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平乡县滏河贡白菜喜获丰收，农民

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装车销往市场。近年

来，平乡县采取“协会+合作社+农场”的模式，大力

发展平乡“滏河贡白菜”种植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增收。 记者 刘杨 通讯员 范钦龙 霍丹燕 摄

日前，在隆尧县东良镇陈庄村东头的法治文化

公园，隆尧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防诈骗法

律知识。今年以来，隆尧县精心打造了一批集美化

环境、休闲娱乐、宣传教育于一体的农村主题公园。

记者 刘俐验 通讯员 潘志方 陈剑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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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雨后初霁，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沙河市刘石岗镇云海涌动，气势磅礴，奇峰、梯田、村庄、水库在缥缈的云

海间若隐若现，美如仙境。 记者 刘杨 通讯员 陈雷 摄

方地 关注

本报讯（记者刘俐验）日前，

邢台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巨鹿县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了该县近几年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巨鹿县创

新突破、拼搏实干，先后引进中

钢邢机沃川装备制造、今麦郎高

端饮品等超亿元项目340个，省

市重点项目210个。2021年，全

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3.8 亿

元，年均增长8.1%；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突破6亿元大关，是2012

年的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63.6亿元，比2012年翻了

一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

125亿元，是2012年的10倍；城

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32296元和11446元，县域综合

实力越来越强。

自2017年开始，巨鹿县每

年设立2000万元科技创新券，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全县有效发

明专利达到67件，是2012年的

16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

家、高新技术企业33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488家，规上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6.8%；建

成国家级创新平台3家、省级15

家，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22家，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跻身全

省B类县。

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

巨鹿县累计打通断头路27条，

改造老旧小区30个，增设停车

位1.2万个，城区集中供热、雨污

分流、数字管理实现全覆盖，建

成了5平方公里的洪溢河生态

公园和集水系绿化、健身步道

于一体的环城廊道，获评省级园

林城、卫生城和洁净城。强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

实施了道路、供水、天然气、环

卫等19个城乡一体化工程，建

成美丽乡村 86个、美丽城镇4

个，被评为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

试点县、全省“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

持续打好减煤、降尘、治污、

增绿“组合拳”，系统推进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县PM2.5平

均浓度下降60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优良天数增加137天，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

市第一。在全市建成首个县域

水生态智能管控系统，河流断

面水质稳定达标，733个农村坑

塘实现分类治理，深层地下水

位连年回升，“以河代库”地下

水超采治理经验全省推广。扎

实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土壤保

护工作全市领先。累计新增造

林6.3万余亩，获评全国绿化模

范县。

全县86个贫困村、8.5万贫

困群众全部稳定脱贫，金银花全

产业链扶贫、就业扶贫车间、“医

养共同体+保险”防贫三大模式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金银花种植

规模、产量稳居全国之首，在国

内首个发布“巨鹿·中国金银花

产业指数”，成为国内行业风向

标；坚持“网格化+数字化”，创建

“巨好办”综治平台，全面打造数

字乡村智慧化治理“巨鹿模式”，

获评中国数字治理百佳县。

2012 年以来，巨鹿县累计

实施132件民生实事，有效解决

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连续6

年全省先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获评全国示范。“医养一体、两院

融合”模式在全国推广，获评全

省首批医养结合优质服务县。

成为全省长期护理险首个县级

试点，“医养结合+护理险”做法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持之以恒

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食药

品安全、信访维稳等各领域风险

防范，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三年全

市第一，荣获平安中国建设先进

集体。

巨鹿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巨鹿县将以建设“邢东强县、

活力古郡”为目标，坚持建设全

省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区、全国特

色农业基地、冀中南特色装备制

造基地、冀中南生物健康产业基

地、邢东现代商服基地“五大发

展定位”，全力实施农业跨越升

级、工业项目突破、城乡融合发

展、科技数字赋能、金融要素支

撑“五大战略”，强力推进项目投

资突破、工业经济壮大、数字经

济培育、特色农业提升、投融体

制创新、美丽古郡提质、民生福

祉增进、基层基础夯实“八大工

程”，奋力开创全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巨鹿发展成果尽显“民生含量”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高敏）日前，在位于隆尧县的远

大阀门集团高端锻造智能制造

数字化车间，工人轻触机械手上

的可视化屏幕设置参数，一个个

机械手按照指令上料、装夹、下

料……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采

用全自动化生产线的阀门生产

企业。”远大阀门集团相关负责

人许士杰说，该车间多项指标在

国内达到领先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

们感到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信心

更加坚定。”许士杰说，近年来，

他们积极引进智能化生产线，使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一步提

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近两年，远大阀门集团坚持

创新为主、绿色发展理念，持续

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着力实施管理数字化、制造智能

化等工程，发展成为水系统和化

工系统阀门制造国内领军企业，

参与制定阀门行业标准。

“我们的数字化车间改造，

从锻造车间开始。”许士杰告诉

记者，阀门制造一般分为锻造和

精加工两道工序，锻造环节决定

着阀门质量和性能。人工锻造，

受工人技能水平、设备运行稳定

性等因素影响，产品质量不稳

定，制约企业发展。他们迫切需

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物

联网等新技术对锻造车间生产

设备和作业方式进行改造。

“以前，这个车间生产需要

60名员工，年产量为2000吨。

如今，车间生产只需要11名员

工，年可生产5000余吨产品。”

许士杰说，改造后的锻造车间，

生产过程从传统的以人为主，随

意性、粗放式走向以数据为主的

科学性、智能化，产品合格率由

90%提高到99.9%以上。

在管理方面，远大阀门集团

采用金蝶云系统生产模块和供

应链模块，实现销售、计划、库

存、采购一体化工作方式，提升

内部协同办公效率；采用金蝶云

系统销售系统模块，客户可自主

下单并查看物流等信息；采用智

能办公系统，建立无纸化办公流

程，降低工作成本；财务运用

ERP系统，实时反映每一道工序

的生产成本，并与产品工艺标准

成本对标，使产品成本得到有效

控制……数字化给企业管理带

来的便利显而易见。

“我们将在工作中全面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盯

做中国最强阀门制造企业的目

标，持续强化智能生产线、智能

工厂建设，以智能制造赋能创新

和生产，推进产品高端化。”许士

杰表示。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周林）日前，在广宗县广宗

镇盐场村蔬菜交易市场，村民们把刚采摘的西红柿拉来

出售。王贵兵的西红柿品相较好，很快找到了买家。

“享受政府贴息建了两个大棚后，我有了稳定的收

入，两个大棚每年增收近14万元。”刚刚卖完西红柿的王

贵兵说，在开始大棚种植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广宗镇邀请

山东寿光技术员线上线下提供的大棚种植技术培训，有

资金、技术支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近年来，盐场村以“公司+农户+基地”经营管理模

式，引导村民大棚种植错季瓜果蔬菜。目前，全村已发展

蔬菜大棚600余座，涉及村民近400余户。

广宗特色农产品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李三
虎 李洪涛）近日，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通知，在全省确定了 7 个

2022年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宁晋县民

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梨产业基地成

功入选，邢台市仅此一家。

该标准化示范基地由宁晋县民

旺种植专业合作社牵头，联合五家

合作社共同作为实施主体；通过推

广科学化种植、病虫害防控、技术化

创新，加强产品深加工、高端产品销

售平台建设，逐步将宁晋县梨产业

从散乱小状态逐步发展成集标准化

种植、科学化管理、品牌化运营、精

深化发展、高端化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发展模式，走上规范化抱团发展

的道路。

近年来，宁晋县借助河北省梨

产业集群建设的东风，先后建成标

准化种植基地10个，更新品种7000

亩，培育企业品牌8个，打造公用区

域品牌1个，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创

造梨”推广种植基地。
本报讯（记者魏亚慧 通讯员路志虎）近日，记者从邢

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获悉，入冬以来，该中心采

取多种举措，积极开展市政设施冬季管养工作，确保市政

设施安全运行。

据了解，为积极应对气温下降对市政设施带来的不

良影响，该中心科学制定冬季养护方案和措施，抢抓当前

晴好天气有利时机，认真做好市政道路、便道、桥梁、雨水

管网、路灯等市政设施的检修和维护，切实保障冬季市政

设施养护“不降温”，安全保畅“不打烊”。

11月份以来，该中心结合前期市政道路路况排查情

况，重点对市管街道路面坑槽、裂缝等病害进行了修补，

截至目前，修复道路病害35处2500平方米，维修便道49

处3000平方米，更换维修井具16处，及时消除道路安全

隐患，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同时，维修路灯263盏，处理

电缆故障57处，处理配电箱故障32处，架空线455米。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耿超）进入冬季后，气温逐

渐降低，邢台市农业农村局组成专家小组深入田间地头，

结合当前农作物的生长状况，为农民提供科学技术指导，

确保农作物安全越冬。

日前，在邢台市信都区会宁镇口头村的蔬菜基地，大

棚里的西红柿已经进入开花坐果期，邢台市农业农村局

专家杨世丽正在指导农户疏花疏果、绑蔓等工作，还为农

户讲解降温后冬季管护的注意事项。

此外，专家提醒农户，尚未收获的露天萝卜、白菜要

在霜冻来临前尽早收获，农户还可以采用塑料薄膜、无纺

布等覆盖材料直接进行覆盖防寒。除了设施蔬菜，农业

专家还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的生长情况，并根据小麦的

长势和土壤墒情，为农户提供详细的技术指导方案，确保

小麦安全越冬。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李振胜）记者从邢台市医

保局获悉，自11月15日起，三明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结果在邢台市落地执行。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品

种为8种临床常用的低值医用耗材，包括血糖试纸、一次

性使用无菌注射器、雾化器、一次性使用预充式导管冲洗

器等，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62.92%。

据悉，此次采购周期为两年。医疗机构完成协议采

购量后，超出协议采购量的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

格进行供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邢台市医保局负责人表示，将对医疗机构使用中选

产品落实情况检查和督导，同时加强对中选结果落实工

作中的信用监管，发现违规、违约行为及时向省医保部门

报告，有针对性制定应对措施。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郭文静 王门通）今年以来，邢台

市强化财政金融联动，积极落实

企业上市奖补前置、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稳妥运作引导基金等政

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积极开展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引导带动就业创业。邢台市

财政部门足额落实2022年创业

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市级配套资

金179万元，并积极争取中央和

省级资金3021.56万元，为做好

全市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提供资

金保障。截至11月17日，邢台

市办理创业担保贷款619笔，发

放贷款1.47亿元，扶持创业619

人，带动1374人就业，其中突出

对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等

重点人群创业扶持力度。

稳妥推进政府引导投资基

金投资运作，引导更多社会资本

支持经济发展。邢台市财政局

创新财政支出方式，组建和运作

3支产业投资基金，其中，邢台市

中小企业过桥基金总规模1.01

亿元、邢新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

10.02亿元、邢台创新创业天使

投资基金总规模1亿元。3只基

金通过中长期投资支持，助力解

决企业流动资金周转资金困难

和项目建设难题。

落实政府融资担保政策，降

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邢台

市财政部门加强与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和河北省融资担保基金

以及承接该业务的合作银行对

接，已累计为邢台市80家企业

提供融资贷款担保，金额共计

2.62亿元。指导邢台市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贷款支持力

度，目前3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担保金额3.65亿元。协助河

北省农业担保公司在邢台市加

大对三农主体融资贷款支持，担

保金额4.5亿元。

实施上市挂牌补助，支持引

导企业开展股权融资。邢台市

积极推动奖补工作前置，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优化上

市激励政策。执行过程中根据

证监会相关政策变化调整补助

时间节点，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

按照“免申即享”原则给予兑

现。今年以来，邢台市累计兑现

7家上市企业市级奖补资金831

万元。

邢台财政金融联动支持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邢台市强化财政金融联动，积极
落实企业上市奖补前置、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稳
妥运作引导基金等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宁晋一梨产业基地入选
国家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远大阀门数智驱动引领创新发展

邢台冬季市政设施养护“不降温”

邢台集中带量采购8种医用耗材

邢台加强田间管理保越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