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22022..66..2929
河北经济日报 时政·经济 责任编辑：冯立新 视觉编辑：赵晨暄

6月25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镇表灵村的盛辉

种植专业合作社“世外桃源·蟠桃采摘园”开园。该合

作社共种植蟠桃树520亩，今年预计产量50万公斤，带

动农民增收150万元。近年来，藁城区不断调整种植

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市级以上农业观光采摘园从

十几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发展面积 5 万多亩，涉及

杏、梨、葡萄等果蔬十几种。 绳悦 刘玉强 摄

本报讯（记者张艺萌 吴玉秒）6月28日上午，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情况”新闻

发布会获悉，目前，河北已实现全省防火重点市和县（市、

区）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全覆盖。

2021年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森林草原消

防专业队伍建设方案》，按照“省建总队、市建支队、县建大

队”的总体思路，在全省组建素质过硬、装备到位、保障有力

的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作为应对和处置森林草原火灾

的主要力量。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

业队伍101支7900余人。

春防期间，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出动

装备车辆165辆，做到指挥、力量、装备“三靠前”，协助当地

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火源管控、宣传教育和火情早期处置等

工作，共组织开展实战化训练236场次，协助防火宣传1.7

万余人次，携装巡逻30余万公里。

按照队伍建设方案要求，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还兼

顾洪涝、地质灾害和事故灾难救援等任务。春防末期，省森

林草原消防总队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汛期战备值守工作

的通知》，指导全省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认真落实职

责任务，积极谋划防汛备汛工作，科学制定训练计划，组织

开展防汛救援训练和应急演练，巩固提高专业队伍防汛应

急救援水平。

河北防火重点地区实现森林
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通讯员任树春）记者从河北省水

利厅获悉，截至6月27日8时，河北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

量为30.13亿立方米，比6月1日少蓄水3.69亿立方米，比

去年同期多蓄水6.91亿立方米。平原洼淀（白洋淀、衡水

湖、大浪淀）蓄水4.84亿立方米，比6月1日少蓄水0.74亿

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蓄水0.59亿立方米。

6月26日，河北省大部降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为11.1

毫米。较大雨量点有：孟村回族自治县肖庄子122.4毫米，

沧县东关114.6毫米，灵寿县五岳寨110.5毫米。

受降雨影响，6月26日至27日8时，河北省河流共计

出现3站次小幅涨水过程。子牙河水系留垒河西关水文站

（鸡泽县）6月26日21时40分达31.0立方米/秒，牛尾河大

吴庄水文站（邢台）6月27日5时15分达2.92 立方米/秒，

永定河水系清水河张家口水文站6月27日 1时55分达

5.90立方米/秒。

河北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
比去年同期多6.91亿立方米

6月26日，2022年中国·廊坊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简称廊洽会）开幕，重点围

绕区域合作、产业对接、创新发展、国际交

流、招商推介5大板块举办46项专场活动。

廊洽会上，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成

功签约，涉及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先进装

备制造等行业领域，为河北提升产业优

势，打造发展新高地补短板、增后劲。

“聪明经济”方兴未艾

6月26日，在本届廊洽会开幕式上，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计算产品线总裁

邓泰华介绍，2022年是华为公司与河北

战略合作再升级的一年，河北人工智能

计算中心已正式落户廊坊并将于今年第

三季度上线运行，带动河北乃至京津冀

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浪潮扑面而来，河北正积极

布局。廊坊市已拥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企业121家，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435亿元。在廊洽会河北省重点产业展

上，廊坊线上展出了新型显示、通讯终端

设备、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重点展示

企业包括华为、润泽、京东方等龙头企业。

为黄河小浪底、三峡大坝等国家重点

工程作出贡献的长征汽车亮相邢台重点

产业展。长征汽车将5G、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充分融合运用到制

造生产的各个环节，未来将建成面积125

万平方米、年产能5万台新能源商用车产

业园，打造数字化绿色智能标杆。

张家口市今年成为京津冀地区唯一

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形成怀来大数据

产业基地、张北云计算基地等多个核心

产业园区，已有13个数据中心、103万台

服务器投入运营，12个数据中心正在加

快建设。

河北鹿泉开发区形成了集成电路、

现代通讯、汽车电子三大特色产业链，聚

集海康威视、华为、中华通信等720家电

子信息类企业，构建了完备的电子信息

产业链，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连续四年全

省第一。

协同发展效应迸发

本届廊洽会区域合作板块聚焦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境内地区合作，共安排了

第五届中国国际临空经济发展高端会

议、雄安新区展等7项活动。

6月26日，河北省廊坊市、北京市大

兴区共同举办了第五届中国国际临空经

济发展高端会议。与会专家认为，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发展新动力源的

重要支撑，将随着航空业恢复活力，带动

廊坊临空经济区迎来发展黄金时期。在

这次会议上，全球唯一的穿刺输液机器

人——伏羲九针智能输液机器人正式

发布，该项目已签约入驻廊坊临空经济

区，投产后将对北京范围内医疗器械相

关企业起到极强的示范效应。

在廊坊市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

心举办的“2022京津冀汽车产业链对接

活动”，旨在谋划建设京津冀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梳理三地汽

车产业链优势短板，多维度导入省外优

质产业资源，围绕整车企业形成区域产

业配套“竹林效应”，推动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路径向共谋产业链布局转变。

新动能加速汇聚

河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

月，河北发展新动能加速壮大。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增加值增长

18.9%，医药制造业增长14.9%，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2.3%。信息智能

产业、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实现两位数增

长，分别增长20.6%、15.1%。

在廊洽会开幕式上，商务部部长助

理郭婷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河北省积

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布局

优化，以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制造为代表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正在

兴起，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形成。

商务部将一如既往支持河北各项工作，

助力河北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期待与更多客户和合作者，

一起推进河北省的绿色低碳发展。”法

国施耐德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菲利普

兰巴赫通过视频表示。

今年年初，《河北省建设全国产业

转型升级试验区“十四五”规划》出台，提

出以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

系为目标，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着力转换

发展动能，着力提高质效水平，着力提升

竞争能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到2025年，产业转型升级取得

重大进展；到2035年，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大幅跃升，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河北：融合汇聚新优势 开放打造新高地
□记者 烟成群

6 月 26 日，2022 年中国·廊坊国际

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廊洽会）开幕。

当天下午，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重点产业招商推介会上签约7个项目，

总投资额26亿元；中国国际地理标志品

牌合作大会7个合作项目线上签约。

本届廊洽会坚持招商产业、招商对

象、招商举措、优惠政策和落地措施“五

个精准”要求，瞄准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行业龙头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靶

向招商，对接项目，提前沟通、畅通渠道、

砸实基础，这是河北重招商、厚植投资兴

业沃土、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精彩展示。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

是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市场主体

而言，不可缺少。营商环境优，企业发展

好，社会发展快。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就是发展力，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

来，河北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好机遇，

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河北营商环境日益向好。

下好营商环境“先手棋”，才能下活

经济发展“全盘棋”。印发《2022年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要点》《2022 年河北省利

用外资招商工作方案》，将2022年作为

“外资项目招商推进年”，推出体贴周到

的暖心服务，创新推进精准招商手段；

石家庄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加速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邯郸采取“免申即享”

模式，加大稳岗返还支持力度；廊坊固

安县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县“头号工

程”，为企业提供“店小二”式服务……

河北营商环境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更多

外资涌入河北，助力河北发展。今年1

至3月，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2.2亿美元，

同比增长15.7%，实现首季“开门红”。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创造一流创业

天地。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雄

安新区建设，石家庄敞开胸怀强省会经

济……河北各地以深入实施市场环境、

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金融环

境等五大提升工程为抓手，持续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同心同力向未来。

重招商，厚植投资兴业沃土
□殷建光

55月月1717日日，，工人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一家电工人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一家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企业车间工作动汽车充电设备企业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 摄摄

（上接第一版）
2022年河北将继续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加速建设科技领军企业，计

划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800 家，全

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

策至关重要。

5月 27日，省税务局、省科技厅、

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统

计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力度 促进科技创新发

展的通知》，从完善研发企业服务机

制、加大研发企业服务力度、简化优惠

事项办理流程、提高服务研发企业效

能、强化政策落实应用及监督等5个方

面推出15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实施科

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推动全省科技创新支

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赋动能
让企业创新“有底气”

“得益于研发费加计扣除等各项税

费优惠政策‘大礼包’，我们在科技创新

的路上越走越快。仅今年一季度，企业

研发投入已超1832万元，目前正在进

行3大类、共33个型号新产品的研发，

预计全年研发投入将是去年的两倍以

上。”6月17日，河北圣昊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勇峰表示。

2022 年，国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

100%，欣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王宪梅告诉记者：“公司每年都会拿

出不低于当年营业收入 5%的经费用

于创新研发。2021年我们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金额492万元，享受所得税优惠

73.8万元。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提高之后，以2021年的研发投入为

例，可以多享受25万元的税收优惠，这

将对企业推进核心产品研发，提升企

业竞争力给予更多支持。”

现金流始终是企业研发非常关注

的问题。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至2021年每年研发投入均超过千万

元，产品在秦山核电站、港珠澳大桥等

许多重大行业及项目上都有广泛应

用。去年以来，该公司的主要原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急剧增加，流

动资金面临较大困难。该公司财务总

监张舒介绍，了解到企业困境后，石家

庄栾城税务人员主动上门详细讲解最

新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测算，公司

2022年可享受1500万元的加计扣除，

再加上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总共

可享受360多万元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支持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优服务
让税惠红利应享尽享

承德前潮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对如何享受加计

扣除政策不是很熟悉。承德高新区税

务局派专人辅导企业进行网上申报，

24.8 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让企

业有了更多流动资金。

河北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要

把营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发力点。省

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处长霍志远介

绍，每次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出台后，全省税务部门都会第一时间

通过各级税务机关官方网站、“两微一

端”、12366热线等多种途径，及时发布

最新政策，并深入研发重点企业了解

实际需求，让纳税人知政策、会操作、

能享受。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税务部门按

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对企业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自行判

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

办理方式，进一步简化流程，便捷申

报。同时，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和信

息化支撑作用，对政策涉及企业进行

精准识别，给予精准提醒，确保享受政

策便捷高效、“不落一户”。

税务部门还为企业量身定制“税

收优惠政策提示提醒”功能，在电子税

务局导入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名单，在后台分析企业财务报表研

发数据，筛选出可能发生研发费用的企

业。当企业网上报税时，自动弹出提示

窗口，提醒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研发费用的归集是一项非常繁琐

的工作，费时间、耗人力。税务部门开

发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服务系统，与

企业财务软件衔接，自动采集企业数

据，自动生成申报表，企业可“一键完

成”网上报税，大大方便了纳税人。

省税务局还与省科技厅联合推出

“服务科技创新十二条政策举措”，对

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存在异议的

研发项目，税务机关可实时“一键转

请”科技部门开展项目鉴定，确保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精准落地落实。

（上接第一版）依山随形，高低错落有致，大多为单体建筑，少数二

层楼房建筑。院落有连体式、四合院式，偶有二进院式。院落与

院落之间形成街巷，随着一条河流在村中穿过，“小桥流水人家”

的意境令人神往。

“虽说守着太行美景，村民却不知如何利用，而且村内各项基

础设施相对薄弱。2016年起，村里在政府扶持下投资1000余万

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加宽，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对村内的古

村落住宅和建筑进行统一保护和修缮。”黄岔村党支部书记刘志

国告诉记者，在村居建设中，黄岔村将保护革命遗址与古村落相

结合，走旅游开发的生态发展之路，治山、治沟、修路一起上，着力

打造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

2017年，黄岔村被评为河北省十大“美丽河北·最美古村

镇”，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感受黄岔的风土人情。目前，全村

半数以上村民通过开办农家乐、民宿、售卖土特产品等吃上了“旅

游饭”。

在冀西交通总站旧址一侧，是村民张淑珍开办的农家乐。随

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来黄岔“避暑”的游客也日渐多了起来，

张淑珍一早去菜园摘完菜、喂好鸡就回到厨房开始忙碌。“我们开

农家乐就要让大家吃上地道的农家饭。”张淑珍笑着说道，自己菜

园里种着豆角、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还养着四五十只笨鸡、两头

猪、十几只羊，保证游客吃得绿色健康。

结合黄岔村的石屋元素，黄岔村村民开办的农家乐在院内设

置石桌石凳，还有石磨等，搭配实惠的农家菜，打造清幽古朴的就

餐休憩环境。

如今，黄岔村已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拍摄采风基地。2019年4

月，黄岔村被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2020年被评为“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为满足游客更高水平和个性化的需求，黄岔村退伍老兵李茂

林在村口开起民宿，涵盖生态餐厅、萌宠乐园、咖啡屋、儿童游乐

园等，结合黄岔村浓厚的红色基因和保护完整的古村落，为游客

打造吃、住、游、娱、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乡村旅游新方式。

“以红色精神促乡村振兴，将保护革命遗址与古村落相结合

发展乡村旅游是我们不断发展的目标。”刘志国告诉记者，下一

步，黄岔村将通过“村集体+公司+农户”的形式把村内闲散房屋

打造成风格统一的高质量民宿，吸引更多游客。同时，打造生态

康养区，提供养老养身养心的舒适环境，满足游客长期居住需求。

（上接第一版）允许被安置人在货币化安

置、异地实物安置、回迁安置中自主选择。

充分保障引进人才的合理住房需

求。对在本地居住为主、迁出地居住为

辅的引进人才，允许其在所在城市购买

首套住房。对引进的高端人才（具体范

围由各地确定），各地可结合实际，在其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时提高住房公积金最

高贷款额度；对在本地租房的，可给予租

金补贴。

用好绿色金融政策，支持
绿色建筑发展

促进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离不

开金融支持。五条政策措施提出，用好

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绿色建筑发展。对

符合绿色金融支持范围的超低能耗建

筑、星级绿色建筑、建筑可再生能源应

用、装配式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

化改造等绿色建筑项目，将项目评价时

间前置，解决绿色建筑评价时间与项目

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支持项目及时享

受授信额度、信贷规模、利率定价等绿色

金融政策。

金机构对符合要求的绿色建筑项目

给予重点支持。在授信额度方面，优先

保障绿色建筑信贷投放；在利率定价方

面，持续释放LPR改革潜力，引导金融机

构降低绿色建筑项目贷款利率水平，促

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在贷款

受理审批方面，采取“绿色通道”模式，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投放。保险机构

为符合要求的绿色建筑项目提供绿色建

筑综合保险服务，完善保险条款和服务

内容，做到事前预防、事中风控、事后补

偿全过程闭环管理。

研发费加计扣除“及时雨”催开科技企业“创新花” 黄岔村：昔日红色交通站 今日“最美古村落”

本报讯（记者张荣鹏 李文培）6月
27日，“第二届中国（河北）—韩国环保

产业对接会”在石家庄成功举办。6月27

日至28日，主办方共组织韩国30家环保

领域企业与我省60余家企业进行了11

轮120场次的“一对一”对接洽谈，在污水

处理设备、供暖环保设备、环境监测设备

等领域达成了36个初步合作意向。

此外，主办方还组织了29家韩国优

秀环保企业线上参加廊洽会虚拟展，组

建韩国环保产业展区，通过“线上展示+

线上对接洽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企

业形象，全面提升展览水平和实效。

对接会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大韩贸

易投资振兴公社北京代表处、韩国环境

产业协会、韩国京畿道和韩国釜山市分

别设分会场。中韩100余家环保领域

企业线上参会。

第二届中国（河北）—韩国环保产业对接会达成36个合作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