打造出37.7公顷的松阳河湿地公园和

68.2公顷的松阳河生态走廊，形成以生态涵养、

休闲健身、教育文化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绿色生态

廊道，为县城增添了一条亮丽的滨水线。

77月月2020日拍摄的石家庄市灵寿县松阳河湿地公园景色日拍摄的石家庄市灵寿县松阳河湿地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梁子栋梁子栋 摄摄））
77月月2020日日，，在石家庄市灵寿县松阳河湿地公园里在石家庄市灵寿县松阳河湿地公园里，，

当地群众在进行晨练当地群众在进行晨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张晓峰张晓峰 摄摄））

政策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段维佳）“疫情

危机提高了数字解决方案、工具

和服务的使用，也加速了全球经

济向数字化过渡，使数字经济在

全球经济复苏后产生持久影

响。”在近日播出的《政策面对

面》节目中，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张欣说。

日前，我省出台了《河北省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规 划（2020-

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在大数据、云计算、新型显示、

智能装备等新兴领域实施了一

批标志性项目，在传统制造业

领域大力普及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不断释放数字经济发

展的红利。

《规划》明确了我省发展数

字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实施路径，

提出了发展目标和主要预期指

标。到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

元，两化融合指数达到94，雄安

新区将成为我国信息智能产业

创新中心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引领区。

“统筹规划全省数字经济空

间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

深化数字领域国内外合作，发挥

国家试验区的引领带动作用。”

张欣表示，要大力建设数字经济

产业园区，推动一批传统优势产

业集聚区数字化转型，共同建设

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建设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充分发挥国家

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在智能

城市建设、数字要素流通、体制

机制构建等方面先行先试，打

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领

军城市。

推动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创新发展。依托国家批复

的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

化大数据在环保、交通、健康、旅

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大力实施

“5G+”“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试点示范。

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示范性

强的重点园区。围绕培育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推动一批产业园

区创新发展。围绕传统产业数

字化改造，推动一批重点产业园

区率先转型。

2019年10月11日-13日，

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

办。以会引才、以会聚智、以会

兴业，这场“智慧风暴”将转化

成河北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智

力财富。“我们要紧紧围绕‘创

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主题，深化

国际国内技术交流和成果合

作，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资

源链接，促进成果共享，打造

‘会、展、赛+体验+发布+对接’

六位一体的国家级平台，积极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欣说。

我省出台《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

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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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蔡建刚 王蒙）“我

身患股骨头坏死多年，不能下

地劳动。自从有了光伏扶贫

电站，每月可以固定分红 340

元。去年驻村工作队还帮我

联系做了股骨头手术，现在我

走路不拄拐了，日子越过越舒

心。”保定市涞源县十八盘村

贫困户张记年说，自 2018 年

10月起，通过光伏扶贫项目，

他已经累计获得“阳光收益”

6800元。

7月20日，从国网河北省电

力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

光伏扶贫发电量达3.4亿千瓦

时，累计拨付补贴电费超2亿

元，成为国网河北电力营业区域

内11.6万贫困户稳定的重要收

入来源。

据了解，我省光伏扶贫电站

容量位列全国第一位。2016年

至今，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共完

成42座集中式和1330座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接网，接电容量

138 万千瓦，累计实现发电量

11.86亿千瓦时，结算电费4.3亿

元，转付补贴4.08亿元。

光伏扶贫有着资源丰富、收

益稳定等优势，近年来逐渐成为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的新动力。

以沧州为例，由于部分县市地处

渤海沿线，土地盐碱含量高、土

壤条件差，农作物很难种植，当

地因地制宜，将荒碱土地流转整

合，建设光伏扶贫电站，在盐碱

地上“种太阳”，为贫困户办下一

本本“阳光存折”。

为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国网

河北省电力公司发挥电网企业

技术和专业优势，优先安排光伏

接网工程项目投资、配套电网建

设、并网服务等，近三年累计投

资2.39亿元，新建10千伏及以

上线路405.43千米，安装变压

器1288台，确保光伏扶贫电站

全部顺利并网发电。

邢台市临城县扶贫办主任

宁瑞强对光伏扶贫电站印象深

刻：“近年来，我县共建设集中式

和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4座，屋

顶分布式扶贫光伏635户，在邢

台和临城县供电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为我县光伏扶贫开辟绿色

通道，完善配套设施，提供跟踪

服务，及时拨付资金，全县3292

户贫困户受益。”

“我们主动对接扶贫项目，

开辟绿色通道，积极推进项目进

展，从前期规划、接入直至并网

进行全过程跟踪，优化并网流

程，科学助推光伏扶贫工程及时

有效并网，实现光伏扶贫绿色通

道不误1分钟，全额消纳不舍1

度电，及时结算不拖1分钱。”国

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

刘建华介绍。

此外，多地还在光伏扶贫电

站固定收益的基础上，采用“农

光互补”方式不断扩大扶贫效

果，即利用光伏电站之间的空

地、坑塘种植蔬菜、养殖家禽水

产等，上面发电，下面兼顾农业

生产，一地两用，实现单位面积

土地最大产出，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提供了更多选择。

我省上半年光伏扶贫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
逾11.6万户贫困户持续受益

7月17日中午，从阜平调研归

来的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孟

庆云教授匆匆赶到黄文忠的病房。

此前，孟庆云刚刚完成为期

半个月的调研，就到黑崖沟村找

省能源局驻骆驼湾村工作队员、

黑崖沟村第一书记黄文忠了解

农村党建。6月下旬两人在村

里见过面，约定调研结束后再交

流，但黄文忠却不见了。

这次离开，黄文忠没有跟村

干部说，也没有跟村民讲。

原来，7月1日，趁着参加省

里优秀驻村干部表彰会的机会，

黄文忠参加了单位体检，结果检

测出便潜血浓度为3420ng/ml，

数据是正常值的34倍，这意味

着黄文忠肠部有出血。

这可不是小事情。7月12

日，黄文忠从黑崖沟村返回石家

庄后再次检测，发现肠部出现至

少5个灰白软组织，其中最大的

一个直径超过2.5厘米，诊断结

果为管状腺瘤。

黄文忠本想直接回村，但爱

人不依：你上次在村里发病，随

便应付一下；这次情况这么严

重，你还要不要命？一家人还过

不过？

当机立断，黄文忠请求医生

及早安排手术，想法很简单：早

点回村工作。

虽然住进医院“隐身”了，黄

文忠的脑子可没闲着：黑崖沟村

有了扶贫车间，但还需要提升贫

困户的技能，这才是扔不掉的

“金饭碗”；寻找落地的好项目，

把产品销售出去，产业扶贫的落

点要对接山外的大市场；脱贫后

的发展，乃至实现乡村振兴，都

需要一支“不走的工作队”，这就

需要加强村里的党组织建设。

“这次驻村帮扶，我对农村社

会治理也有不少思考，已经向组织

递交了一份调研报告，进了村，就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黄文忠，这位

社会发展研究方向的博士说。

在黄文忠爱人看来，这次生

病属于难得的休息，不过黄文忠

很快就“跑”回去了。

手术很成功，由于肠道手术

创口被手术专门夹固定，黄文忠

不能动弹。3天后，7月17日一

大早，黄文忠刚打开手机，就连接

好几个电话。

7月17日下午，黄文忠接到

黑崖沟村民张红亮家西红柿大

棚出现虫害的消息，7月18日一

大早，这位闲不下来的第一书记

就出现在张红亮家的菜地里了。

闲不下来的黄书记
□记者 张世豪 胥文燕

本报讯（记者段维佳）日前，由冀中能源集团石煤机公

司自主研发、可替代进口的大功率防爆柴油机单轨吊机车

通过国家安标中心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防爆技术要求，

顺利获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据了解，这款单轨吊机车最大功率为160kW，最大牵

引力280kN，是目前通过国家安标认证的国产最大牵引力

单轨吊机车，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技术性能媲美国外同类

设备，可完全替代进口产品，打破了此种设备长期依赖进口

的局面。

据介绍，该单轨吊机车动力装置排放较低，驱动力和运

载效率较高，制动安全可靠。不仅应用了国际先进的DA控

制技术、智能化控制系统，还可根据坡度、负载要求灵活切换

摩擦式、齿轨式、混合式3种驱动方式，实现双向行驶，满足视

频监控、无线遥控、开机自检、故障诊断等多种智能化功能，

契合了智慧绿色矿山建设发展方向。目前，该单轨吊机车已

获得安徽、山西等多地大型煤炭（矿业）集团的批量订单。

冀中能源生产出国产
最大牵引力单轨吊机车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 通讯员康伟 张强）在新基建政策

的助力下，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全力推动电动汽车充电业

务快速发展，截至7月，累计建成投运107座直流快充充

电站，充电设施834台，年充电量近400万千瓦时。

已建成投运的107座直流快充充电站中，高速服务区有

32座，每座站含4台60千瓦直流快充桩，涵盖京港澳、青银、

石黄、石太、京昆、新元等高速；城区直流快充站有74座，每座

站含8台60千瓦直流快充桩，涵盖石家庄市主城区和各县

（市、区），其中，石家庄市三环之内24座，三环之外50座；石家

庄南位公交专用充电站1座，含10台300千瓦直流充电机。

石家庄建成投运
107 座快充站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通讯员姜慧婕 苗润涛）近日，省

自然资源厅组织多领域专家学者对全省设区市和重点县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了集中技术审查。

审查历时1个多月，共33个市县，包括11个设区市和

定州市、辛集市，以及位于北京周边、雄安新区周边、省会周

边由省政府审批的20个重点县（市），有效指导各地高质量

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促进规划编制从提速到

提质的转变。

为做好此次专家技术审查工作，省自然资源厅研究起

草了审查要点，明确了城市定位和区域协同、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格局、三条控制线划定、城镇体系和村庄布局、中心城

区空间布局形态、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10个方

面的审查内容，作为本次专家技术审查的重要依据。技术

审查会邀请城乡规划、土地资源、产业经济、地质矿产、水文

水资源、林业草原、文化旅游等领域30余名专家学者，按照

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和

冀西北生态涵养区四大分区，以及各市县的资源禀赋、地域

特点和瓶颈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契合地方发展实际和可操

作性强的意见建议。

我省集中审查33个市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上接第一版）

农民无忧：公司管两
头，农户管中间

“鲜食玉米比普通玉米更需要技

术，但我们全程有人指导，种得省

心！”万全区宣平堡乡霍家房村的贫

困户张振金说。

万全鲜食玉米产业从起步至今

已走过20多个年头，逐步摸索出“龙

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各

龙头企业全部推行订单生产，聘用专

业的基地技术员全程指导农户们种

植，种子、肥料、地膜等农资全部统一

调配，病虫害防治、定期管护、收获和

秸秆处理统一组织实施，特别是近年

来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社会化服务，

农民只需要配合技术人员做好玉米

生长期的管理就行。

“大公司有实力，不是无人机喷

药、喷叶面肥，就是大型收割机收割，

节约了劳动力不说，统一的生产标

准、规范的田间管理，直接提升了鲜

食玉米产品品质。”张振金感慨道。

“农户们还有农业种植保险。每

亩玉米地的保险费是24元，经过省

市县分级补贴后，农民只负担20%，

4.8元。”万全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梁仲

和说。

增收有望：农民做笔
记，跟着学科技

“我们每年对合作对象至少进行

两次大规模培训，从种植理论到实际

操作，就想把他们培养成‘科技型农

民’。”张家口禾久集团董事长张占

兵说。

万全区抓住技术培训这个“牛鼻

子”，在鼓励龙头企业对农民进行技

术培训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专家团队的作用，广泛开展

鲜食玉米专门培训，加强技术指导和

服务。他们利用农闲时节和鲜食玉

米生长关键节点，开辟室内和室外两

个课堂对农民进行培训，促使农民从

职业化向专业化转变，把万全鲜食玉

米的优势进一步巩固。

地标产品：电商搭平
台，玉米“唱大戏”

“万全鲜食玉米”地理标志产品

这个金字招牌，还搭上互联网，墙内

开花墙外香。

“我们的鲜食玉米品种太多，还

是成熟期晚的玉米品种更甜一些

……”7月8日，禾久集团电商部售前

客服孙玉敏在电脑上忙着应答。禾

久集团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多个

电商平台都开设了旗舰店，有近20位

员工全年运营。

“对我们来说，电商是不可或

缺的平台，去年销售收入 3.47 亿

元，有 75%来自各类电商渠道，今

年受疫情的影响，电商销售规模进

一步扩大，估计会升到90%。”张占

兵说。

今年以来，在阿里巴巴的推荐

下，位于万全区的张家口天勤农贸有

限公司牵手各大平台知名主播进行

了多次直播带货尝试，销售额屡创新

高。对此，天勤公司运营总监胡宏捷

深有感触：与阿里巴巴合作“数字粮

仓”以来，公司的知名度明显提升，

天勤粒粒净鲜食玉米的销售额大幅

上涨。

阿里巴巴向天勤公司承诺，一年

至少包销1亿元。有了阿里巴巴的

承诺，天勤公司在鲜食玉米种植基地

1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扩大至2万亩，

可进一步带动万全区6000多户农民

增收。

扩量提质：组团来发
展，做强产业链

“万全发展鲜食玉米，不光是有

地理优势，从制种到产供销全产业链

配套发展，区内企业强强联合组团发

展也是做强做大的根本。”万全区农

业农村局农产办李海东说。

万全区在鲜食玉米制种方面，一

直走在全国前列，位于万全区的河北

华穗特用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先后与

中国农科院、上海农科院等多家科研

院所合作，投资上千万元，致力鲜食

玉米品种的研发、生产、推广，到目

前为止通过审定的品种23个，其中

国审品种10个，省审品种18个（同

时国审、省审品种5个），新品种保护

11个，产品远销全国29个省（市）、

自治区。

为做大做强“万全鲜食玉米”这

张黄金名片，推动产业发展，万全区

委、区政府推动成立了鲜食玉米协

会，统筹协调19家种子生产、玉米加

工、产品包装企业组建了禾久集团，

提高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目前，万全鲜食玉米销往北

京、天津等十几个省市，并出口韩

国、美国、日本等十多国家，每年可

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3480万元，同

时带动包装、运输相关产业增收

5400 多万元。“未来，万全区鲜食

玉米种植面积将达到 10万亩。”梁

仲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