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望京津冀

协同

三地推动职业技能三地推动职业技能
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培训资源共建共享

近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明确，将携
手构建京津冀职业技能培训一
体化平台，推动职业技能培训
资源共建共享。

据介绍，近年来，京津冀
三地人社部门签署合作文件
22项，推动京津冀社会保障
卡“一卡通”协同立法，联合
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
域协同地方标准》 2.0版，启
动实施拓展京津劳务市场专项
行动。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
人社部门围绕职业能力建设
举办多场联席活动，共享技
能培训公共服务资源，构建
三地职业技能培训一体化平
台；整合三地专家资源，打
造京津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专家库；成立京津冀技工
教育联盟，推进三地技工教
育创新升级；联合举办京津
冀职业技能大赛，发现、培
养服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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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能养万只鸭

引进知名院士培育的免填鸭，可使养殖户从一人养
600只鸭增加到6000只到1万只；在各个养殖阶段，喂
食更精细，更有讲究……近年来，位于献县的河北乐寿
鸭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寿鸭业），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合作成立“肉鸭种质创新中心”，不断提高北京鸭品
质，以科技赋能肉鸭产业发展。

吃上“细粮”

从杂粮到细粮，从“大锅饭”到
高营养餐，在侯水生院士团队的指
导下，乐寿鸭业改进了北京鸭的食
谱，精细把控鸭子每个生长阶段的
管理。

乐寿鸭业副总经理崔德福介绍，
现在北京鸭的主食是豆粕和玉米，很
少再喂食棉粕等杂粕。公司还改善了

饲料配方，在饲料中加入能量、蛋白
以及微量元素，既让北京鸭吃得好，
又不造成浪费。

针对北京鸭不同阶段的生长需
要，乐寿鸭业调配不同的饲料。“初期
以高蛋白饲料为主，中期以常规蛋白
和能量饲料为主，后期以高能量饲料
进行催肥。”崔德福介绍说。

前不久，在献县举办“第四届中
国烤鸭产业论坛”时，侯水生院士
团队一行 13 人来到献县。崔德福
说，专家们平常一至两个月过来一
次进行指导，解决相关问题。公司
如有需要，专家们也会随时赶过
来。中国肉鸭种质创新中心建成
后，院士团队的博士将常驻这里。

北京鸭在献县吃上北京鸭在献县吃上北京鸭在献县吃上“““科技饭科技饭科技饭”””
本报记者 郑进超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胡宇婷

辐射整个产业链

“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管理做得不
错的养殖户，每只鸭的收益在 3.5到
4.5元之间。养殖规模在 2万只的养殖
户，一栏的收益有 8万元，一年能出
栏 7批左右。”崔德福说，养殖户的积
极性非常高。

乐寿鸭业与养殖户建立了“五统
一”经营模式，即统一供苗、统一
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回收加工。在这种模式下，即
使市场需求减少、肉鸭价格降低，
乐寿鸭业按照合同价格收购，仍可
有效地降低养殖户的养殖风险，提

高了他们的收入。而且，为了降低
养殖户风险，乐寿鸭业还为养殖户
购买了养殖保险。

据介绍，献县肉鸭产业年总产值
达到 68亿元，有 6家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其中乐寿鸭业成为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县肉鸭年存栏
50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达到 840
家，肉鸭全产业链带动 2万人以上就
业，年创社会效益20亿元。

目前，献县肉鸭现代农业产业已
形成“玉米种植—饲料加工—肉鸭
养殖—屠宰加工—熟食加工—烤鸭

连锁”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年孵
化鸭苗 3000 万只、出栏肉鸭 4900 万
只，畜禽饲料产能 50 万吨、肉鸭屠
宰产能达到 7500 万只，辐射带动献
县养殖户 840 户，周边县市养殖户
560户。

近年来，随着肉鸭产业不断发
展，献县入选首批“全国农业全产业
链典型县”。县政府一位负责人表示，
献县将继续坚持“农业强县富民”战
略，在肉鸭产业延链、强链上做文
章，推动肉鸭产品绿色、高质量发
展。

日前，在乐寿鸭业位于献县
南河头乡南韩庄村的北京鸭养殖
场，一只只鸭子在自动喂料机上
争先恐后地进食，它们是新繁育
出的“Z型北京鸭”。

乐寿鸭业与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侯水生合
作，引进了烤鸭专用新品种“Z
型北京鸭”。目前，乐寿鸭业养殖
基地有“Z型北京鸭”配套系种
鸭场 6个，其中祖代种鸭场 1个，
父母代种鸭场 5个，存栏父母代
种鸭20万只。

据介绍，侯水生院士改良的
“Z型北京鸭”，有别于传统的填
鸭品种。传统填鸭，养殖户一人
最多只能养 600只，并且一天还
要进行 4次填食，而“Z型北京
鸭”作为免填品种，不需要人工
填食，养殖户一人可养 6000到 1
万只，大幅节省了人工。

乐寿鸭业对两个不同品种北
京鸭的皮脂率、肌间脂肪和口感
进行对比，发现“Z 型北京鸭”
的品质与填鸭无异。

乐寿农牧集团董事长郜希君
表示，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作为国内领先的农业

科研机构，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在畜牧业方
面，其研究内容涵盖了动物遗传
育种、饲料营养、疾病防控等多
个关键环节。

专家团队为乐寿鸭业提供了
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指导，包
括高效安全的饲料配方、先进的
养殖技术以及有效的疫病防控措
施等，大大地提升了乐寿鸭业的
生产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2020年，献县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签订“肉鸭种质创新中心”
项目协议。该项目总投资 1.2亿
元，建成后每年可完成 1万只鸭
的个体选育，常年存栏成年原种
种鸭 1万只，每年对外提供祖代
种鸭10万只，可生产父母代种鸭
500万只以上，生产商品肉鸭 10
亿只以上。

献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贾朋介
绍，项目建成后，将应用国际领
先的育种技术，培育新型肉鸭品
种3至5个，培育肉鸭专门化品系
30个。献县将建立更加完善的肉
鸭育种中心，全面提升现有肉鸭
专门化品系、配套系的品质，提
供更加多元化的品种，增强产业
的市场竞争力。

新的开始

2013年，31岁的陈猛创业从事
超级电容器生产。创业初期，企业逐
渐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随着同行
越来越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

陈猛说：“2013年进入超级电容
器行业时，国内只有几家同行，如
今，这个行业已经有 20多家同类厂
家。”2019年，陈猛参股的企业遇到
了发展瓶颈。

陈猛并不是超级电容器方面的
“行家”，他上大学时学的是机械自动
化专业。当初他一头扎进这个行业，
是坚信行业大有可为。“超级电容器
在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智能电网
等多个领域应用前景广阔。”陈猛说。

虽然创业遇到了挫折，但 6年的
奋斗让陈猛更加成熟。他深知企业的
问题出在哪儿，立志从哪里跌倒就从
哪里爬起来，继续在这个行业深耕。

陈猛与天津工业大学时志强教授
结缘，为他带来新的机遇。

当时，时志强教授已专注研究超
级电容器近 20年，处在产品研发第
一线，虽早有创业打算，但一直没有

合适机会；而陈猛的企业最需要的便
是技术支持。两人相见恨晚，时志强
收购了陈猛所在的公司，并创建容创
未来公司，陈猛则成了容创未来的技
术总监。

新的征途

来沧州，是陈猛和时志强教授共
同的决定。

“现在超级电容器行业竞争越来
越激烈，要想在行业内立足，就必须
得拿出差异化的产品。”陈猛说，产
品差异化必须靠科研支撑。

落户沧州，融创未来公司在科技
成果转化上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陈猛介绍：“沧州市政府与天津
工业大学合作共建沧州市天津工业大
学研究院，时教授团队的部分研发人
员也随之来到沧州。容创未来公司落
户沧州高新区赢创科技园，拥有约
4000平方米的厂房。 学生们在研发
上有了新的想法，下楼就能到工厂进
行验证，我们有新订单、新需求也可
以到研究院与研发团队交流。”

陈猛拿起一个超级电容器模组介
绍说，它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却因

里面添加了“科技因子”而身价倍
增，每个能卖到上千元。

陈猛自豪地说：“这款产品是我
们为客户专门定制的，可以在-60℃
到85℃的工作环境中使用，能量释放
率达85%，且稳定性更高。”

要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性能，关键
是改变电解质盐的结构尺寸。陈猛
说，这款产品能够在市场中脱颖而
出，是因为他们在普通的电解液中加
入了其他材料。

“有了研发思路，再把研发思路
付诸实践，竞争力更强的差异化产品
就出来了。”陈猛说，“科研团队是公
司发展的重要支撑，沧州便利的科研
条件是我们在这里继续发展的重要原
因。”

以车为家

陈猛的车上几乎长年放着一个行
李箱，他笑称自己是“住在车上的
人”。

在容创未来公司，他是技术总监
兼销售总监。双重身份，意味着他肩
负着更多的责任。

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安排再到参加

展会、拜访客户，陈猛要做的事情有
许多。一个月中，他有大半个月的时
间都在外地。

创业后，陈猛一直处于“闲不下
来”的工作状态，但这却是他喜欢的
节奏。“其实，一开始我也曾经想过
去大公司工作，在那里只需要跟着团
队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就行。
创业则截然不同，压力大，自己所有
的事情都要考虑到，既要管大局，也
要兼顾细节，干的事更多，成就感也
更高。”陈猛说。

“今年我们公司和南方的一家企
业合作生产了一种电梯节能系统，
按照设计，安装这样一套系统，两

年节省下来的电费就能收回设备的
成本钱。”提到这件事，陈猛有些兴
奋，对他来说，这个有着巨大前景
的项目，也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
益，如果将来商场、医院、商务写
字楼等场所能用上这套系统，节省
的能源将不可估量。能够为社会创
造更大价值，让陈猛觉得自己的工
作更有意义。

陈猛是安徽人，从天津、沧州，
再到全国各地，工作地点一直在变，
他对行业的信心却一直没变。“目
前，公司设计年产能 2000万支，我
们将继续专注研发，做出更优质的产
品。”陈猛说。

容创未来公司技术总监陈猛容创未来公司技术总监陈猛————

在沧州以另一种形式创业在沧州以另一种形式创业
本报记者 宁美红

虽然经历过创业失败，陈猛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在超级电容器行业闯荡，他加

入容创未来（沧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创未来公司）并担任技术总监。

同样是在初创型公司，也明知必将度过一个艰难的过程，但陈猛觉得，路走对了就

没问题。他参与研发的电解液使超级电容器产品身价倍增，每个能卖到上千元。

今年以来，位于
中捷产业园区的河北
高大永恒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喜讯连连，公
司的 5G 数字工厂投
产，还入选了工业和
信 息 化 部 发 布 的

《2024 年 5G 工 厂 名
录》。 取 得 这 一 成
绩，公司总经理樊林
功不可没。5G 数字
工厂的建设在业内并
没有先例，樊林为
5G 数字工厂设计好
蓝图，包括一个工业
互联网平台、两大生
产基地、三大制造工
艺和四大能力中心。
在工厂建设过程中，
他负责筛选供应商、
培养相关人才等工
作。

作 为 一 个 外 地
人，樊林被建设 5G
数字工厂的愿景所吸
引并远道而来。他也
不负众望，在他的参
与下，5G 数字工厂
顺利建成，生产自动
化率、在线数字化检
测率均将达到95%以
上。

在沧州，像樊林
这样的人才还有很多。

沧州工苑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营
销副总经理颜景华，看重沧州的发展
环境，来到这家初创企业负责营销。
在他和公司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今年
公司的产值预计可达到 6000 万元至
8000万元。

高端人才的流动性大。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汇聚沧州，正是
被沧州优越的发展环境所吸引。

颜景华所在的工苑公司，是电
解水制氢领域升起的一颗新星，获
得“2024 亚洲制氢装备创新企业
奖”等多个大奖。随着氢能产业的
发展，工苑公司的产品有望占有更
多市场份额。在颜景华看来，沧州
发展环境优越，和天津工业大学合
作建设研究院，搭建起成果转化、
企业孵化的平台。沧州高新区规划
建设中国膜谷，将为公司吸引来更
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今年以来，我市多个新能源、新
材料项目开工建设或投产，某些项目
的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些项目
之间还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有
望带动一个个产业集群的兴起。

作为人才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
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的崛起，深刻改变着沧州产业结构，
也将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来到沧州。
人才的聚集，反过来会进一步吸引相
关项目落户沧州。

近年来，沧州积极搭建招才引智
的平台，与多个京津高校合作，引进
高校的专家教授，推动其科研成果在
企业转化。平台的建设，有效推动了
产业发展，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人才
聚集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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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水生院士现场指导侯水生院士现场指导

检测肉鸭品质检测肉鸭品质

陈猛在查看生产情况陈猛在查看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