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今日渤海网： http：//www．bohaitoday．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013 第09556号 今日4版

中共沧州市委主管 中共沧州市委主办 沧州日报社出版

沧州日报微信公众号CANGZHOU DAILY

2024年10月

14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九月十二

本报讯 （记者袁洪丽） 古韵悠长
的 木 板 大 鼓 、 扣 人 心 弦 的 评 书 表
演、令人垂涎的美食展览……10 月
12日至 13日，2024重阳·运河鼓书大
会期间，在南川老街、中国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州坊、
河间市李多奎大剧院等地，一场场
曲艺非遗项目展演、美食文创展活
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了难忘的非遗盛
宴。

12 日上午，中国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热闹非凡。京韵大
鼓 《鼓韵》、陕北说书 《刮大风》、
木板大鼓 《劝善谚语》、苏州评弹

《白蛇传·游湖》、浙江小热昏 《不得
不说好》 等经典曲艺节目在各个展
厅轮番上演，让观众领略了中国传
统曲艺的魅力。

在南川老街朗吟楼主舞台、南川
楼三楼，“曲艺·小段”荟萃吸引了
众 多 非 遗 传 承 人 参 与 。 京 东 大 鼓
《这么近 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东
北大鼓 《小情大爱》、评书 《冷兵
器》、绍兴莲花落 《祖孙尺》 等节目
精彩纷呈，赢得了市民及游客的阵
阵掌声。

敬老主题展演也是此次活动的一
大亮点。12 日、13 日上午，在沧州

市 中 心 医 院 康 养 中 心 和 博 施 康 养
园，燕山大板 《将军还乡》、山东落
子 《家传》、对口快板 《绕口令》、
三弦书 《小黑驴》 等节目为老人们
送去了欢乐和温暖。南川老街博施
中医文化馆还举办了“传奇·大书”
擂台，长篇乐亭大鼓书 《呼家将》、
西河大鼓书 《回龙传》 节目轮番上
演，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听享受。

13 日下午，走进西河大鼓发源
地曲艺展演在河间市李多奎大剧院
举行。西河大鼓、山东琴书、三弦
书、评书、绍兴莲花落、好来宝、
徐州琴书、陕北说书等节目让观众

领略了传统曲艺的风采。
与此同时，“遇见艺术”文化惠

民演出也在南川老街主舞台举行。
木板大鼓、盐山竹板书等节目为人
们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大餐”。

活动期间，大运河非遗美食文创
展在南川老街食坊街、盐运街、南
川楼西广场、园博园、沧州坊等地
举行。津老味煎饼馃子制作技艺、
聊城铁公鸡制作技艺、禹州粉条制
作技艺等非遗美食项目齐聚大运河
畔，让广大游客和市民“一站式”
品尝南北美食，尽享舌尖上的非遗
盛宴。

本报讯（记者袁洪丽）爱在金秋，
情满重阳。2024重阳·运河鼓书大会期
间，沧州发布六条适老旅游线路，分别
是古城书韵欢乐游、西河大鼓寻根游、
河海狮城寻古游、世界文化遗产—大运

河文化体验游、世界自然遗产—南大港
湿地康养游、大运河农耕文化游，请带
上父母，来沧州探古韵、听曲艺、游运
河、赏杂技、享康养吧！

古城书韵欢乐游线路规划：园博

园—沧州坊—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
南川老街。西河大鼓寻根游线路规
划：河间李多奎大剧院—光明戏院—
河间府署—瀛洲公园。河海狮城寻古

游线路规划：沧州博物馆—大运河捷
地减河分洪设施景区—沧州铁狮与旧
城遗址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
文化体验游线路规划：吴桥杂技大世
界—连镇谢家坝—东光铁佛寺。世界
自然遗产—南大港湿地康养游线路规
划：南大港湿地。大运河农耕文化游
线路规划：青县盘古庙—青县司马庄
景区—青县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本报讯（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张
勇）近日，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截
至今年8月底，我市深层地下水位较
2018年基准年同期回升 7.35米。全
市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进一步巩
固提升，地下水生态持续修复。

据悉，今年我市制定《沧州市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2024年度实施计
划》，重点针对深浅层地下水开采
区，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河道清理整

治、水资源监管等综合治理措施，全
市新增压减地下水超采量2905万立方
米。

为推进节水控水，我市不断挖掘
全社会节水潜力，减少地下水开采
量。农业方面，推广节水技术和品
种，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节水降耗；
工业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兴
绿色节水产业，推广节水技术装备应
用，推进企业用水系统集成优化与节

水改造，实现串联用水、
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梯
级利用；推动城市供水老
旧管网改造由市政向庭院
延伸，开展分区计量管
理、压力调控、智能化建
设，系统治理管网漏损；
对公共领域用水，新改扩
建公共建筑采用节水器
具，既有建筑按规定实施

节水改造，限期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
的用水器具。

同时，今年以来全市共引水7.76
亿立方米，其中南水北调中线长江水
2.8亿立方米、东线长江水0.9亿立方
米、黄河水2.09亿立方米、引上游水
库和卫运河水1.98亿立方米。

此外，我市加大城镇污水收集处
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推广将再生
水用于工业生产、建筑施工等；提高
海水淡化产能，在有条件的沿海城镇
将淡化海水作为市政新增供水及应急
备用水源，鼓励沿海区域新增高耗水
工业园区或高耗水工业项目使用海水
淡化水源。

另外，我市今年共争取中央水利
发展资金8.13亿元，计划实施农业灌
溉水源置换、引水调水、补水河道清
理整治、水资源监管等压采项目 24
个，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63%。

我市深层地下水位持续回升我市深层地下水位持续回升

66 年回年回升升 77..3535 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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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鼓听大鼓 品品美食美食 赏文创赏文创

20242024重阳重阳··运河鼓书大会精彩纷呈运河鼓书大会精彩纷呈

日前，走进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各企业生产车间都在开足马力加
紧生产。在河北广祥制药有限公司药物
研究院，记者看到，高分辨质谱联用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高速运转，研发人
员正在整理仪器实时传输的实验数据。

“今年以来，公司取得甲磺酸雷沙吉
兰、盐酸利多卡因原料药等10个新产品
生产批件，产品品种向高端布局。”河北
广祥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永斌说，目
前，公司拥有原料药品种35个，另外包
括盐酸多巴酚丁胺、尼可刹米在内的18
个品种已上报待批，品种结构日趋高端
化，拳头产品咖啡因远销欧美市场。

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今年 4
月由“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更名而来。作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外迁重要承接地，这里在全国首创异地
监管政策，实现了“北京药、沧州造”。

经过近10年建设，园内现有北京企业36
家、天津企业 9家、河北企业 12家，已
投产原料药产品 100 余个，初步形成

“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产业链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京

津冀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着眼协同创新体系促成果转化，沧州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创新驱动和项目
建设双向发力，突出科技赋能，聚焦促
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全流程各
环节，全力构建“科研+小试+中试+生
产”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近年
来，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发展
化学合成药物，围绕“医药中间体+原
料药+制剂”产业链夯实创新链条，加
快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
院、化学药品公共实验平台、中试基
地、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沧
州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吸引更多高

端人才、重大项目、科技成果，加速新
产品、新工艺开展科技攻关，提高综合
竞争力，打造国家级绿色原料药基地。

“对于入驻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的企业，我们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
设，再到建成投产，提供全程跟踪服
务。对发现的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全
面减少企业手续办理时间和成本。”沧州
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招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立足推进产业协同发
展，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完善
产业链招商图谱，明确产业链缺失环节
及国内外重点企业，为产业链招商指明
方向。在生物医药产业上游中间体、原
料药供给、医药包材等领域，推动延
链、补链、强链各环节项目建设，逐步
完善产业链条。

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将按照“合作
共享”原则，通过“市场优先、政府引

导”方式，深化京津冀产业生物医药领
域合作，增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互补
能力，形成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共同体，
积极探索产业合作新模式、新机制。京
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将积极承接京
津原料药项目，打造国家级绿色原料药
基地，为京津冀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的原料药保障；承接京津医药科技成果
转化，提升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借
助医药经营新模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发挥开发区科技创新体系优势，大
力引进和培育研发定制合同生产企业，
集聚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充分释放生
产能力，促进创新医药产品在开发区研
发、生产。发挥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原料药产业优势，借助药品上市持有
人制度，大力引进和培育制剂委托生产
企业，推动医药产业向下游高附加值环
节延伸。

构建生物医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走进京津冀—走进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本报记者 尹君伊

10 月 12 日，2024 中国 （沧
县）红枣及干坚果休闲食品博览
会暨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大化
工业遗存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
次活动以“新质发展，枣赢未
来”为主题，设有品质特色展、
红枣产业加工技术研讨会以及创
新渠道对接会等内容，全国近
200家相关产业客商参会。图为
与会者正在精品展区参观。

苑立伟 摄

擦亮枣乡名片擦亮枣乡名片
壮大特色产业壮大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于海涛） 日
前，商务部等部门确定了全国
第四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地区名单，我市榜上有
名，并成为河北省入选的6个地
级市之一，为我市加快打造多元
化多层次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消
费扩容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

据了解，根据《全面推进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即在居民“家门口”（步行 5—
10分钟范围内），优先配齐购
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

等基本保障类业态，引进智能
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在
居民“家周边”（步行 15分钟
范围内），因地制宜发展文化、
娱乐、休闲、社交、康养、健
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消费
更舒心。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加快推
进 社 区 日 间 照 料 服 务 中 心
（站）全覆盖，推动新建住宅小
区配套建设养老、托育服务设
施，打造多业态集聚性社区服
务圈，更好地满足了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

本报讯（记者杨昊文 通讯
员边贵成）“因采用京作工艺，
承载京杭大运河文化，便取名

‘京梳子’。大家看，我手上的
这款镇海吼按摩梳，设计灵感
来自沧州铁狮子，是我们销量
最好的一款。”近日，在第三届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沧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梳
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
良作为“文化出海大家谈”圆
桌对话活动嘉宾，向与会人员
推介“京梳子”，并就非遗技艺
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交流。

据介绍，董良的“京梳
子”工坊位于青县中古红木文
化小镇。作为北方重要的红木
古典家具生产基地，红木文化
在青县历经 600余年无断代传
承，产生了中国古典家具三大
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近

年来，小镇已建成大运河红木
文化馆、沿街精品展馆、滨水
古玩一条街、标准化生产车
间、红木文化城等全徽派建筑
10万平方米，50多家企业和众
多“非遗”项目传承人入驻。
目前，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已引
进清华美院、中国美院、河北
美院等院校的多个设计团队，
在传承传统制作技艺基础上，
充分挖掘文化内涵，为红木产
业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的梳子也开始
用AI软件进行辅助设计，在传
统木梳制作技艺基础上，还加入
了榫卯、雕刻、大漆、螺钿镶嵌
等技法，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
宗。”董良介绍说。目前，“京梳
子”已拥有 200多项专利和版
权，包含“镇海吼”“母恩”“凤
求凰”等设计理念。

沧州入选全国城市沧州入选全国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沧州非遗沧州非遗““京梳子京梳子””
亮相全球数贸会亮相全球数贸会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
员赵华靖 赵宇）近日，记者在
南皮县经济开发区看到，新能
源装备研发创新示范基地项目
正加紧施工。这一项目采取集
中建设、入驻经营模式，预计
可吸纳散布镇村的30家优质企
业入园发展，主要生产变频增压
泵、微功耗高压模块、新能源汽
车电力箱体等产品。目前，项目
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据统计，2024年，南皮县
共实施 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140 个，计划总投资 230.9 亿
元，其中省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完成率超过 60%。为了推进重

点项目加速建设，南皮县对项
目建设进行全流程督导，同时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各种业务
办理手续，为项目建设提质增
效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同
时，南皮县还积极引导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县域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推进数
字赋能，鼓励引导企业围绕高端
化、数字化、绿色化开展技术改
造，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
争力。”南皮县科学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说。

计划总投计划总投资资200200余亿元余亿元

南皮县南皮县140140个个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
员李伟）日前，河北沧州、天
津大港、山东滨州三地海事部
门联合开展“护渔”行动，集
中区域优势资源，强化信息共
享、协同联动，共同筑牢船舶

“防撞墙”，维护海上交通安全。
三地海事部门共同制定了

商 渔 共 治 联 合 执 法 行 动 方
案，构建高效协同、全域抵
达、快速处置的海上交通安

全保障体系；结合商渔船防
碰撞实际，集中开展联合巡
航执法，加强重点水域安全
监管和安全提醒；加强与农
业农村部门信息沟通和工作
衔接，明确执法边界和职责
分工，提高了商渔船违法违
规问题处置效率。

同时，沧州海事局还充分利
用业务窗口，宣传推广船舶防碰
撞知识，提升渔民防范意识。

沧州沧州、、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山东滨州山东滨州

联合开展联合开展““护渔护渔””行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