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色橙黄，表皮结霜，冰柿散发诱

人香气。吃上一口冷冻的果肉，舌尖

触感细腻绵软、清凉冰爽，像是在吃冰

激凌。

河北保定冰柿，凭借独特口感、绿

色品质和四季销售优势走俏市场，成

为网红美食。“味道浓郁，绿色健康”

“好吃，多买几个”……社交媒体上，网

友不吝好评。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新产业新业

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

收。河北省保定市创新打造冰柿产

品，让柿子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

进群众增收的新动力。今年，保定冰

柿预计上市约320万个，产业产值约

3200万元。

转型卖冰柿 滞销变畅销

保定是全国柿子七大主产区之

一。当地生产的磨盘柿，形状扁圆，果

肉细腻，味甜多汁。保定市磨盘柿种

植面积27.8万亩，年产量约50万吨，

占全国的12%，尤以易县种植广、产

量高。

然而，曾颇受欢迎的保定柿子一

度不好卖了。“柿子不易保鲜，只能在

秋冬短暂售卖。水果品类也在增多，

柿子卖不上价。”易县柿柿如意农产品

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旺说，2014

年前后，柿子行情低迷，甚至出现了柿

子无人采摘的现象。

面对滞销，王永旺带领农户成立合

作社，开发柿子加工品。但柿饼、柿子

醋、柿子酒等产品，都没能赢得市场。

2022年夏天，王永旺在外省偶然

注意到冷冻水果，得到了启发：“卖冰

柿！”他深知，磨盘柿糖分大、水分多、

不怕冻，优势明显。于是，王永旺投资

建设了厂房和冷库，购买了冷冻技术

专利及烘干机、削皮机等设备。

制作冰柿的关键技术，在于脱涩

和温度控制。要采用低温速冻，控制

细胞破损率，尽可能保留柿子的外形

和口感；通过“升温”，让柿子释放二氧

化碳，物理脱涩；再通过“变温”，让果

肉组织充分糖化。“加工过程中不放多

余的东西，保证绿色健康和营养价

值。”王永旺说。

为解决吃柿子容易流汁、弄脏手

的问题，王永旺还想到了妙招：把整个

冰柿放进盒子里，像吃杯装冰激凌一

样，用勺挖着吃。柿子就此做成了“冰

激凌”。

去年，王永旺带着冰柿参加全球高

端食品展览会、中国冰激凌冷食展览会，

冰柿一亮相就大受欢迎。后来，有数百

个客户与王永旺达成合作意向。“这下试

对了！”王永旺的脸上满是欣慰。

工序标准化 产业组联盟

在保定，也有其他经营主体与王

永旺不谋而合，想到了走生产冰柿这

条路。

保定沃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无

菌生产车间里，一枚枚磨盘柿经过清

洗、装杯、杀菌、覆膜、速冻等十几道工

序，被加工为冰柿，装上冷链运输车，

送往各地。

“厂里每天都在赶工。”沃隆农业

负责人郭子龙说，保定冰柿已在盒马

鲜生、北京物美、欧亚集团等平台上

架，逐步向全国铺货。

面对广阔市场，标准化工序的建

立和完善势在必行。保定与中国农业

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在种植管

理、产品加工、冷藏存储等环节建立标

准化体系。“比如，生产过程中精准控

温冷冻，误差不超过0.5摄氏度，在锁

住柿子清甜口感的同时，还延长了保

质期。”郭子龙说。

针对中小微冰柿企业缺资金、缺

土地等问题，易县创新推出共享商业

模式，高标准建设190亩农副产品加

工共享工厂。“一期项目建设40亩标

准化共享生产车间、冷库、办公楼等基

础设施，并配备生产加工全自动设备、

电商直播基地、物流配套设施，预计今

年10月投产。”易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孙克军介绍。 （下转第二版）

柿子做成“冰激凌”，好卖
□人民日报记者 张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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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

的意见》7月14日发布。意见指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承

担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止争、维

护公正的重要职能。

意见从总体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

审判工作的领导、以严格公正司法保障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审

判工作支撑保障等6方面作出部署，加强

新时代审判工作，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

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扫码看《意见》全文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审判工作的意见》发布

生物医药，一头连着百姓福祉，关

系着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需求；一头

牵着经济发展，积蓄着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新动能。

近年来，河北向“新”发力，向“高”

而攀，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条。河北抗生素和维生素原料生产能

力全球领先，片剂、胶囊、粉针等制剂

产品生产能力全国领先，中药注射液

产量居全国首位。

科技创新，是生物医药
企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6月13日，石药集团通过对外授权

（License-out），与跨国药企阿斯利康

签订战略研发合作协议。石药集团将

利用自身的AI技术药物发现平台，为

阿斯利康发现和开发新型口服小分子

候选药物，合同总金额达53.3亿美元。

这并非该企业新药研发技术或产

品首次“出海”。在此之前，石药集团

已有11个产品实现对外授权，合同金

额超73亿美元。

记者了解到，2024年以来，石药集

团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上市了恩

朗苏拜单抗、奥马珠单抗等多款新药，

JMT101、注射用西罗莫司（白蛋白结

合型）等获得中国突破性治疗认定。

目前，在研创新药和创新制剂项目有

200余个，预计到2028年底，将有50

余款新药或新适应症申报上市。

不止石药集团。在河北，越来越

多的生物医药企业以创新为翼，实现

高质量发展。

华北制药研发的中国首个重组全人

源抗狂犬病毒单克隆抗体制剂——奥木

替韦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后，2024年

又获得儿童适应症注册批件；

华普石家庄医药有限公司所生产

的CpG佐剂被称作新一代疫苗的“发动

机”，解决了相关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以岭药业专利中药通心络胶囊、

芪苈强心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连花清

瘟胶囊等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注册上市……

从“跟跑”到“领跑”，河
北医药企业崭露头角竞逐世
界舞台

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

产业。

2024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

企业有487家，石药集团、以岭药业、

华北制药、石家庄四药、神威药业连续

7年位列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产业正在

不断追高、上新。

从研发、生产到临床应用，生物医

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闭环离不开创新

体制机制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奔着产业堵点难点“对症施药”，

河北印发了《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支持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关于支

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关于支持石家庄市生物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为全省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乘车进入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石

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四环医药、药

明生物等知名药企标志不断掠过，园

区内医药巨头云集。

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

典型的城中村，只在南、北郄马村周

边，插花一样分布着一些企业。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石家庄

变插花式开发为集中发展，规划建设

了总面积2.8万亩的国际生物医药园，

加快构建集研发、孵化、产业化、销售

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科技研发周

期长、投入大等挑战，园区设立共享

实验室，为初创企业节约前期的固定

资产投资；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创投

基金及天使基金等方式，为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企业量身定制资金解决

方案。此外，（下转第二版）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赵晓慧

河北生物医药产业以创新为翼竞逐世界舞台

在河北涉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

令部旧址院内，战争年代种下的丁香

树和紫荆树枝繁叶茂，为缅怀先烈的

游客提供荫庇，见证岁月留下的痕迹。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

战争年代，坐落于太行山东麓的

涉县为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这里的高端结

构钢产业集群茁壮成长，以绿色、智慧

的标签实现产业突围。

在涉县经济开发区的河钢集团邯

钢新区生产车间内，只需要约两分钟，

火红的钢坯便可变成一卷卷耐酸抗腐

蚀管线钢。轧钢工序能耗降低50％以

上，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75％，低温余

热资源实现100％回收利用……

绿色生产为革命老区注入产业转

型的源头活水，红色基因让老区人民

将奋斗精神代代相传。

在衡水湖畔的冀州现代农业融合

创新基地，数十座高标准温室大棚内

果蔬飘香，展示着设施农业的发展成

果。炎炎夏日，棚内的喷淋设备喷洒

出细密的水雾，通过精确的温湿度控

制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曾经烽火弥漫的战场，如今正谱

写智慧农业新篇章。

“我们全面推广设施大棚环境数

据采集管控、智能化机械应用、电动外

遮阳等系统。”冀州区农投公司总经理

陈春成介绍，基地内的物联网智能远

程控制柜能根据环境和蔬菜长势，自

动补光、通风、换气。

在全面优化温、光、水、气、肥等利

用的前提下，基地生产经营效率能够

提高80％，节约水肥资源60％。有了

科技的加持，越来越多的冀州优质蔬

菜进入了北京、天津等市场的菜篮子。

雄碑立处英魂在，星火燎原日月新。

在河北邱县，香城固伏击战纪念

碑高高耸立，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

的英雄事迹。

邱县的食品产业聚集区内，工人忙

碌，机器轰鸣。近年来，多家食品加工企

业在这里落地生根，将这个冀南地区传

统农业县变成了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公司的主营业务正在陆续转移

到邱县。”河北康贝尔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于海生说，企业最为看重的是当

地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还会在现

有基础上加大投入。

目前，邱县有各类食品企业超过

200家，带动群众就业超过1万人，食

品产业集群营收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

献率达28.3％，年营收突破150亿元。

从烽火硝烟到振兴热土，新时代

的伟大征程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依

旧勤劳坚强，用春笋般崛起的产业集

群书写时代新篇。

（新华社石家庄7月14日电）

产 业 集 群 加 速 崛 起
——河北革命老区发展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董笑坤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郑梦婷 许晓星）想让来河北的

游客玩得更安心、更舒心，买得更放心，河北文旅放大招了。7月14

日，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金融监管局指导下，人保财险河北

省分公司联合平安财险、太平洋保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燕赵

财险创新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

“畅游河北安心险”是专门面向旅游景区等旅游企业的公众责任

保险产品，对旅游企业在依法经营过程中因过失或意外导致的游客

及第三方人身伤亡进行赔偿。

人保财险河北省分公司牵头推出的“畅游河北安心险”，从保障

范围、保障内容、保障额度、费率等方面进行规范，与现有市场上的公

众责任保险相比，同等保障额度情况下保费普遍降低，能够满足不同

旅游场景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畅游河北安心险”产品具有六大创新特点：一是保障范围更

精准。全省所有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夜间消费聚集区均可投

保，按照旅游企业年度游客接待量精准设计八档保障额度，满足

各类旅游企业需求。二是保险费用更优惠。保障额度相同的情

况下，该产品保费最高优惠15%。三是保障额度更充分。统一规

范赔偿限额，年度累计最高保障额度1600万元。四是投保更便

捷。保险公司推出线上报价小程序，旅游企业可根据年累计旅游

人次、旅游项目和保障额度，确定保费价格，实现快速投保。五

是理赔服务更迅速。保险公司按照“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

预赔”机制，统一规范理赔流程和赔付标准，提升游客获赔满意

度。六是风险预防更主动。建立旅游企业风险预防机制，保险公

司对旅游企业开展防灾减灾服务，研发大数据风险模型，定期开

展风险评估，指导旅游企业采取有针对性防范措施，将事后处理

向事前预防转变。

“畅游河北安心险”
保障范围更精准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张艺萌）近日，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外来人员防汛安全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强

化外来人员防汛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要全面精准掌握外来人员信息，纳入属地防汛管

理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责任，督促在建项目建设、施工

单位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防汛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规范值班

值守。

属地政府部门与项目建设、施工单位需建立高效预警信息传递

机制，专人负责，确保预警及时精准“叫应”到各项目部、施工班组。

乡镇（街道）将外来务工人员、游客纳入防汛网格管理与预警“叫应”

范围。落实临灾预警“叫应”反馈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

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

基层防汛责任人动态跟踪外来人员情况，强降雨预报前重点清

查，防止转移遗漏。发布高级别预警时，严格落实施工项目停工撤

人、旅游景区停业、游客劝返等措施。夜间有强降雨预报，天黑前完

成人员转移。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施工单位执行河道管理规定，自查

营地选址，明确逃生路线与避险点。

针对外来人员开展防灾避险科普宣传，定期开展极端情况应急

演练。明确信息报送流程和责任人，一旦发生防汛安全事件，必须立

即向上级部门报告，做出科学决策。

河 北 将 外 来 人 员 纳 入
防汛网格管理与预警“叫应”范围

石药集团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药研发。

7月13日，游客在唐山市丰南区河头老街景区暖心驿站享受

免费饮品。眼下，我国华北、黄淮等地区持续高温，多地积极采

取措施，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