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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是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

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步降

低；碳中和，就是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自身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负相抵，实现零排放。

邢台有一家用先进技术来收集二氧化碳的企业——河北

建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去年，这家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做了

一个碳捕集利用项目，就是在排放源头把二氧化碳从废气里

面分离出来，不让它排到空气中去。现在这个项目马上就要

投入运行，预计每年能捕集2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上万亩森

林一年的吸收量。

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后，一直存着也不是个事。他们还

上马了一个醋酸项目，把回收的二氧化碳用起来。醋酸用处

很大，可以做成食品调味剂、香料，还能合成药物。

公司负责人尹征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生态效益来说，醋

酸项目每年能消耗35万吨二氧化碳，不光能把自己公司捕集

的20万吨消化掉，还能解决其他企业二氧化碳的利用问题。

按经济效益来算，醋酸的市场平均价是4000元一吨，这个项

目每年的产值能达到32亿元，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这还只是个开始，建滔公司计划再建一个醋酸乙烯项

目，来生产更加绿色低碳的化工新材料，以后汽车玻璃、

建筑涂料没准儿就是在这里无碳

生产的。

当然，实现“双碳”目标不只是政

府和企业的事，这次会议要求，全社会

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少用一度电、一张纸、一

滴水、一箱油，每个人在每一天都可以

为“双碳”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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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智能语音、人脸识别……如

今，这些新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雄

安新区首批40家市场化项目集中入驻，其

中包括在智能语音领域很有名的“独角兽”

企业——科大讯飞。

“独角兽”企业指的是成立时间不足10年、市场估值超

过10亿美元，但还没有上市的创业公司。“独角兽”的“独”就

在于它的实力和潜力，这样的大企业、好项目是各地争抢的

香饽饽。

入驻雄安容东智慧体验中心的科大讯飞，是全国知名的智

能语音技术提供商。语音导航、声控电视，还有家喻户晓的“小

度小度”智能音箱，都应用了这项技术。它让人与机器的交流

互动更加简单高效，不需要动手动脑，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能

玩转智慧生活。

“独角兽”来雄安，会让这座城市变得更“聪明”。未来，在

孩子们的课堂中、在老百姓看病的医院里、在消费者购物的大

型商超，都能享受到智能语音产品带来的便利。

除了科大讯飞这样的“独角兽”企业以外，这次组团来雄安

的还有温德姆酒店集团、奥特莱斯（中国）有限公司等40多家

企业。这是雄安新区首次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企业入驻，这

些首批尝鲜的企业自然是看中了“未

来之城”的巨大发展机遇。

如今的雄安新区配套设施不断完

善，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就像一块磁

铁，吸引着许多大企业、好项目纷纷落

地，让这座“未来之城”更具活力、更有

魅力！

这些天，延续北京冬奥会的热度，张家

口崇礼的冬奥场馆人气火爆。

崇礼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

的举办地之一，成了雪友们向往的好去处，

又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来自石家庄的李女士就是一位滑雪发烧友，到崇礼云顶滑

雪公园苏翊鸣、徐梦桃拿冠军，谷爱凌摘银牌的雪道上过把瘾，

是她的新年愿望。

别看李女士年轻，她可是滑遍了全国各地许多大雪场。听

说冬奥场馆开放了，她马上联络北京、济南的雪友，一块儿抢着

来当“顶门”。啥叫“顶门”？这是雪友们的行话，是指早早去排

队，抢先滑第一批的行为。

这个雪季，云顶滑雪公园向大家开放了U型场地、坡面障

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雪上技巧5条冬奥同款赛道。

崇礼以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为核心，把周边的山地、森林、草

原都利用起来，打造成山地户外运动公园，能登山健身、山地骑

行，也能徒步穿越、滑草滑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打卡，让

冬奥场馆群一年四季红红火火。

如今，除了云顶滑雪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这些冬奥期间的明星场地，也向普通雪友敞开了大门。

冷资源迸发出热效应。在这个雪季，各种电音狂欢派对、

电竞邀请赛、研学冰雪游也精彩不断，

小城崇礼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

从去年11月中旬雪季开滑到现在，这

里已经接待了28万多名游客。

冬奥场馆正在“热起来”“活起

来”。共赴“冰雪之约”，体验奥运激

情，这个冬天，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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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夏长，秋收冬藏。2022年，

河北省秋粮再获丰收，截至2022年

11 月底，全省各地共收购新玉米

8.745亿公斤，同比增加1.39亿公斤，

平均收购价格为2.76元/公斤，同比提

高0.1元/公斤，种粮农民实现增收。

听到这个好消息，宋炜心里很高兴。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

产量最高、种业市值最大的农作物，

对我国粮食安全、种源安全至关重

要。优良品种的种植与推广是玉米

丰产丰收的重要保障。”宋炜是河北

省科技支撑玉米现代种业创新团队

首席专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

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来，选

育玉米新品种，开展种质原始创新，

挖掘玉米产量、品质、抗性性状基因

的应用研究是他和团队成员日夜忙

碌的主题。

新品种质、量迎突破
实现农田增产

“宋老师，你看，这是我们收获的

玉米。”近日，宋炜刚走进赵县宝丰源

家庭农场，赵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赵锁辉就迎了出来。

多年的合作让他们十分熟悉，玉米喜

获丰收也让赵锁辉心里充满喜悦。

晾晒场上，新收获的玉米堆放在一

起，一片黄澄澄金灿灿。宋炜拿起一颗

果穗仔细端详，穗型饱满、籽粒结实。

他满意地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们选育

的强优势玉米杂交种‘冀玉3421’。”

河北省大部分处在黄淮海夏播

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玉米主产区之

一，多为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种植

模式，玉米生长期高温多雨、雨热同

步，有利于玉米生长。但河北省也存

在极端自然灾害、病害多发频发的问

题，并且，河北省内具有地域、生态多

样性，不同区域和生态类型区对玉米

品种的需求也不同，目标各有侧重，

但高产、稳产是玉米生产的永恒要

求。因此，“高产、稳产、广适、多抗、

适合机械化”一直是河北省农科院粮

油所玉米中心的育种方向。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育成

一颗好种子是科研人员“十年磨一

剑”的积淀。经过周而复始的种收

试验，多年潜心研究探索，玉米新品

种性能越来越稳定，终于迎来开花

结果的时刻。

2018年，“冀玉3421”品种通过国

家黄淮海区审定，2021年被河北省种

子总站推荐为河北省适宜推广品种，

2022年被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适合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玉米品种。

2020年，“冀玉757”通过国家黄

淮海夏播区审定，2022年，又通过天

津春播区和河北夏播青贮审定，是河

北省第一个高淀粉、高产、粮饲通用、

春夏播兼种的玉米品种。

“赵县玉米种植面积保持在54万

亩，近两年，从省农科院粮油所玉米

中心引进高淀粉新品种‘冀玉3421’

和‘冀玉757’，并不断推广新技术，使

赵县玉米种植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赵锁辉对记者说，有了这么好的品种

做保障，农民增产增收不是问题。

探索新模式
促进农业增效

河北省是畜牧大省，对青贮玉米

饲料需求强烈。

“2022年4月，我们联合无极珈

江牧业、赵县艾拓牧业、鹿泉金丰公

社等经营主体开展‘玉米竞争力提升

行动——种养结合高产高效青贮玉

米生产技术集成示范方’，选用粮饲

兼用玉米品种，集成了玉米秸秆过腹

还田（牛粪腐熟撒施旋耕），高密度精

量种肥同播+覆膜+封闭除草一体实

施，高效种子包衣与病虫草害绿色综

合防控等关键高产高效技术。”宋炜

带领团队积极探索，结合生产实际，

提出了“种养结合，青贮玉米+谷子”

的一年两季种植模式，示范面积500

亩，辐射面积30万亩。

2022年7月，无极县珈江牧业示

范方测产结果显示，亩产青贮玉米4.29

吨，比当地常年种植的青贮玉米增产

30%以上，每亩增加收益800多元。

在示范方里，“冀玉3421”和“冀

玉757”两个玉米新品种均表现出青

贮品质优良、粮饲兼用的特点。“冀玉

3421”的各项营养指标均高于青贮玉

米标准，“冀玉757”的品质达到国家

一级优质青贮标准。

“良种+良方”使河北省青贮玉米

生产取得新突破，对全省“畜牧企业+

种植基地”种养结合模式的推广具有

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发展高附加值鲜食玉米
助力农民增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

费需求升级，不仅要“吃得饱”，而且

要“吃得好”。这对鲜食玉米的品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

河北省是鲜食玉米产业大省，常

年播种面积在50万亩左右。鲜食玉

米主要包括甜玉米、糯玉米和甜加糯

玉米三种类型。河北省传统的鲜食

玉米种植以糯玉米为主，近年来甜玉

米面积有所增加，但适销对路的甜加

糯鲜食玉米品种是河北省育种和生

产上的短板。

寻求突破，迫在眉睫，因此，彩色

甜加糯型鲜食专用玉米“冀糯172”应

运而生。

“这种鲜食玉米新品种又甜又糯，

很受市场欢迎，我要多种点。”正定福

顺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宋瑞岭尝

到了种植鲜食玉米新品种的甜头。他

种的玉米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地头

价卖到了2元/穗，亩收益达5000元。

据了解，“冀糯172”是在甜玉米

和糯玉米基础上，利用花粉直感效

应，在F1代杂交果穗上同时产生甜、

糯两种籽粒。与传统糯玉米或甜玉

米相比，该品种不仅糯性好，而且甜

度高，食用口感更佳。

“‘冀糯172’是我们农科院粮油

所通过河北省审定的第一个鲜食玉

米品种，后续品种白甜糯‘冀糯175’

已经通过2021年河北省审定，同时，

后备品种充足，有望近3年内有5至

10个品种通过审定。”宋炜自信地说。

目前，“冀糯172”已成为冀中南

地区主栽的甜加糯品种之一，而甜加

糯鲜食玉米系列新品种的问世，弥补

了河北省现有市场上鲜食玉米以大

穗类型为主、缺乏适合真空加工的高

品质中小穗型品种的不足，有利于延

长玉米产业链，同时，为河北省农业

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技

术和品种支撑。

□记者 吴苗苗 李元华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 通讯员齐
夏）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海运煤炭交

易市场发布，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年1月3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数报收于734元/吨，环比持平。

从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价格的采集

情况看，本期共采集样本单位80家，样本

数量为 309 条。5500K 热值（硫分：

0.6%-1%）的现货综合价格为851元/

吨，长协综合价格为728元/吨，现货与长

协的计算比例为5∶95。从计算结果看，

本报告期，24个规格品价格全部持平。

分析认为，受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影响，沿海煤炭市场供需基本面趋向

宽松，市场整体呈现偏弱行情。适逢

岁末年初，主产区停产检修煤矿增多，

煤炭货源供应阶段性收紧，市场煤价

跌幅渐趋收窄，本期环渤海煤炭价格

指数延续平稳走势。

产地煤市供需两弱，长协货源稳

定兑现。坑口市场需求释放乏力，随

着春节临近，产地部分民营煤矿陆续

放假，市场整体呈现供需两弱行情。

大型煤企生产及调运维持常态化运

行，长协货源供应相对充足，煤炭供需

衔接已恢复顺畅，煤炭市场基本盘得

到稳定保障。

港口库存状态相对宽松，蓄水池

效应继续凸显。目前，主要集港铁路

运量稳定在高位水平，环渤海港口煤

炭货源到港增量明显，同时旺季耗煤

高峰期电厂长协合同兑现积极，整体

调出量也维持高位水平，港口库存在

进出量盈余下有小幅波动回升。截至

1月3日，秦唐沧港口库存升至2380万

吨水平，较去年同期偏高270万吨以

上，锚地船舶数量112艘，港口环节船

货匹配相对宽松。

新年度长协合同进入执行期，电

煤保障能力增强。据国家能源局数据

显示，预计2022年全年电煤中长期合

同实际兑现量约20亿吨，稳住了电煤

供应基本盘。进入2023年，中长期合

同电煤可供资源总量显著增加，煤炭

的兜底保障预期继续增强。

总体来看，工业端高负荷开工意

愿偏弱，随着春节期间传统用电低谷

期到来，下游电煤日耗已明显筑顶态

势，进一步提升空间有限，叠加非电终

端有效开工不足，市场采购需求低迷，

市场悲观看空情绪仍占主导。

沿海航运市场方面，秦皇岛海运煤

炭交易市场发布的海运煤炭运价指数

（OCFI）显示，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年1月3日，海运煤炭运价指数持

续下行。截至2023年1月3日，运价指

数收于671.99点，与2022年12月27

日相比下行95.63点，降幅为12.46%。

具体到部分主要船型和航线，2023

年1月3日与2022年12月27日相比，

秦皇岛至广州航线5万至6万吨船舶的

煤炭平均运价报34.0元/吨，环比下行

6.0元/吨；秦皇岛至上海航线4万至5

万吨船舶的煤炭平均运价报18.5元/

吨，环比下行5.0元/吨；秦皇岛至江阴

航线4万至5万吨船舶的煤炭平均运价

报20.5元/吨，环比下行5.0元/吨。

河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1月3日——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比持平

（上接第一版）我很荣幸当年参与

了菲中建交历史，今天我将肩负起

继续推进菲中传统友谊的重要责

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

切沟通，全方位加强合作，开启菲

中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新篇章，

更好合作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挑

战和问题，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

为推动本地区重新成为世界经济

重要引擎作出新贡献。菲方愿同

中方挖掘潜力，继续丰富两国关

系内涵，深化农业、基建、能源、人

文、贸易、投资、科技、数字经济等

领域合作。相信今天我们共同见

证签署的多份合作文件，将极大

助力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中国

是菲律宾最强劲的合作伙伴，没

有什么能够阻挡菲中友谊的延续

和发展。菲方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菲方愿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

善处理海上问题，同中方重启油

气开发磋商。感谢中方为菲律宾

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帮助。期待

疫情过后，更多中国民众赴菲旅游

和学习，两国人民往来更加密切，

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

实牢固的基础。我对菲中关系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

署有关“一带一路”、农渔业、基础

设施、金融、海关、电子商务、旅游

等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马科斯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

礼兵列队致敬，迎宾小号手鸣礼

号。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

奏中菲两国国歌。马科斯在习近

平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马科斯

夫人丽莎陪同参加欢迎仪式。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马科斯和

夫人丽莎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

活动。

马科斯访华期间，双方还将发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

国联合声明》。

（上接第一版）产业技术体系完备、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

高新区按照新的管理机制运行，大力发展

科技服务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推动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

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

动。聚焦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省

孵化转化，大力推进“1个平台、2大载体、4

个专项、12个合作园区”京津冀协同创新

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河北中心，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增长极。实

施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中科院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合作和京津冀共同体建设等科技

专项，借助京津研发力量带动河北省创新

能力提升。重点在保定中关村中心等12

家科技合作园区，与京津共同打造先进制

造、新能源、智慧城市等一批示范应用场

景。做强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更好支

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

实施创新生态优化行动。全力推进科

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的各项任务落

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技术、人

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实

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等

普惠性政策，推动各项科技创新政策落实

落地。大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新的社会氛围，以浓郁的“创新味道”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充分调动和

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 我省实施八项行动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上接第一版）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75%。

——在邢台，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厂区

看不见烟囱冒烟，林荫下是造型各异的钢

铁雕塑，这是一家钢企，也是一家4A级景

区，这足足改变民众对于钢铁企业“傻大

黑粗”的固有认知。

从“黑色”走向“绿色”，河北钢铁行业

发展步伐走得越来越快。

前不久，河北钢铁行业又提出了一个

绿值更高的“小目标”，打算利用3年时间

实现钢铁企业环保A级全覆盖。这样算下

来，全省钢铁行业还能再减少污染物排放

30%以上，为全省工业减排贡献12%以上。

未来，河北钢铁会更“绿”。

这只“独角兽”落户雄安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变形记变形记””

打卡“冠军赛道”冬奥场馆“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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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里玉米长势良好试验田里玉米长势良好。。

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供图供图

河北这样延长玉米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