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职业 出来贸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吕艳静）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

出口 2.63 万亿元，增长 10.8%。跨

境电商在“卖全球”方面潜力进一

步释放。过去，商品出海选品靠直

觉、营销靠烧钱、设计靠经验，但如

今，AI 正在悄然改变跨境电商的

发展模式，并且催生出一批“数字

员工”。

“数字员工”既可以打破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7×24小时不知疲倦地为

全球消费者提供贴心服务，又可以精

准洞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消费者的

需求偏好，为其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与

服务，实现跨境出海的“精准触达”与

“深度融合”。

在全球跨境电商（京津冀）三中心

（以下简称“三中心”），就有这么几位

“数字打工人”，它们用超能力助力“冀

货出海”，把河北的好货卖向全世界！

“目前三中心主要聚焦跨境生态

服务、‘冀货出海’项目和跨境物流项

目。其中‘冀货出海’围绕的是AI+产

业带+跨境+海外仓。”三中心总经理

姚钦说。

AI主播精通多国语言，将河北的

好货卖向不同国家；AI选品能够根据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

俗等，选择最适合当地的商品；AI定

制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个

性化定制相应商品……在三中心，

“AI+”要啥有啥。从数字化选品到智

能物流，从大数据分析到精准营销，

三中心用最前沿的数字技术，给“冀

货出海”铺就一条高效、智能的“出海

高速路”。

目前入驻三中心的河北企业已经

达到40多家，主要有霸州的钢木家

具、固安的户外用品、渔具，以及白沟

的箱包、辛集的皮草等主要产业带的

特色产品。

“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把河北

107个重要产业带中主要适合大众消

费的产品，逐步入驻到我们的 B2B

‘冀货出海’平台上面，对接头部的一

些跨境电商卖家和采购方。”姚钦告

诉记者。

三中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河

北的产业集群和全球的消费者，AI

技术的运用如同为这座桥梁安装了

智能导航与动力引擎，精准分析全

球市场趋势、消费者偏好，实现高效

选品、精准营销与个性化定制，让

“冀货”和河北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大

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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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全天候营业，只需扫一下身份证，2秒钟新车牌立马

到手。这是石家庄市车管所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套自助取牌加自

动分拣设备，从智能分拣到自动封装，全程机器人流水线作业，

科技感直接拉满。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宣教中心负责人熊

新渠说：“过去，人工发放号牌存在不少问题。不仅发放耗时久，

还容易出现差错，导致车托、黄牛代领号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

象时有发生。我们自主研发了全国唯一一台24小时自助取牌设

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自助取牌，而且还是立等可取，具体操作很简单，群众在大

厅办完车辆登记业务后，去客服中心领取号牌固封，车主扫码录

入办理“立等可取”号牌信息，这样就能随时掌握号牌动态信

息。号牌上架后，车主带上身份证到取牌机前进行人脸识别，2

秒钟就能轻松取出号牌。

车主朱先生说：“我办的是新车上牌（业务），上午办的，下午

就能直接过来取牌。设计得很合理，节省了等待时间。”

机器人精准分拣，AI自动核对信息，简直像个“车牌智能仓

库”，每副车牌都有专属电子身份证，这背后有何高科技？

熊新渠介绍：“这套设备主要由前端的

1800 副号牌贮存仓和后端 AI 机器人组

成。它运用了先进的AI人工智能、OCR图

像处理技术，能实现号牌智能化分类。系

统采用‘一牌一码’电子档案，能准确核验

取牌人与身份证件信息，保证号牌出入库

不会出错。”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段美嘉）

2424小时自助小时自助，，车牌立等可取车牌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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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县：一水千斤麦 丰收靠科技
□本报记者 吴苗苗 李佳琦

“数字员工”助力冀货扬帆出海

本报讯（记者袁立朋）6月23日至29日是全国第35个节能宣传

周，主题是“节能增效，焕‘新’引领”。6月23日上午，河北省暨石家

庄市2025年节能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地铁北国商城站启动。

本次活动由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主办，省节

能协会、石家庄市低碳经济发展协会承办。

活动现场，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石家庄轨道交通集团代表分别

向全社会发出了焕“新”引领节能、绿色低碳出行倡议。

据悉，本次节能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推送公益手机短

信、AI主播分享节能降碳成果、宣传解读节能政策、实施重点用能企

业能效诊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引导全社会开展“能、

水、粮、地、材”等一体化节约，营造节约能源资源、绿色低碳生活的良

好氛围。

“十四五”以来，我省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增效，工业、交通、建筑

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成效显著，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全省单位GDP能

耗累计降低率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目标任务要求，有力促进了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河北省2025年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倡导全社会一体化节约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席晓宇）6月23日，国际奥委会

第78个奥林匹克日到来之际，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主办、张

家口兴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北京冬奥会带动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带建设”专题展览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开幕。

据展览主办方介绍，此次专题展览通过区域协同深化、体育场景营

建、文化品牌塑造、品质旅游发展四大板块45个典型案例展示了《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规划》发布以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建设成果，

展现了冬奥遗产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彰显了京张两地人民以北京

冬奥会筹办举办为契机推动区域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举办此次展览，旨在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广泛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宣传奥林匹克文化、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同时向全社会宣传

和展示北京冬奥会遗产成果，激励社会各方通力续写奥运遗产传承

的新篇章，进一步促进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可持续发

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展览现场邀请了蔚县剪纸、杨氏面塑、杨氏玉雕等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进行传统文化技艺展示，并设置了VR滑雪体验设备，观众可在

工作人员指导下，模拟体验滑雪运动。

展览将持续到10月8日，其间还将组织80多种精美的奥运文创

产品和非遗产品进行展示与售卖。

“北京冬奥会带动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建设”专题展览开幕

盛夏时节，衡水市景县志清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麦田宛如一张巨

大的绿毯，颗粒渐满的麦穗预示着丰

收的到来。令人惊喜的是，这片丰收

景象扎根于华北地下水超采形成的

“漏斗”之上。这里没有缺水的焦虑，

只有“一水千斤麦”的喜悦画卷。小

麦这个曾经的“用水大户”，是如何华

丽变身“节水能手”，实现绿色增产

的？记者走进田间，一探究竟。

科技拧紧“水龙头”
麦田喝上“明白水”

“党博士，快看这麦子长得多精

神！”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

究所（以下简称“省农科院旱作所”）

节水技术研究室主任党红凯刚下田，

合作社负责人高志清就捏着麦穗迎

上来，满脸笑意。

“我们预估了一下产量，今年亩

穗数比去年多了一万多，灌浆顺利的

话，亩产能多收百斤粮！”党红凯的预

测让高志清笑得合不拢嘴。

“跟专家合作后，我们基地年年

变样！产量不断上涨，用水量却降了

两成，这一增一减，每亩地能多赚300

多块！”高志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景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也身处地

下水超采的“漏斗区”，“水粮矛盾”曾是

难题。2022年，省农科院旱作所在志

清合作社建起低平原粮食作物绿色生

产示范基地，科技节水之路就此铺开。

“瞧，我手机就能看麦田‘渴不

渴’！深度10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

25.11%；深度20厘米的土层，土壤水

分32.42%……现在的墒情很适宜小麦

灌浆。”在党红凯的手机上，不同土层的

土壤水分数据一目了然，而这些实时数

据来自田间的土壤墒情监测仪。

有了这个仪器，小麦仿佛自己会

说话，需不需要“喝水”，需要“喝”多

少，什么时候“喝”？通过监测的数据

就可以进行推算，这就是测墒补灌技

术。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按需精

准灌溉，让每一滴水都“物超所值”。

经过不断研究，党红凯带领节水

技术团队创制了“旱情预警、依墒定

苗、测墒补灌、农艺融合、依水促产”

为主要内容的麦田旱情预警与测墒

节灌技术体系，并于2023年8月颁

布了河北省地方标准“冬小麦节水品

种与测墒节灌配套技术规程”。

党红凯介绍，节水小麦品种与

配套测墒节灌技术应用，实现了亩

节水60方—75方，水分利用率提高

11%—22%，亩节本增效 200 元—

315元。节水，成了看得见的效益！

灌溉模式“大比武”
精准“投喂”不浪费
想让庄稼喝得“恰到好处”，光知

道“渴不渴”还不够，还得看“怎么喂”。

行走在志清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就

像参观一个小型灌溉“科技馆”：地埋

伸缩式喷灌、指针式喷灌、浅埋滴灌、

深埋滴灌、微喷灌、摇臂式喷灌……各

种节水灌溉设备“各显神通”。

“这些灌溉方式不需要畦埂和垄

沟，比传统畦灌能增加约8%的耕作

面积，既节水又增产。”党红凯介绍，

在同一区域不同地块进行节水灌溉

试验，让各种节水设备之间“打擂

台”，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比较，发现

“浅埋滴灌”更胜一筹：水分蒸发少，

节能又高效。

不过浅埋滴灌带必须连接在田

间的一排排支管上，需在农作物收获

期将滴灌带和支管拆除，播种时再重

新铺设，这就增加了种植户的人工和

管材成本。为此，近两年，省农科院

旱作所的专家们展开了深埋滴灌节

水灌溉技术，在小麦、玉米一年两熟

农田的应用研究。

据介绍，浅埋滴灌带一般铺设在

地表下3到5厘米处，而深埋滴灌带

则铺设在地下28到30厘米处，既不

影响田间农机作业，还能将水肥直接

输送到作物根层，相当于把“营养餐”

送到了小麦的“嘴边”。

“每个灌溉模式都需要与品种、

农艺相结合，我们通过筛选，为不同生

态类型区域的不同品种类型提供更合

理的节水灌溉模式。灌溉模式‘对号

入座’，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党红凯强

调，科技节水，讲究“因地制宜”。

小麦装上“节水芯”
“衡麦”扛起“千斤担”
麦收临近时，省农科院旱作所副

所长乔文臣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田间

观测、试验测产、评定筛选……为确

保数据精准可靠，常常是头顶烈日，

手持各类测量工具，奔波在多个小麦

参试品种的农田中。

“农业生产，种子为先。要实现

小麦生产节水目标，培育出好的节水

小麦品种是关键。”乔文臣说。

近年来，省农科院旱作所在小麦

育种方面，以“抗旱节水、丰产广适”为

主攻目标，以改进小麦品种的水分利

用效率为核心，立足河北省冀中南，面

向黄淮海麦区，先后育成了27个抗旱

节水系列小麦品种，其中“衡麦”系列

小麦品种成为响当当的明星品种。

“过去的品种不耐旱，整个生育

期得浇四五遍水。现在我们基地种

植的‘衡麦’系列小麦品种，去年只浇

一次水，亩产达1200多斤，并实现每

亩节水50立方米。”高志清自豪地

说，“一水千斤麦”的底气来自他们种

植的小麦有颗“节水芯”。

为加快节水小麦品种的推广速

度，省农科院旱作所节水育种团队把

小麦新品种试验落户大田，实现试验

与新品种示范紧密相连，充分检验和

展示新品种的生产适应性。

“仅是小麦

季，我们基地就

要组织观摩会15

场以上，全省各

地的种植大户都

来观摩，看中哪

个，就种哪个，新

品种推广很快。”高志清说。

目前，“衡麦”家族已在黄淮麦区

大显身手，累计应用面积超2亿亩，年

均推广面积1000万亩以上，河北省

年均600万亩以上，占全省小麦面积

20%以上。

通过建立百亩试验展示区、千亩

示范区、万亩辐射带动区，省农科院

旱作所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打出

“品种+技术”组合拳，让科研成果快

速落地，形成辐射带动作用，迅速扩

大成果应用。在景县基地形成了

“试验站＋地方政府＋合作社＋农

户＋企业”五结合的模式，促进了科

研、生产、推广三方面的结合，促进

县域90多万亩小麦玉米产业发展，

带动整个衡水市500多万亩粮食生

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近日,衡水迎来好消息，水利部

联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新一轮全国

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显示：衡水市

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清零！2024

年下半年,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

回升6.30米，位列全国第二

近年来，衡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达254.4万亩。拧紧“水龙头”，

做好“水文章”，通过科技赋能让农田

装上“神经系统”，实现了作物会“说

话”，田地能“思考”，装备懂“应变”，

一场以数据为基、智能为核的农业变

革，正推动着节水农业大步跃升，为

丰收写下最坚实的注脚。

党红凯党红凯（（左左））与高志清讨论小麦产量与高志清讨论小麦产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苗苗吴苗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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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对于新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问题，承诺进一步优化服

务流程，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去年6月，经省政府批准，省发展改革委建立了由44个省有关部

门组成的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畅通了与民

营企业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机制，今天这场座谈会赋予了联席会议制

度新的内涵。

“没想到今天直接就和省级银行对接上了，信贷资金有了着落，

真是雪中送炭！”与会的一位外贸企业负责人说，通过座谈，建行已经

答应到他们公司考察开展授信工作，让他对渡过难关更有信心。

“企业盼的，就是我们要干的，企业满意就是省发展改革委的办

事标准。我们已经建立了问题台账管理、销号办结和一把手盯办制

度，会及时协调、盯办、回访，直到问题办结。”杨永君说，稳外贸、稳增

长离不开政企同心，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会用好联席会议机制，调

动各部门力量，与外贸企业携手共赢未来。

（上接第一版）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

人次，迅速成为夏游崇礼的“顶流”。

此外，他们还在雪如意攀岩馆挑战极

限，在顶峰俱乐部品尝融合本地风味

的创意料理，于太子城冬奥场馆沉浸

式研学，在文创商店挑选带有冰雪印

记的纪念徽章。“3天花费3000多元，

收获的是满满的快乐与回忆。”李女士

感叹,“夏天的崇礼充满惊喜，雪季我

们还要来体验‘冰火两重天’的魅力。”

赛事的“乘数效应”正在崇礼持续

发酵。赛事期间举办的“体育经济·区

域经济·校友经济”发展论坛上，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0余所顶尖商

学院的学者、企业家、跑者展开头脑风

暴，探讨体育产业如何来驱动区域经

济，带动更多的消费新场景。共赴山

河联合创始人李威坦言：“我们要通过

户外赛事、特色美食、文化旅游等打造

‘体育赛事+会议会展+文旅体验’多

业态融合消费的场景，让崇礼成为企

业家的健康生活目的地。”维景酒店负

责人也深有感触：“各类比赛以及高端

会议论坛带来的客流，让客房入住率

屡创新高。”

如今的崇礼，正以“一日比赛，多

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消费”为路径，

推动体育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留量”

转化。各大滑雪场也顺势推出缆车观

光、滑翔伞、露营烧烤、音乐节等200

多项玩法，48家国际国内知名餐饮品

牌与特色“崇礼菜单”相映成趣，从烤

全羊的豪迈到莜面窝窝的精巧，满足

不同味蕾需求；57家星级酒店与主题

民宿各具特色，既有国际连锁品牌的

标准化服务，也有融入北方民居元素

的特色院落，吃、住、玩全链条升级。

更令人惊喜的是，2024年崇礼夏季接

待游客量首次超过冬季，后奥运效应

正从“一季火”向“四季热”全面释放。

谈到下一步文旅消费新场景的打

造方向，吴利亚眼里满是憧憬和决心：

“我们将深耕赛事、会展、研学、旅游四

型经济，策划亲子趣味活动、手工创作

活动，夏季特色户外运动以及农产品

博览会、文创产品展销会等，争取做到

旅游全年无淡季、月月有新意。”

崇礼正以赛事为笔，在山水间勾

勒出“体育赛事＋会议会展＋特色美

食＋文化旅游”融合新图景，多元业态

交织成消费新场景，邀八方来客共赴

精彩。

崇礼以赛事为笔勾勒消费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