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位于东光县的海
岳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内，
各项生产有序进行。作为曾经
承接重点项目关键部件设计和
试制的公司，海岳是国内大钻
机唯一生产商。

“今年一季度，我们实现工
业总产值 966万元，比去年同
期提高 52%；实现销售收入
830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56%。”公司总经理王桐利感慨
道，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
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为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
落地提供强力支撑，东光县坚
持专班推进，成立综合协调专
班、土地保障专班、招商引资
专班等 10 个工作专班，压实
责任分工，形成合力。大力推
行项目工作法，实施项目推进
要素管理，明确项目推进各环
节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倒排
工期，确保如期完成。建立

“一个项目、一个县领导、一

个部门主要领导、一个包联人
员、一套帮扶方案”的包联模
式，压实包联责任。

同时，东光县以深入开展
“三统筹三扩大四创建”活动为
契机，全面推进集中办公、现
场办公、并联审批、双向承诺
等经验做法，持续优化项目建
设模式，严格执行项目审批 39
天时限标准。切实发挥“县委
书记县长企业家直通车”作
用，进一步打通梗阻环节。创
新审批方式，探索“虚拟审
批”“容缺审批”模式，在办理
土地手续过程中，并联推进规
划、环评、安评、施工许可证
等开工前各项手续办理，基本
实现拿地即开工。强化土地保
障，持续开展“土地唤醒”行
动，通过腾地征迁一批、合作
重组一批、提升改造一批、收
储出让一批等方式，拓展用地
空间，让重点项目引得来、留
得住、发展好。

【阅读提示】

今年以来，渤海新区

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

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和集疏

运体系建设，全力抓投

资、上项目、促发展，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

代临港产业体系，加快形

成以港促产、以港兴城、

城港互动、城港共融的发

展格局。

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四月初十 P5责任编辑 吕 坤

电话 3155703 电邮myjjtk@126.com
深读聚焦
SHENDU JUJIAO

““一县一策一县一策””

找准发展新定位找准发展新定位
素 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和
具体任务。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县域治理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也与
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紧密相连。

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
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城
的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
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
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
口的近 30%。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城里人”有近三成是住在县城里的。
承载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城镇常住

人口的县城，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协
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力支
撑。

当前，我国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
期，将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县城

“城尾乡头”的区域特征，决定了其连
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属性。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
顺应了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满足了广
大农民到县城安家就业的需求，又有利
于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
助于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作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未来的“县城”该怎么建呢？

这份关于城镇化建设的新《意见》
明确提出：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
项，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
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
提标扩面。同时要将全国县城进行功能
定位，也就是按照不同特点分成五个类
别，确定不同发展路径，包括：加快发
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
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
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
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另外，意见明确，要增强产业支撑
能力，突出特色、错位发展，重点发展
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
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统筹培育本地产业
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我国县城数量大、类型多，自然禀
赋和发展路径也各不相同。推动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充分尊重
县城发展规律，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
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
要，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
径。对此，意见特别强调要坚持“一县
一策”，强化规划引领，兼顾县级市城
区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发展要求，
精准补齐短板弱项。

《意见》的印发，意味着县城这一
层面的城镇化，迎来近年来最全面也最
有针对性的政策部署。这不仅在明确县
城重要作用的基础上，从观念上引导大
家将目光转移，同时，也将从公共政策
上引导更多优质资源落脚到县城。

县城的建设发展，将是国内经济社
会发展所拥有的巨大韧性和潜力。

这对全国 8000 多个县城都是全新
的发展机遇。在找到优势做好定位的同
时，也要记得，短板就是未来工作的着
力点，就是巨大的发展潜力。

““港腹联动港腹联动””
项目变产业项目变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吕 坤坤

“全能”柔性设备闯入国际市场

“目前都是周边其他港区来为
黄骅港的船队提供售油服务，咱们
的燃料油码头项目建成后，船队作
业更加便利，黄骅港的基础配套设
施也就更全面了。”

在黄骅港综合港区燃料油码头
的建设现场，沧州渤海新区港坤船
舶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华介
绍，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港池疏
浚、方桩打设、梁板安装等主体施
工，正在进行附属设施的建造。

渤海新区是我市沿海经济带建
设的主阵地，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和
集疏运体系建设，对港口的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年以
来，沧州聚焦港口建设的难点、堵
点，成立了港口项目跑办专班，全
力推进总投资超500亿元的22个码
头和 7条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加
强集疏运体系打造，向“港腹联
动”的目标大步迈进。

渤海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邹
广通表示，渤海新区通过建立基
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解决
了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当前，渤海新区正
在加快推进在建的 6个码头项目建
设，争取年内竣工投产。对于其他
16个码头和 6条铁路专用线项目，
渤海新区也加大了前期跑办的力
度，积极地协助企业进行赴省跑办
前期手续，争取尽快开工建设。

随着港口功能的不断完善，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在
沧州落地。

河北科迈橡胶新材料项目是
我市着力引进的省重点项目，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橡胶
助剂生产和研发基地。为了确保
项目如期投产，渤海新区深入实
行现场办公、包联帮扶、定期走
访、建立企业台账等举措，全力
解决企业在建设生产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

“在疫情管控方面，园区指定
了包联人指导我们进行疫情防
控。近期针对原材料进场困难，
园区又派专人和我们进行高速公
路入口的对接，让原材料能够顺
利进入企业。”河北科迈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建宁表示，
园区管委会在公司项目建设过程
中给予很多帮助，让公司的工程
进度很快，一期项目主体设备已
经完成了 95%，管道安装、电气
仪表安装进度在60%。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
为了让项目早日变成产业，渤海新
区正在全速奔跑。

为了让企业心无旁骛搞建设，
渤海新区从项目签约到投产运营，
全程提供服务，帮助投资者解决土
地、资金、疫情防控等方面的问
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今年以
来，渤海新区签约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 10个，总投资 27.76亿元，生物
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占比达 80%以上，总投资
113.5亿元的 26个亿元以上项目集
中开工，共推进省技改库项目 88
个，总投资326亿元。

邹广通表示，对于已经签约
的 375 个亿元以上项目、 415 个
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以及所有的
规上工业企业，渤海新区全部落
实了领导包联责任。坚持一周一
督导、两周一调度、一月一研判
的工作机制，对企业在项目建设
和生产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
题进行帮扶解决。对短时难以解
决的问题，及时提交到专题调度
会，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通过
以上这些措施，确保所有新区的
企业能够在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上有效解决问题，开足马力，加
快生产，为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作出贡献。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推动工业企业变身推动工业企业变身推动工业企业变身“““高大强高大强高大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吕 坤坤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我
们销售收入增长率达 500%，
靠的就是科技创新。”朗锐包
装技术（沧州）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瑞松说。

在位于运河工业园区的
朗 锐 公 司 ， 一 台 “ 高 柔
性、大跨度”包装机械成
为国际市场的宠儿，它可
以轻触屏幕实现一键快速
换产、10 秒钟更换生产品
项、一台设备能够生产涵
盖行业内 90%的所需产品。
而在此前，一台设备能生
产两三种产品就已经达到
柔性标准……在快速换产、
连续下料、便捷维护、能
耗 效 率 等 方 面 都 极 具 优
势，且占用空间小、运行
稳定、综合效率更高，即
便是在国际市场上，这样

“全能”的包装机械设备也
堪称独一无二。

朗锐包装技术 （沧州）
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包装
系统集成商，以技术研发为
核心，技术人员占公司总人
数的 45%，主要客户为在食
品、快消品、日化、药品等
行业位居前三位的国际、国
内一线知名品牌。目前，朗
锐已拥有发明专利 6项、实
用新型专利14项、软件著作

3项、国际商标7个、国内商
标6个。

今年以来，沧州围绕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
群”，不断提升产业引领力、
技术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快形成全市工业产业发展
新格局。突出科技创新，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人
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快锻造
关键核心技术。

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沧州发展壮大汽车
制造、绿色化工等四大传
统优势产业，加快开发区
汽车产业主阵地建设，支
持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扩大
中高端整车产能，力促献
县来福汽车零部件工业园
等项目建成投用。推动绿
色化工向高端化、精细化
迈进，全力推进总投资 345
亿元的中海油中捷石化新
材料项目签约落地，确保
鑫海化工产业质量升级、
沧州大化聚碳酸酯等项目
竣工投产，打造国家级化
工合成材料基地。此外，
还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头部企业，开展重大
平台创新资源集聚和科技
企业服务行动。

变单机操作为一体化生产

位于运河工业园区的河
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内，一条电梯门板专用生产
线正在一板一眼认真工作，
自动上料、折弯成型、码
垛，从原材料到成品，全流
程生产只需2分20秒。

“按照这个效率，企业单
日可生产电梯门板 200 件，
相比正在使用的进口品牌单
机，效率提升30%。”沃克曼
公司董事长逯宪斌说，“原来
单机生产需要 4 台单机设
备、12 名有经验的技术工
人，如今新生产线只需 1名
普通工人。”

2018年，基于对国内电
梯生产流程中上料、冲孔、
下料、码垛等都是单机操作
的市场分析，沃克曼公司进
行了电梯专用智能冲床生产
线研发。经过 1年多科研攻
关，成功研制出将自动上料
机、数控转塔冲床、自动下
料机和码垛自动升降台融为
一体的智能生产线，变单机
操作为一体化生产，填补了
国内市场空白，订单纷至沓
来。

2020年，沃克曼又投入
300余万元，陆续研发出家
电智能钣金生产线、汽车零
部件智能生产线，增强了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目前，运河工业园区内
企业建成省级工程实验室 2

个、省市级技术研发机构 7
个、省市级技术创新中心 5
个，逐步确立起以激光和高
端智能装备为特点的产业
结构。园区内企业已经初
步形成互为服务、互为供
求、互为产业链的产业格
局，产业链条生产模式相
对完善，产业聚集优势明
显，从过去只能生产单台
机械设备到现在能够生产
成套装备、搭建无人工厂
和智慧工厂，实现了从自
动化到智能化的跨越。

今年，着眼更大力度推
进动能转换，加快结构调
整、迭代升级，着力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我市在推进
传统优势产业强链条提品质
的基础上，大力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补链条扩容量。聚
焦生物医药、先进再制造、
智能装备等重点领域，实施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
程。围绕打造国家绿色原料
药基地，加快推进北京麦朗
芬杰生物科技、沧州普瑞东
方有机硼系医药中间体等项
目建设，构建“医药中间
体+原料药+制剂”完整产业
链。完善膜产业链条，建设
高新区京津冀膜产业基地。
大力开展节能环保、智能装
备等领域再制造技术研发应
用，突出抓好河间京津冀再
制造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10个专班”服务企业

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

集群”，我市不断提升产业引领

力、技术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快形成全市工业产业发展新格

局。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

真抓实干、挖掘潜力，创新驱

动、激发活力，大力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推动工业企业做大做

强，为沧州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和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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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岳公司正在有序生产海岳公司正在有序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