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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祝雪娟）精通多国语言，24小时

不眠不休，直播状态永远饱满，货品介绍头头是道，这样的主播你见

过吗？在全球跨境电商（京津冀）三中心，几位“数字打工人”用超能

力助力“冀货出海”。

全球跨境电商（京津冀）三中心总经理姚钦告诉记者，目前入驻

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0多家，产品主要有霸州的钢木家具、固安的户

外用品、固安渔具、白沟箱包等。下一步，要把河北省107个重点特

色产业集群中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逐步吸纳到B2B“冀货出海”平

台上面。

建成北方唯一跨境电商“三中心”，是去年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成

果。在2024年廊坊经洽会举办的世界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上，全球跨

境电商（京津冀）“三中心”项目落地临空经济区（廊坊），将着力打造

河北外贸数字化转型“一张网”，构建“买全球卖全球”、线上线下联动

的“永不落幕的廊坊经洽会”。

近年来，廊坊市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现代物流体系越来

越发达，成功开行国际班列11列，初步形成铁路、跨国公路、境外铁

路、水路相结合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打通了113个国家进出口通

道，实现跨境电商四种业务模式全覆盖。

6月16日至20日，2025年廊坊经洽会将如期而至，重点活动安

排依然致力于服务廊坊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实现“办好一个

会、壮大一个产业、提升一座城”目标，促进廊坊加快实现物流愿景

2.0版。

今年以来，廊坊市发挥物流优势，做足商贸文章，加快构建链接

京津冀、面向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迈出新

步伐。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05.7亿元，同比

增长9.3%，实现税收24.4亿元，同比增长16.6%。

仲夏时节，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里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

的客商穿梭于服装档口之间，选购心仪的商品。

（下转第二版）

廊坊：链接京津冀 面向全世界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

者赵娜 韩彤鹤）6月12日，第二届雄

安未来之城场景汇“雄安国际机器

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场景汇科

创园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雄安未

来之城场景汇组委会主办，河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雄安新区管

理委员会、唐山市人民政府、廊坊市

人民政府、唐山高新区管委会、河北

工业大学、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心、河北省

数字经济联合会、雄安未来之城场

景汇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资本

赋能雄安未来之城创投联盟等单位

承办。

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作为第二

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11项大赛之

一，于6月12日到13日在雄安未来

之城场景汇科创园举行决赛，并同

步举办产业、场景、资本对接等相关

活动。

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以“机器人

让生产更智能生活更轻松”为主题，

聚焦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领域

技术创新和场景应用，设置了机器人

关键模块、先进技术、新业态等3个

赛道。赛道设计紧扣的是产业链关

键节点，针对雄安乃至各行各业对

机器人的需求，更符合新质生产力

的要求，更符合雄安未来之城场景

汇大赛初衷。参赛作品将择优用于

全省“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等打

造。关键模块和先进技术赛道，重

点围绕当前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装备

急需的高效、先进单元进行征集，并

作为省重点技术项目储备。作品以

创新为引领，旨在解决机器人产业

链“堵点”“卡点”和人与机器人、机

器人与机器人、机器人与环境深度

互动的难题。大赛自2024年 12月

启动以来，共征集到来自全国174家

企业团队的182项参赛作品，经过初

审和预赛，最终83项作品进入决赛，

省外作品超过60%。

大赛组委会邀请行业权威技术

专家和投资机构、需求单位有关负责

人共同组成评委会，全面客观评价参

赛作品的技术性、实用性和可推广

性。技术专家主要对技术创新性、研

发成熟度等进行权威性评价，投资机

构重点聚焦商业模式可行性、投资回

报率进行竞争性评价，需求单位重点

考察技术与产业发展、场景建设的匹

配度，对实用性和可推广性等进行评

价。每场决赛由评委现场打分，将分

赛道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若干优

秀奖。

大赛组委会还在场景汇科创园

同步启动未来城市场景体验周，机器

人展区设置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

人+制造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安全应急和先进技术模块五个场景

板块。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样品、电

子屏等形式，展示工业、服务、特种机

器人等15项场景，以及关键模块和

先进技术部件等产品，为企业搭建前

沿技术、产品展示交易平台。

参赛作品择优用于河北“机器人+”应用场景打造
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启动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

者赵娜）6 月 12 日，2025 雄安国际

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在雄

安新区启幕。本次大赛以“金融科

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

题，由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组委会

主办，河北省委金融办、中关村金

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等单位承办，

特别邀请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

署指导。

本次大赛在前期深入调研金融

科技行业现状，广泛征求金融机构、

科技企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

设置了金融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和

场景金融创新解决方案两个赛道，

旨在汇聚全球金融科技创新资源，

探索科技赋能金融发展新路径，加

速提升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共吸引来自全国116项技术项

目参赛，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

等省市占比70%，涌现出了一批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

来提升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和信

贷投放效率的颠覆性创新成果，代

表了行业领先水平。经行业专家、

技术专家、投资机构等组成的专家

团队评审，58项先进技术项目进入

决赛。

大赛围绕全省金融机构风控需

求、服务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梳理

了“‘未来银行’综合智能服务体系

建设场景”“AI大模型应用”“中小

微企业资金流向分析数字化建设

场景”“绿色金融碳模型应用”等27

个应用场景。活动现场组织农业

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北省

分行、燕赵财险等场景需求单位以

及省内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

安新区政府部门参与对接，与意向

落地应用企业进行一对一深度洽

谈，推动优质技术项目在雄安及河

北省落地转化。

本次大赛的举办，不仅为金融科

技创新成果提供了高规格的展示与

竞技平台，更通过精准的场景匹配、

深度的资本对接和务实的政策支持，

有效打通了技术成果转化落地的关

键环节。随着这些前沿技术在河北

落地应用，必将为我省金融业的高质

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注

入强劲动能，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贡献重要力量。

2025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启幕

加速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转化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尹翠莉）
6月11日至12日，省长王正谱在保定

市调研。

王正谱来到保定数据湾、燕鼎数据

处理有限公司、数云堂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信通院雄安保定基地、保定市

数据要素创新中心，了解数据服务产业

发展情况。他指出，保定市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国

家数据标注基地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

做大做强数据服务产业。要以数据要

素价值化为引领，加大数据标注、数据

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吸引数据采集、

清洗、存储、分析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

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展、互利共赢

的良好产业生态。要进一步丰富应用

场景，搭建企业与数据标注服务商的对

接平台，推动数据标注服务与企业生产

经营深度融合，促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升级，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王正谱来到唐县农盛牧业有限公

司、北江农产品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察看肉羊养殖、特色农产品交易等

情况，要求突出龙头企业带动，完善平

台功能，实现采购、销售、仓储、配送全

链条服务，走好标准化、智能化、生态

化路子。在位于曲阳县的王快水库，

王正谱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发

挥大中型水库拦洪、错峰、削峰功能，

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强化

重点部位巡查除险，做好各项应急准

备，确保安全度汛。

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王正谱在保定市调研

做 大 做 强 数 据 服 务 产 业
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贾宏博）为深入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推动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今年以来，京冀

两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持续深化合作，在粮食生产领

域开展多次对接交流，通过联合技术攻关，全力打造区

域粮食单产提升样板田，为筑牢大国粮仓贡献力量。

据了解，今年4月至6月，京冀两地农业技术推广

部门互动频繁。在一系列高频次的考察互动交流中，

双方进行业务座谈对接，并于6月正式签署《京冀合作

推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联合攻关框架协议》，这标志

着两地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迈入新阶段。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四大核心领域深化合作，诸多

合作细节已初显成效。在品种互通方面，联合中国农

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顶尖科研力量，打造3个高

产、抗逆、强筋专用小麦品种京冀联合示范田。同时，

双方建立优质品种共享互通机制，加速优新品种在两

地的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核心动力。

在技术互学上，以京冀优质小麦绿色高产种植技

术规范、京冀玉米密植水肥精准调控技术规范为重

点，凝练集成技术，为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提供标准化

操作指南。

在示范共建领域，京冀将在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

保定市与廊坊市等核心区域，联合建立3个高标准技

术示范田。在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示范田推广“小

麦-玉米”周年高效生产模式，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融合。

此外，双方还将整合两地专家资源，组建跨区域技术服务团队，

依托“田间学校+线上平台”双轨模式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和跟踪服

务。同时，通过支部联学共建，培育新时代农技青年，为农技推广事

业注入新鲜血液。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

展搭建起的这座桥梁，有效促进了京冀两地的对接交流，形成了资源

互补、科技联动、模式创新的技术合力。下一步，随着双方在农业技

术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得到持续提升，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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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鲜梨产季空窗期，但在

晋州市河北雄瀚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仍是一片机器轰鸣的

繁忙景象。

7个集装箱、总计23吨左右的冻

干梨块正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紧加

工，这批价值40多万美金的订单即将

发往荷兰。“我们在去年秋季梨果采收

期就完成了鲜梨的低温锁鲜储备，通

过冻干技术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公

司总经理李茜茜介绍，目前公司产品

已出口至33个国家和地区，借此次招

商对接活动，又结识了不少东南亚采

购商。

6月11日，以“冀梨绽风华、产销

通天下”为主题的河北鲜梨出口产销

招商对接活动在晋州举办。活动由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工商联

合会主办，搭建起农业对外交流合作

平台，助力鲜梨生产供应商与国际大

型采购商精准对接，推动河北鲜梨产

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是世界公认

的栽培梨发源地，拥有3000多年的鲜

梨种植历史。鲜梨种质资源丰富，涵

盖白梨、沙梨、杜梨等8大品类，近300

个栽培品种，其中晋州鸭梨、泊头鸭

梨、赵县雪花梨以独特品质获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认定。

多年来，河北持续推进“优势特色

梨产业集群”建设，已建成3个鲜梨国

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先行区、18个出口

基地，培育出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开发出梨膏、梨醋、冻干梨

片等30余个深加工品种，年综合产值

突破120亿元。

2024 年，河北省鲜梨种植面积

达 166 万亩，产量 410万吨，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首位，石家庄海关关区

鲜梨出口量超40万吨，覆盖67个国

家和地区，全世界每10个鲜梨就有

7个来自中国，而在中国每5个鲜梨

中就有1个产自河北，“世界梨乡”实

至名归。

（下转第二版）

双方将在四大核心领域深化合作
■联合打造3个高产、抗逆、强筋专

用小麦品种京冀联合示范田；建立优质品
种共享互通机制

■以京冀优质小麦绿色高产种植技术
规范、京冀玉米密植水肥精准调控技术规
范为重点，凝练集成技术

■联合建立3个高标准技术示范田；

推广“小麦-玉米”周年高效生产模式
■整合两地专家资源，组建跨区域技

术服务团队；支部联学共建，培育新时代农
技青年

河北梨 “香”世界
——河北鲜梨出口产销对接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贾宏博

省内外采购商品鉴河北梨果省内外采购商品鉴河北梨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宏博贾宏博 摄摄

未来城市场景体验周机器人展区未来城市场景体验周机器人展区。。 长城网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冀云客户端记者 赵娜赵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