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通讯员
刘志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部署，
为河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刘宝
岐表示，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把加
快建设农业强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河北
场景之一，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深入领
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要求，对标对
表国家和省未来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任
务，把建设产业优化、绿色安全、经营
高效的农业强省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
作重点，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据介绍，到2027年，全省农业发
展基础更加稳固，综合实力大幅提
高，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粮食总产量跨上800亿斤新台阶；“菜
篮子”产品供应能力大幅提升，全省
蔬菜总产量达到5400万吨，设施蔬菜
面积达到 370万亩，衡沧高品质蔬菜
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生鲜乳产量突破
700 万吨大关，乳制品品种更加丰
富；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2.2万亿
元；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实现全程机械
化，种养业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仓廪实，国业实；农业稳，国家
稳。河北是农业大省，今年以来，全
省农业农村系统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
好、稳中向优的良好态势。前三季
度，一产增加值 2543.2亿元，同比增
长 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05元，同比增长 6.5%。秋粮丰收
已成定局，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超
过 770亿斤，实现面积、单产、总产

“三增加”。
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紧紧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科学谋划、系
统部署，提出扎实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对接京津需求，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着力
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声声号角催
人奋进。

新征程上，河北将着力搭建平
台、营造环境、优化政策，全力推进
项目落地落实，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推进设施蔬菜、奶业等特色产业
发展，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全面加
快农业强省建设。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3年，新
建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农田 300万
亩，达到 5500 万亩；加强“马兰一
号”小麦品种推广管理，提高单产水
平；创建31个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
县；在4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建成1000

万亩“吨半粮”示范区；在冀中南地
区建设550万亩优质强筋小麦示范区，
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50万亩。

稳定“菜篮子”产品供应。2023
年，启动建设衡沧高品质蔬菜产业基
地；做强5个单品规模超5万亩的蔬菜
大县，新建改造设施蔬菜30万亩、达
到365万亩，新建5个国际一流的智能
连栋设施基地，增强蔬菜周年生产供
应能力。新建扩建一批乳制品加工厂
和奶牛养殖场，年增生鲜乳产量30万
吨、乳制品加工能力70万吨。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实施强
龙行动，重点培育汇福粮油、今麦
郎、君乐宝、晨光、同福、美客多等
农业头部企业，争创世界一流企业。
培育新增 2个百亿级重点企业，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到 1000
个。举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大会，引
进名企进驻河北。

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立足优势特

色产业和产业链特点，加强奶业、中
央厨房、蔬菜、中药材、精品肉类 5
个千亿级产业工程和高标准农田、设
施农业、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等在建
项目管理，尽快建成投产。省市县联
合抓好招商，梳理每个行业头部企
业，开展一对一招商，引进一批战略
合作项目。

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借鉴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办法，创建 20
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个园区
立足资源禀赋，重点发展1至2个主导
产业，着力引导资本、人才、土地、
管理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全面推进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农业园区全面实现质量安全
可追溯。培育一批彰显地域特色的产
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公用品牌，
提高特色产品市场竞争力。

完善支撑服务体系。加强23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

设，围绕做大做强全省特色优势产
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技术服
务，提升全产业链科技支撑水平。做
大做强15个优势种业企业，建设小型
种质资源库、创新联合体和商业化育
种中心。培育多元化服务组织，向农
户提供机耕机收、统防统治、代耕代
种、统一购销等全程服务，提高生产
经营组织化水平。

按照部署，到2035年，河北形成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率先建
成国内一流的农业现代化强省。智慧
农业初步形成，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
破，农业生产实现作业机械化、装备
智能化，数字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农
产品供应极大丰富，品种多样、质量
安全、绿色高效、品牌高端，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肉蛋菜奶等主
要农产品量质齐升，全国领先。农业
产业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农产品基
本实现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农产
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进入
全国前 5位。新型经营主体和高素质
农民成为农业主力军，农业技术推广
培训体系健全，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河北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河北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设施蔬菜推进设施蔬菜、、奶业等特色产业发展奶业等特色产业发展

建设产业优化建设产业优化、、绿色安全绿色安全、、经营高效的农业强省经营高效的农业强省

本报讯（记者申萍 通讯
员李辉 潘爽） 11 月 21 日，
随着 20 万吨级的矿石船舶

“裕月”轮卸船完毕，黄骅港
综合港区、散货港区累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 8986万吨，提
前41天刷新建港以来年度最
高纪录。

今年以来，沧州港务集
团抢抓海洋强国建设机遇，
紧紧围绕港口功能定位，以
国际化视野，向海发展、向
海图强，大力推进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联合央企
招商，进一步加快码头、集
疏运体系、物流园区和智慧
港口等重大项目合作与建
设。相继开通首条沧州黄骅
港至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
线，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集
装箱外贸航线开航，总投资
56.99亿元的黄骅港集疏运体

系项目开工建设、第八个内
陆港在新华区成功建立、开
启中欧班列“公铁海”联运
新模式、智慧港口项目建设
全面启动……一大批契合黄
骅港发展的好项目接连落
地，掀起了新一轮港口大开
发大建设的热潮，不断推动
黄骅港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构建以港带产、以产促
城、港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

同时，充分发挥港口管理
职能，利用码头岸线资源、潮
汐窗口期，科学安排船舶进出
港计划，加强与海事、边检、
海关、港航、引航及各业主码
头等单位密切合作，确保船舶
航行和港口生产安全。截至目
前，累计组织船舶进出港4370
艘次，同比增长 35.38%。其
中，20万吨级船舶进出港773
艘次，同比增长28.41%。

黄骅港综合港区散货黄骅港综合港区散货
港区吞吐量创新高港区吞吐量创新高
提前提前4141天刷新建港以来年度最高纪录天刷新建港以来年度最高纪录

黄骅举重选手赵飞黄骅举重选手赵飞
全国锦标赛获佳绩全国锦标赛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张梓欣 通
讯员任振宇） 日前，在刚刚
结束的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
暨全国男子举重冠军赛上，
渤海新区黄骅市选手赵飞表
现神勇，获得 109公斤以上
级抓举第二、总成绩第四名
的好成绩。

据了解，在浙江省海宁
市举办的 2022年全国男子举
重锦标赛，是巴黎奥运会周
期中国举重协会举办的一次
全国最高水平比赛，比赛级
别包括 55 公斤级、61 公斤
级、67公斤级、73公斤级、

81公斤级、89公斤级、96公
斤级、102公斤级、109公斤
级、109公斤以上级共 10个
级别，赵飞参加的是 109公
斤以上级的角逐。

赵飞今年 23 岁，是渤
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镇大
科牛村人， 2010 年进入石
家 庄 市 体 育 运 动 学 校 学
习， 2015 年进入省体育局
体操举重柔道运动中心，
曾 多 次 在 比 赛 中 获 得 佳
绩。“今后，我将继续努
力，争取为祖国和家乡争
得更多荣誉。”赵飞说。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市县处级及以下干部学习贯彻全市县处级及以下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网班开班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网班开班

33..22万余名干部参与线上学习万余名干部参与线上学习
本报讯 （孙宏伟 杨继

超） 日前，全市县处级及以
下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题网班开班，3.2万余
名干部参与线上学习。大家
认真聆听记录，积极思考交
流，深受启发、备受鼓舞。

此次培训根据市委安
排，由市委组织部开设，时
长为期一个月。培训围绕全
面完整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设置了15场专题
讲座，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在
线授课。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副社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特约评论员杨禹，以“向着
伟大复兴前进”为主题开启
了首场培训课程。

培训期间，市直各部门

及县 （市、区） 干部通过
“专题网班+个人自学+线下
研讨”的形式，完成规定学
习任务。所有课程均开启

“回看”功能，学员可利用电
脑、手机随时随地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了学
习工作“两不误”。各地各单
位还将以线下形式组织开展
专题研讨，每名学员均结合
工作实际认真撰写发言材料
和心得体会，确保学有所获。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立
足新时代新征程，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和更加昂扬的状态投身
工作，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奋力开创新时代建设沿海经
济强市新局面贡献力量。

将创新精神融入血液的将创新精神融入血液的““隐形冠军隐形冠军””
———记全省首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记全省首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领跑者””企业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企业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鲁 萍

最近，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开启 24小时生产
模式：驾车侧围、发动机罩内外板、
顶盖等模具，源源不断地下线，准备
运往世界各地的知名车企。

在汽车模具生产领域，“兴达”是
绕不开的名字。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
制造有限公司，建于 1992 年。 30 年
来，兴达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的第一动
力，成功研发出大型内板和高强度钢
板模具，同时依托资源优势建设了河
北省汽车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研究院，在科技创新与产业技术课
题研发上集中发力。

如今，兴达是一家拥有 7 个分公
司、3个研发中心的大型汽车冲压模具
集团企业，已跻身世界领先地位，先
后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
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省产业集
群龙头企业、乘用车车身冲压模具AA
级企业、中国汽车覆盖件模具重点骨
干企业等荣誉。

“兴达，把创新精神融入到了企业
的血液中。”泊头市兴达模具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长锁说。对图形有一种
天然领悟能力和分析理解力的王长

锁，对模具生产有着强烈的兴趣，乐
此不疲地享受着模具生产带来的挑
战。他曾经在天津汽车模具厂当临时
工。学有所成后回乡创办了泊头市兴
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达在当时算得上是一家比较规
范的汽车模具生产企业，从原材料采
购、技术工艺方案、结构设计到加工
工艺、装配工艺方面，都是按照天津
汽车模具的标准流程来完成，因此企
业在众多小企业中脱颖而出。

坚持自主研发，但从不闭门造
车。与国际顶尖的模具公司合作交
流，更加快了兴达自主研发的脚步。
2008 年，兴达引进日本的模具技术。

“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消化吸收，沉淀
为自己的技术。”兴达引领性地提出全
数字化的设计理念，引进国际最先进
的 CAD、CAE、CAM 软件，实现了从
产品设计到产品加工全部采用三维设
计和模拟仿真。

“为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勇于学
习先进。”王长锁说。2009年，兴达成
功开发出了外覆盖件模具，使兴达模
具技术在国内外达到领先水平，为走
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
础，实现了兴达的“第二次飞跃”。

2013 年，模具行业低迷，原材
料、设备价格直线下降。兴达却抓住
这个时机，实现了“赶超国际先进水
平”的目标。兴达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力度，引进了国外先进生产线和测量
设备 20 台套，建立高标准车间 2 万平
方米。王长锁说，如果只是为了接订
单时给客户展示几台设备，永远达不
到行业最高标准的要求。要拉伸、修
边冲孔、翻边整形，所有工序都用先
进设备，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完全
自主研发的大型高端外覆盖件模具成
功开发，并实现出口，标志着兴达在
中国模具行业进入第一梯队。

“兴达成为‘隐形冠军’的秘诀，
在于拥有一个不可复制的技术人才团
队。他们在一道道新的命题面前，始
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勇于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尝试者，让兴达模具不
断刷新自己的纪录。”王长锁说，他的
技术人员和他高度相似，“痴迷于钻
研，在突破中获得快乐，享受着创新
带来的喜悦”。

发展至今，兴达成为院士重点合作
单位，组成了含 3名院士专职科研助手
在内的 17人的科研团队，累计申报发
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6项；建设

河北省汽车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围绕汽车冲压模具制造技术领域，
以汽车冲压件及模具产品为主体，涵盖
专业研究、技术支持、业务培训、成果
转化等方面；建设河北省汽车冲压模具
产业研究院，对河北省乃至我国汽车模
具制造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完善创新团队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创新团队致力于研发高端模具材
料先进制备技术，在提升常用材料品质
和使用寿命的同时，使高端模具产品的
寿命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或超过国际先
进水平。筑巢引凤，招才引智。兴达目
前拥有研发人员 308 人，包括天津大
学、哈工大、河北工业大学、山东大
学、合工大等高校毕业的大批高学历科
技人才。

“ 预 计 今 年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6%，全年出口将达到 1600 万美元。”
王长锁介绍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兴起，兴达也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
遇。尤其今年入选工信部专精特新重
点“小巨人”后，兴达借助国家奖补
资金和政策支持，依托省级产业技术
研究院等 5 个省级研发平台，加大新
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投入力度，力
争持续推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聚焦全省首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聚焦全省首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领跑者””企业企业

日前，在任丘市某儿童游乐场，一名8岁女童的手臂被卡在抓娃娃机内，情况十分危急。任丘市会战
北道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将抓娃娃机上方玻璃柜
打开，然后让女童躺平，将女童手臂慢慢推出，所幸的是女童手臂并无大碍。

郭玉培 赵雪聪 摄

近日，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完成“经典中视频4K修复计
划”，用4K技术修复老动画的画质，让观众既能重温过去，又有耳
目一新的感觉。此类视频一经上线，就受到了诸多网友的“追
捧”，升级的画面，不变的内涵，让大家带着新鲜感重温过去，可
谓经典与现代的一次完美结合。

最近，抖音等平台也刮起了“怀旧风”，很多人通过分享过
去的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流行歌曲、经典书籍，收获了超高的
浏览量和关注度。此类视频之所以“大火”，不只是因为人们喜
欢怀旧，还因为那些作品即使时隔多年，依然引人入胜、耐人寻
味，散发着经典的无穷魅力。回想初遇经典的时光，一部剧、一
本书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时至今日，其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
目，甚至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所谓“百看不厌”，在这些经
典作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种文学作品的呈现
手法日益多元化。有的作品虽然包装精致、视觉震撼，却只是沦
为一时的流量，而非永恒的经典。有的作品看一遍就够了，有的
作品“二刷”“三刷”却依然能收获新的惊喜和感悟，这就是作
品质量差异的具体体现。真正的经典，永远是那些发人深思、令
人念念不忘的作品，追求“新潮”的同时，不能忘了对作品内涵
的精雕细刻，向那些永不凋零的传统经典学习，也是一种“新
潮”。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典也有被遗忘、被忽略的风险。尤其
对一些未曾看过那些经典的年轻人来说，这其实是一种遗憾。
影响当代年轻人感悟经典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欣赏文学作品
的“快餐现象”：“三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名著”“两分钟看完一
部电影”……短短几分钟，能够看完的只是故事梗概，但其中
的精髓，远不是几分钟就可以参透的。另一方面则是老文学作
品相对粗糙的封面、画面，让一些追求视听享受的年轻人“望而
却步”。为了让经典作品不因外
形而被忽略，各个领域不妨多一
些“修复计划”，让经典焕发现
代光彩，给喜欢它们的人一些新
鲜感，给没看过它们的人一次入
门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
员王洪胜）近日，一位盐山的网
友上传了一段冬天槐树开花的小
视频，视频中难得一见的现象吸
引了许多网友关注，频频转发这
条视频。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在盐山

县韩集镇南马庄村东南角通往后
李村的一条砖道旁，两棵紧挨着
的槐树青枝绿叶，开出朵朵淡黄
色的花，而其周围的树木基本已
落叶成枯，两个画面形成鲜明对
比，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据盐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正高级工程师王连洲介绍，槐树
冬季开花情况确实比较少见，主
要原因是由于生长季节槐树遭遇
了病虫危害、不良环境因素等影
响，树叶全部或大部早期脱落。
在温度、湿度适合的情况下，当
年出现二次发芽、展叶、开花的
现象，反季节开花会消耗树木能
量，减弱树势，对次年的正常生
长不利。

盐山南马村两棵槐树冬天开花盐山南马村两棵槐树冬天开花

让怀旧经典焕发现代光彩让怀旧经典焕发现代光彩
王汝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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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7年，全省
农业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到2035年，率先建成国内
一流的农业现代化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