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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温度服务有温度服务有温度 推进有速度推进有速度推进有速度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优惠政策送上门优惠政策送上门
企业创新添动力企业创新添动力

本报讯（李坤霖 王宝艳） 10月 11日，
在位于吴桥经济开发区的河北艺能锅炉有限
责任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焊花飞溅，技
术人员正指导工人赶制有机热载体炉撬订
单。“这笔订单根据客户需求，采用公司自
主研发的伴生热线路设计，更适合在野外环
境使用。”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介绍。

河北艺能锅炉有限责任公司是“河北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长期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
国特种设备研究院、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等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致力于研究“低
氮燃烧技术”“石墨负极材料前驱体余热综
合利用关键技术”等，推进产学研结合，加
快产品迭代升级。

“2023年，公司享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 62.03万元，我们
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到产品研发。”河北艺能
锅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国介绍，在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下，近年来公司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公司
建成3个研发中心，在提升能效和降低排放
两方面发力，不断优化原有工艺流程，将产
品热效率从92%提升至96%，每年新备案产
品在全省同行业中占比 50％至 60％，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 30余个国家。目前，
艺能锅炉公司在锅炉燃烧、换热、结构等方
面拥有相关专利37项。

近年来，吴桥县高度重视科技企业培
育、科技成果转化，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普惠性政策，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强化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包联帮扶机制，积极为企业

“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鼓励企业开展
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让科技创新助力企业
蓬勃发展。

倡导厚养薄葬倡导厚养薄葬
培育文明乡风培育文明乡风

本报讯（张艳婷 方娜）“‘厚养薄葬’
革除丧葬陋习，不攀比、不浪费，守住钱袋
子，让村风向好向善。”日前，在吴桥县桑
园镇西街村，吴桥县纪委监委组织村民开展

“厚养薄葬”主题宣传活动，助力文明乡风
培育。

近年来，吴桥县通过广泛宣传、下发倡
议书、张贴标语等措施，积极倡导厚养薄葬
理念，引导村民树立“百善孝为先”的思
想，正面引导群众注重对长辈平时的精神关
爱和感情交流，以实际行动孝老爱老。同
时，大力开展“党员示范户”“十星级文明
户”等评选活动，依托宣传栏和村务公开
栏，展示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倡议书等，引
导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吴桥县以桑园镇西街村为试点，在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红白理事会
制度，统一了丧事标准，以“村规民约”的
形式对红白事的操办进行合理约定，让丧事
简办成为常态，有效遏制了不良风气，减轻
了群众经济负担。

杂技小院杂技小院杂技小院
守住杂技文化根与魂守住杂技文化根与魂守住杂技文化根与魂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十月的吴桥，一派繁忙之景：建
设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争分夺秒
抢工期；生产车间灯火通明，流水
线流畅运转赶制订单；工业园区日
新月异，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吴
桥全县上下铆足干劲、锚定目标，
不断优化项目布局，强化要素保
障，改作风、抓服务、提效能，全
面掀起“大抓项目、大干项目”攻
坚热潮，以项目建设之“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产业支撑
下好项目攻坚“一盘棋”

项目建设重在谋。“要坚持项
目为纲，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
目帮扶包联机制，解决好项目建
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9月 16日，吴
桥县委书记陈国帮主持召开全县
经济运行及重点项目调度会议，
听取全县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
设情况，高站位谋项目、抓项
目、推项目。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吴桥
县以项目建设为纲，围绕精细化
工、橡胶橡塑、装备制造等特色产
业，实行“链长制”，引进培育头
部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集群
效应；聚焦招商引资，深入开展产
业链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
组织开展“心系吴桥 凤还巢”招
商引资活动，吸引人才、资金、项
目向吴桥聚集；强化政务服务，严
格实行“双盲”评审，推行云政
务、跨省通办等模式，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

聚焦重点，落实为要。全县各
乡镇、各部门抓紧抓实项目建设，
做好项目协调、指导、服务、推进
等工作，专题研究项目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全县上下一盘棋，以
只争朝夕、谋定快动的奋进姿态谋
项目、争项目、抓项目、拼项目，
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强化服务保障
助力企业跑出“加速度”

10月 11日，在河北瑀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4.9万吨废有
机溶剂再利用项目现场，施工人员
正在建设道路、铺设管网。

该项目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属
于国家鼓励类危险废物循环利用项
目，总投资 3.5亿元。项目主要利
用高效率、低成本、低能耗的回收
技术，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对有
机溶剂废液进行回收再利用，生产
稀释剂、甲醇、乙醇、乙腈等高附
加值有机溶剂。项目建成后，预计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1亿元，纳税
1600万元。

“我们现在信心十足。”项目负
责人吴海云说，项目推进顺利，离
不开当地政府的帮扶。吴桥县为企
业组建项目服务团队，由专人跟踪
落实手续办理、建设进度、税务服
务等。

强力攻坚促开工，精减手续
稳投资。吴桥县聚焦项目发展目
标任务，落实包联帮扶机制，积
极推行“项目帮办”“限期办结”
机制，用好工业项目审批机制，
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加快
完成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确保项
目签约即供地、拿地即开工。同
时，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推
动项目落地建设，积极对接即将
投产的企业，协助企业做好竣工
验收、要素保障等工作，助力企
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布局新兴赛道
打造招优引强“磁力场”

吴桥县聚焦国家发展战略、立足
城市资源禀赋、着眼产业发展实际，
围绕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
精准发力，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钛隆
高性能特种环氧树脂项目的快速落
地，正是吴桥县抢抓招商引资、助推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

10月 8日下午，在钛隆高新材
料（河北）有限公司展厅，公司技
术总监徐伟介绍，公司采用的过氧
酸氧化法生产工艺属国内先进生产
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灌封、
树预漫料、光固化油墨、交通涂

料、3D打印材料、碳纤维复合材
料等领域。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
年销售收入 2 亿元，纳税 1400 万
元。目前，公司正进行试生产前的
准备工作。

“走出去”招商，“请进来”兴
业。立足产业优势，吴桥县积极谋
划一批产业链条长、经济效益好、
财税贡献大、带动能力强的大项
目、好项目落户吴桥。吴桥经济开
发区工作人员先后赴江苏、内蒙
古、北京等地考察招商，围绕吴桥
主导产业开展精准对接，同时加强
与当地商协会及企业的紧密合作。

服务有温度，项目建设更有速
度。吴桥县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
制，安排科级干部“点对点”包
联，深入企业指导帮扶，全面推动

建设进度。成立重点项目推进小
组，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做到问题“不过夜”“不误
时”，累计帮办项目 53个，协调解
决问题127项。

坚持以“链”布局、以“链”
集聚，紧盯重点产业，着力做好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文章，深耕
产业链条，加快促进企业集聚、项
目集成，不断释放产业倍增效应，
吸引企业纷至沓来，用一个个关联
项目串起一条条产业链。

截至目前，吴桥县共启动项目
99个，总投资196.82亿元。其中洽
谈项目 55 个，总投资 140.99 亿
元；新开工项目 11 个，总投资
13.01亿元；续建项目 33个，总投
资42.82亿元。

““村社共建村社共建””
带动农民增收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讯（田长猛 王双双）日前，吴桥
县安陵镇万亩花生迎来收获季，收割机在田
间忙碌作业，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收获、分
拣、转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
来，吴桥县积极探索“村社共建”模式，积
极引导农民摸索科学种植花生新路径。

吴桥县以党建引领，推进“村社共
建”，采取“供销社+村党支部+农户”的运
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
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种植，推广农业生产

“耕、种、管、收、售”全程托管服务模
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村集
体、农民、基层供销合作社共建共享共赢。

“今年我们共托管土地 26000余亩，带
动 30余个乡村发展规模化、订单式花生种
植。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探索集中连片、规
模高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完善产、
供、销花生产业链条，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吴桥县供销合作社党
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齐昊说。

独轮车、石锁、木桶……走进
吴桥县于集镇的一座杂技小院，一
件件百年藏品厚重沧桑，向人们讲
述着老一辈吴桥艺人弘扬杂技文化
的故事。

小院的主人于金生是杂技世家
的第十八代传人，也是吴桥杂技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自己成长的
院落里建一个杂技小院，一直是他
的梦想。

“术业有专攻，技艺得传承，老
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传到我们手
中，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于
金生的想法简单而坚定。他注重保
护与传承杂技技艺，在他看来，杂
技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技艺，更是一
个民族的文化。2022年，于金生的
杂技小院正式落成，通过百余件展
品向人们娓娓讲述吴桥杂技的发展
历程，展示古老技艺的活态传承。

为更好挖掘吴桥杂技文化资
源，吴桥县依托杂技文化能人，建
成一批杂技小院，打造展示杂技文
化、传承杂技技艺的平台，集聚起
资源、人气，激发了杂技文化振兴
的活力。

除了具备展示功能的杂技小院
外，吴桥县还建设了一批培养杂技
艺人的小院，供学员们在小院里生
活、苦练功夫、传承技艺。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杂技
艺人何书胜的杂技小院时，孩子们
已经开始了基本功训练。一个学员
把一个个凳子摞起来，练习着高空
倒立；两三个学员正在练习高空抛

球，将一个个小球抛起又接住；几
个学员练习钻圈，从不同方向跃
起，交替着从圈中穿过……

“每一个精彩的杂技节目都是
苦练和汗水换来的，是经过千锤百
炼的。”何书胜说，冬练三九，夏
练三伏，学杂技贵在坚持，靠的是
不怕吃苦。

何书胜4岁就跟随爷爷和父亲学
习杂技，已经在小院里度过了70余
个春秋。他带领子女和徒弟们一同研
究中国传统杂技节目，推陈出新，弘
扬杂技文化，传承杂技技艺。在这个
小院里，他创作的魔术《大变活人》
与女儿何金花表演的杂技《走钢丝》
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批批学员走进小院学杂技、
练杂技，又走出小院把精彩的节目
带向远方。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杂技不只是肢体艺术，也有着
深刻的内涵，体现着一代代杂技
艺人顽强拼搏的精神，就像院里
这棵老槐树一样，一直积极向上
生长。”何书胜站在院里的老槐
树下介绍，通过肢体动作表现出
的是杂技艺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唯有将这种拼搏精神传承下
去，才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表
现出杂技对“惊险”的“拿捏”
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传承，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吴桥县以杂技小院为依托，推进杂技
文化传承，守住杂技文化的“魂”与

“根”，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金秋十月，菊花争艳、梨果
飘香，吴桥大地一幅“农”墨重
彩的秋收画卷。吴桥县立足自身
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产业为抓
手，做实做好产业兴旺文章，为
乡村振兴发展蓄能增势，带动村
民持续增收。

巧打农业“绿色牌”

10月 14日，在吴桥县沟店铺
乡花生种植基地，农机手正驾驶
着花生收割机在田间进行采收。
饱满的花生被收进收割机料仓，
随后被倒入运输车，现场一派喜
人的丰收景象。

“我们种植的富硒黑花生获得
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
绿色食品证书。”种植户杨世英介
绍，自己今年使用了 5辆大型花
生联合收割机进行作业，目前收
割工作接近尾声。

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助
农、品牌强农”战略，吴桥县扎
实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引导
农户根据乡村的地理位置、气
候、土壤等条件，充分挖掘并整
合乡村“土特产”资源，推进绿
色食品品牌打造，让“优质、绿
色、生态”成为特色农产品的品
牌底色，不断促进特色农业健康
发展。

“我们积极打造农业生态体

系，大力发展绿色‘土特产’种
植，组建农技专家队伍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农技指导，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和竞争力。”吴桥县沟店铺
乡党委书记王飞说。

花为媒“热”了乡村游

连日来，到桑园镇大辛村赏
花成了吴桥县及周边游客出行的
首选。眼下正是菊花的盛花期，
百亩菊花争相斗艳，种植基地色
彩斑斓，让游人的心情瞬间“美
丽”起来。

大辛村依托当地自然资源，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造花
卉育种研究种植基地、百亩荷
塘，通过发展“菊花产业”“荷花
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花卉育种研究种植基地占地
400余亩，是米娅农场与中国农业
大学菊花研究团队的合作项目，
现已种植有观赏性和食用价值的
糖果粉、金蕊银霞等 400余个菊
花品种。此外，米娅农场还培育
芍药、月季和玫瑰等花卉以及小
西红柿、无花果、草莓、黄桃等
50余种绿色果蔬。米娅农场加工
制成的茶菊、玫瑰鲜花酱、玫瑰
纯露等产品，畅销内蒙古、北
京、上海等地，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坚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吴桥县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充分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

“花”为媒催热乡村游，将运河畔
“颜值”变“产值”，有力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花果经济迎来甜蜜收获

在于集镇史庄村梨园，一个
个饱满圆润的秋月梨散发出诱人
果香，10多名工人正忙着采摘、
打包、装运成熟的梨子。

“我们村梨树种植面积 500余
亩，有玉露香、皇冠、红香酥、
秋月等 10多个品种，年产量 4000
余吨，目前正进行晚熟品种采摘
扫尾工作。”史庄村党支部书记史
振杰介绍，为保证梨的品质，果
园实行精细化管理，乡镇农技人
员定期到果园进行技术指导，确
保梨果颜值好、糖度高、品质优。

于集镇充分发挥沙土地资源
优势，积极探索推行“合作社+基
地+农户”产业模式，不断完善新
优技术配套，打造了史庄村和前
曹村两大种植基地，辐射周边 10
余个村庄发展梨果种植。

同时，于集镇将梨果种植与
文化旅游有机结合，举办梨花
节，推出踏青游、采摘游、赏花
游等主题旅游活动，推介展示特
色梨果，以“花果经济”带动乡
村振兴。

农文旅融出农文旅融出农文旅融出“““好钱景好钱景好钱景”””
本报通讯员 张晓东

吴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吴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服务送到优抚服务送到优抚服务送到“““家家家”””
本报讯 ( 王 昱 鑫 张 俊 峰）

“谢谢你们对退役老兵的关心和帮
助。”日前，在 71岁退役老兵尚
玉清的家，他握着吴桥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核查小组人员的手，感
动地说。

为确保 2024 年度优抚对象
核查确认工作有序进行，进一步
对优抚对象开展动态标准化和规
范化管理，吴桥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组建核查小组，深入到全县
10 个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采

取“现场确认+上门服务”的方
式，对伤残人员、“三属”人
员、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
退役军人、“两参”人员、年满
60 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烈士
老年子女以及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进行年度确认。
截至目前，吴桥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核查小组对全县 2600 余名重
点优抚对象完成了年度确认工
作。

吴桥县坚持不折不扣地落实

好各项优抚政策，持续强化优抚
政策宣传，建立优抚资金发放工
作长效跟踪机制，加强对优抚对
象资金发放情况检查，确保及时
足额发放各类优抚对象抚恤和生
活补助。近 3年来，吴桥县共发
放各类优抚资金及生活补助 8600
万元，按时发放义务兵和消防员
家庭优待金 1040.2万元，发放企
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 479万
元，“一站式”结算医疗补助50.7
万元。

吴桥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企业员工在检查设备吴桥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企业员工在检查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