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骅供电：
压降成本 质效双升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

王朝峰）今年以来，国网黄骅市

供电公司将带电作业放在配网

检修的重要位置。截至12月

11日，累计完成配网带电作业

575次，减少停电57026时户，

增供电量70.23万千瓦时，在提

升客户满意度的同时，有效缩

短了停电时间，减少电量损失，

降低设备运维成本。

提质增效工作开展以来，

该公司及时分析梳理设备各

项基础资料，为项目立项提供

数据支撑；及时对退运物资发

起线上流程，完成报废物资处

理；对拆旧物资进行循环再利

用，最大化利用设备的有效寿

命；加强设备的状态监测，提

高设备安全水平和运行效率；

严格执行计划停电“预算式”

管理，切实挖潜降耗、助力提

质增效。

任丘供电：
电力扶贫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李东明 王钜盾）日前，记者从沧

州黄骅港获悉，截至11月底，黄骅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7718.2万吨，同比增长5.52%，增速持续上涨；其中，集装箱吞

吐量累计完成64.74万标箱，同比增长24.71%，增速位居全省

三大港口之首；外贸吞吐量累计完成6259.78万吨，同比增长

32.12%；矿石累计完成6185.71万吨，同比增长27.34%；原油

累计完成555.06万吨，同比增长19.8%。

今年以来，黄骅港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4

月27日，首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装船作业试验成功，填补了

世界散货港口智能装船领域的技术空白。在今年中国港口

协会科学技术奖中斩获4个大奖，成为国内首家同时获得创

新团队一等奖及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港口企业。截至目前，公

司装船进度已实现超全年任务464.1万吨。新开通黄骅港至

印度冈加哈帕纳姆港的化肥外贸航线，每个月三艘次15万

多吨的化肥从这里出口；河钢物流黄骅港公司全力打造环渤

海港口群最大的小品种矿现货市场，与16个国家和地区的

27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今年1-10月份，累计外贸铁矿石

过港559万吨；外贸铝矾土过港386万吨；PMC、印粉等小品

种矿最高月过港84.5万吨；外贸兰炭成为稳定的批量出口型

外贸货种。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

董伟峰）入冬以来，国网任丘市

供电公司及时开展电力扶贫送

温暖行动，确保对口扶贫户温

暖过冬。

结合公司保供保暖保民生

工作，扶贫队员们在前期冬季

安全用电隐患排查的基础上，

对贫困户安全用电隐患进行再

细致排查，结合安全用电宣传，

保障用电安全。截至目前，任

丘公司扶贫小组已对全部对口

扶贫对象家中用电线路进行了

全面排查，全力保障贫困户放

心用电、安心度冬。

“““““““““““““““““““““““““““““““
本报讯（记者代晴）今年以

来，沧州市以“三创四建”活动为

工作统领和有力抓手，坚持把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摆在突出位

置，大力实施质量强市、标准化、

知识产权三大战略，坚定不移推

动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该市大力推进质量强市

战略，深入开展十大质量提升

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工作考核

问效。近年来，先后推动 90

家企业成功导入卓越绩效管

理模式，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提

名奖两项。修订了《沧州市政

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拓宽了

奖励范围和奖励数量。持续

开展高质量发展标杆大讲堂、

专题培训、对标学习等活动，

形成标杆引领、对标对表、流

动诊断、集中会诊、点对点帮

扶的质量管理提升体系。依

托深圳大学等高校建立了百

名质量专家服务团队，为870

家企业提供了重点帮扶。

多年来，沧州开展了质量

开放日、计量服务中小企业

行、质量专家企业行等100多

项活动。以河间、任丘电线电

缆等6类区域性产品为重点，

开展质量治理提升，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先后完成了国家

毛皮质检中心资质认证，及总

投资 632.54 万元的质量综合

管理平台项目的造价编制、立

项、项目评审等工作。

通过高标准引路、精细化

帮扶、针对性培育，做好质量

“领跑者”，当好行业“示范

员”，担好团体“带头人”。这

是沧州市大力实施标准化战

略，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的核心所在。该市积极推进

全国“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

提升专项行动”试点城市建

设，117家企业完成对标结果

声明204项，发布对标方案33

项，在全国167个试点城市中

排名 34 位；2 个国家级、3 个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获

批立项并启动建设，3家首批

省级企业标准化、1个省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通过验

收；企事业单位主持或参与制

修订国标、行标11项，完成采

标认可、获得采标标志各 14

项；制定团体标准 3 项；批准

发布市级地方标准 12 项；为

87个标准化项目申请市财政

资助343万元。

同时，沧州市进一步深化

知识产权战略，为营商环境开

拓“新沃土”。今年以来，该市

申请商标17969件，注册商标

10589件，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68399 件，分别较上年增长

20%以上。4个产品荣获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专

利 8845 件 ，授 权 专 利 7577

件，分别较上年增长 27%、

96%；有效发明专利1324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76件，

分别较上年增长 19%、20%，

增幅位于全省前列。获批创

建省知识产权试点县（区）2

个，创建服务品牌培育机构2

家，培育知识产权专业市场1

个，设立中国知识产权远程教

育沧州分站，设立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平台1家，五类项目分

别填补了该市空白。36家企

业获评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列全省第二。

今年以来，沧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通过政府引导、部门

协同、企业联动，促进了以首

席质量官为核心的企业质量

文化建设和创新，有效强化了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和“质量

强企”理念。目前，已指导150

家企业设立了首席质量官。

疫情期间，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积极引导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主动为企业抗疫技术的专

利分析、知识产权申请和转化

运用提供全流程服务。截至目

前，共代理与疫情相关的专利

申请31件。建立金融机构与

企业对接机制，鼓励金融机构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

目前，企业已通过知识产权质

押获得贷款23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郭玉培）日前，2020年度沧州市“博爱助

医”大病医疗救助金集中发放，全市677名困难家庭大病患

者共获得277.4万元救助金，每人最高救助金额1万元。

“博爱助医”救助对象为该市户籍，患先天性心脏病、白血

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恶性肿瘤、严重先天性躯体

及肢体运动障碍矫形、重症肝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终末期肾

病、严重烧伤、重度精神病和进行器官移植、罕见疾病等13类

重大疾病，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患者：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供养家庭或建档立卡贫困户，患罕见疾病，个人全年负担住院

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含）；其他困难家庭、个人全年负担住院

医疗费用超过5万元（含）。

困难大病患者通过所属乡镇街道红十字会申报大病救

助，市县两级红十字会分别对申请人相关资料进行审查核实，

最后确定救助名单和救助金额。救助标准为白血病患者每人

1万元，终末期肾病和严重烧伤患者每人5000元，其他重大疾

病患者一次性救助3000元。如当年募集救助资金不足，则按

比例进行适当调整，救助金全部来源于今年“博爱一日捐”活

动募集资金。据悉，沧州市红十字会自2008年开展大病医疗

救助活动以来，累计救助城乡特困大病患者8982人，发放救

助款3160余万元。

时下，正是传

统手工制鼓生产

和销售旺季。泊

头市齐桥镇东毛

三庄村的手工制

鼓艺人在赶制生

产，以供应市场需

求。据悉，当地传

统手工制鼓工艺

源于清朝，整个制

作过程包括选木、

锯板、烘干、刨腔、

蒙面、踩鼓等 40

多道工序。当地

手工艺人一直遵

循古法制鼓工艺，

制作的大鼓颇受

欢迎。

苑立伟 摄

本报讯（记者吴浩 通讯员李乾铭）12月16日上午，国家

汽车农用车配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北）沧州经济开

发区事业发展中心、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经

济开发区质量发展技术服务中心签约和揭牌仪式在沧州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成功举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紧紧围绕沧州经济开发区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重点为企业在产品认证、标准宣贯、品牌建设、政府

质量奖、卓越绩效、产品质量分析、质量管理提升等方面提供

服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区乃至沧州市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智能网联产业等重点产

业快速发展，为实现千亿元产值园区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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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

近日，“印象吴桥”吴桥杂技名人印展暨吴桥古今名人

肖像印艺术展在该县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举办。由吴桥

篆刻界老中青印人所创作的120件艺术作品充分展示了吴

桥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 代晴 刘耐岗 摄

本报讯（记者段永亮 通

讯员田博 彭飞）“服务热线不

但帮助我解决了问题，还没有

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日

前，沧县杜生镇北邢村村民贾

林林因为被后邻塑料厂的噪

音吵得寝食难安，自己解决又

怕影响邻里关系，便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拨通了8912345政

务服务热线。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反复到

现场勘察后，考虑到塑料厂有噪

音但不超标，征求双方意见后，

帮助塑料厂以最小的代价消除

了噪音源，双方都很满意。副镇

长张洪波说：“接到热线中心的

派单后，我们经过反复论证调

解，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仅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

解决了诉求人的实际困难，还没

有影响邻里关系。”

在沧县政务热线中心工

作人员眼中，群众利益无小

事，提升政府部门服务质量，

帮助群众解决急难盼愿是政

务热线设立的初衷和宗旨。

该县89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负责人赵金亮表示：“近日，我

们接到数十起群众因故不能

取暖的工单。冬季取暖是关

系民生的大事，热线管理中心

立即启动了一级预警，上报县

委书记启动督办，同时要求相

关部门在六小时之内必须办

结，确保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为了办好这条心系群众

的热线，沧县把“严细深实

快”作风建设引入热线督办，

各部门各乡镇村形成一盘棋，

一条热线牵动所有政务的主

干和末梢，各部门协调联动齐

抓共管，从接听开始，群众的

诉求在热线的各环节都会得

到回复和解决。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康玉

强说：“我们设立8912345热

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听民

生、解民困、疏民意，搭建起

连接政府和群众的纽带和桥

梁。自热线开通以来，共受理

群众诉求4000多件，群众满

意率达到 98%以上，下一步

我们将着力在督办解决问题

上下功夫，让群众更满意。”

沧县以党建引领创新服

务群众方式，设立县级政务服

务热线，用一条热线系民心、

解民难，解决群众的困难问

题，架起了党和政府贴近群

众、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为让更多青少年参加足球训练，营造园区浓厚的足球氛

围，日前，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青少年足球训练营

与前中超北京人和足球队助理教练东野滨阳签约。东野滨

阳成长于青少年足球，在中国顶级的足球联赛中得到过历

练，现又回归于青少年足球。 董辉 董青 刘晓天 摄

今年以来，沧州市以“三创四建”活动为工作
统领和有力抓手，坚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摆
在突出位置，大力实施质量强市、标准化、知识产
权三大战略，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让更多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

黄骅港多项指标
实现“两位数”增长

沧县:一条热线架起政府群众连心桥

□记者 董肖飞 通讯员 高箐 李冠达

沧州红十字会今年发放
大病救助金277.4万元

沧州两“中心”
举办签约揭牌仪式

黄骅市旧城镇大马闸口

村有家服装厂，多年来凭借优

良品质，不仅产品远销海外，还

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这就

是该村村民姜星武创办的兴凯

服装有限公司。

从玩具厂到服装厂
紧跟时代步伐

2008年 8月 8日，位于大

马闸口村西南处的黄骅市兴凯

服装有限公司成立了。

这之前，姜星武一直从事

毛绒玩具生产，转行做服装也

承受了很大压力。“当时打版样

都靠手画，稍不注意就会不规

范，剪裁时还会造成人工误

差。此外，人工画版样特别浪

费材料，剩下的边角料特别

多。”由于手工操作的种种缺陷

及服装设计师的缺乏，姜星武

决定尝试用软件进行服装设

计、打版样等操作。

“我跑遍了黄骅，咨询服装

设计相关软件，最后才在网上

找到了合适的软件。”用了近半

年时间，当时已经52岁的姜星

武终于学会了熟练使用服装制

作软件。现在，他通过电脑软

件操作进行画皮、打版、扫描、

切割等服装制作流程，不仅提

高了布料的最大利用率，还能

节省至少一半时间。

家门口就业
挣钱顾家两不误

目前厂里的40多名工人都

来自大马闸口村及周边的村庄。

“我每天都是送孩子上学

后，再骑电动车来上班，特别

方便。”员工王桂萍是服装厂

的老员工，已经干了近25年，

经历了从玩具厂到服装厂的变

迁。王桂萍在厂里负责包缝机

工作，她说很喜欢这份工作，

凭借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

让自己从家庭妇女变成了“工

薪族”。

厂里像王桂萍这样的老员

工很多，她们最多的已经在这

里干了30多年。“过年过节，我

们都会给员工发米、面、油等福

利，每周休息一天。此外，每年

我们还会组织员工去北京、北

戴河等地旅游。”姜星武笑着

说，“员工福利到位，才能让大

伙干得安心、干得开心。”

据了解，很多员工在来服

装厂前，都没有固定工作。“服

装厂不仅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提供了方便，还对企业带动村

民就业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村妇联主任郭海平说。

以质量取胜
走向更广天地

“这批服装订单共1万多

件，在样式、材质等方面都给出

了详细要求……”姜星武边查

看刚收到的订单边说，这个订

单是他的美国老客户发来的。

谈起厨师服出口美国的经

历，姜星武说，这个美国客户是

自己以前一位玩具客户的弟

弟。凭借玩具产品的优良品质

以及他的诚信为人，姜星武很

受客户信赖。得知他转行做厨

师服等服装生产后，老客户便

将业务对接给了在美国从事

厨师服销售的弟弟。

服装厂成立13年来，他们

生产的厨师服没有一次因为质

量或其他问题，导致订单不达

标。也正是在这13年中，姜星

武凭借服装厂严格的质量管

理，赢得了海外出口的固定订

单，也在国内服装制作方面获

得了良好口碑，附近的很多服

装企业闻讯而来，主动找姜星

武开展厨师服、工服、校服等服

装定制合作。

“做好中国制造，保证服装

质量，让生产的厨师服能够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这是姜星武

创业以来不变的信念。

沧州实施“三大战略”助推经济发展

——记姜星武和他的黄骅市兴凯服装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