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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装书订单生产忙线装书订单生产忙

“““达力普达力普达力普”：”：”：专心致专心致专心致“““质质质”””做好做好做好“““一根管一根管一根管”””
本报记者 申 萍

日前，在位于吴桥县的河
北金鼎古籍文化有限公司，工
人们正忙着赶制线装书。一道
道承载着千年智慧的线装书制
作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

线装书工艺是河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河北金鼎古籍
文化有限公司年产能达80余万
册线装书，先后承接了 《钦定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精编》
等多部大型古籍的印制工作，
通过选用上等宣纸精印，沿用
古法线装工艺，搭配丝锦函
套，让文化典籍以古朴精致的
面容与现代读者见面。

陈 雷 摄

▶工人们正在赶制线装书。

▲工人们正在进行线装书签
条粘贴工作。

▶工人正在对线装书进行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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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新区黄骅市针对三大特色产渤海新区黄骅市针对三大特色产业业
审审批事项推出批事项推出““一一件事套餐件事套餐””

一表申请一表申请““多证多证””齐发齐发
本报讯 （记者康学翠

通讯员任振宇）“从提交申
请到拿到两个证只用了一天
时间，并且不用重复提交材
料，这项新措施真是让企业
省心又省力。”3 月 17 日，
黄骅市沣瑞育苗厂负责人刘
志华拿到了水域滩涂养殖证
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后高
兴地说。他口中的新措施，
是渤海新区黄骅市数据和政
务服务局创新推出的海水养
殖水产加工“高效办成一件
事”集成服务。

据悉，渤海新区黄骅市
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针对当地
旱碱麦种植加工、海水养殖
水产加工、冬枣加工三大特
色产业创新推出“高效办成
一件事”集成服务，实现

“一表申请、一窗受理、并
联审批、限时办结”，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

渤海新区黄骅市数据和
政务服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往企业在办理相关审
批事项时需跨多个部门提交
材料、重复跑办，流程繁
琐、周期较长。针对这一痛
点，他们深入企业调研后，
对涉及三大特色产业的审批
事项进行全链条梳理，根据
特色产业种植（养殖）、加
工不同阶段所需办理审批事
项集成打包，将营业执照办
理、食品生产许可、食品经
营备案等高频事项整合为

“一件事套餐”。
据悉，今年以来，渤海

新区黄骅市数据和政务服务
局以深化“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为抓手，聚焦企业
群众办事痛点堵点，已相继
进行三批共 24项“高效办
成一件事”改革，进一步便
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

转作风 优环境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申萍）日前，我市制
定 《沧州市氢气补贴管理办法 （试
行）》，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燃
料电池汽车、氢内燃机汽车产业链企业
开展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高质量推动
我市氢能产业发展，打造京津冀氢能应
用示范区。

《办法》所提到补贴对象为在本市行
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沧州市加氢站布局
规划以及在2027年12月31日前建成（含

改扩建）投运的车用社会经营性固定式
或撬装式加氢站，按照《沧州市加氢站
管理办法（试行）》完成竣工验收并取
得审批手续及经营许可等文件，在本市
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以上条
件须同时满足。其中“建成时间”以加
氢站建设验收时间为准，“投运时间”以
首次营业时间为准。

补贴标准：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提供加氢服务，且氢气销售价格不高

于每公斤 25 元，按照每公斤 3 元进行
补贴；在每公斤 25 元 （含） 基数上，
氢气每公斤售价每降低 1元，额外再享
受补贴 0.5 元。补贴按季度结算，2025
年补贴上限为 2000万元，2026年补贴上
限为 2000 万元， 2027 年补贴上限为
1000万元。补贴统计发放工作由社会经
营性固定式或撬装式加氢站所在县级发
改、财政部门共同负责。每季度票据
经县级发改部门聘请第三方审计通过

后进行补贴发放，县级财政部门做好
资金发放监督管理。

补贴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若申报
单位在年度内出现安全事故，则取消该
年度申报资格。针对提供数据造假，利
用虚假信息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单位，
取消其申领资格，追缴财政补贴资金，
同时列入企业征信黑名单。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挤占补贴资金的行
为，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昨天，位于港城产业园区的达力普
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原料堆放区，特种
合金钢坯按批次整齐码放。质检员杨立
坤手持光谱分析仪，正对钢坯进行“体
检”。“这批钢坯采用真空脱气处理，
硫、磷杂质含量需分别控制在双零级和
三零级以内，确保给下道工序供应合格
钢坯。”杨立坤说。

精细管控是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环
节。“达力普”通过技术攻坚、管理创
新，专注于做好“一根管”，形成了从炼
钢、铸坯、轧管、加厚、热处理到管加工
的完整产业链，特别是掌握了石油专用管
成套的钢管生产技术。这不仅保障了国内
油田的高效开发，更为国家能源安全、降
低对外能源依存贡献了力量。不久前，该
企业荣获第七届沧州市政府质量奖。

在“达力普”石油管智能制造车
间，中径超过 25米的环形加热炉旁，通
红的钢坯被机械臂从环形加热炉中取出

来，输送到穿孔机前台，被推坯缸送进
穿孔机，1250摄氏度高温下，钢坯如面
团般延展，经多道次轧制逐渐变成钢
管。“我们的产品配备逐支跟踪系统，从
轧制到热处理，每一支产品都被赋予一
个编号‘炉批号+序号’，待加工的油套
管光管出库后，在上料工序喷印条形
码，后续的螺纹加工、接箍拧接、通
径、喷标等工序通过扫条形码就可以进
行身份识别和质量数据存储。”达力普石
油专用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建昌
说，他们一根管一个“身份证”，工艺参
数、几何尺寸、性能指标等关键控制点
质量信息存于系统，确保了产品的全流
程质量可控、可追溯。

如今，智能化和绿色化已成为“达
力普”新的发展方向。在“达力普”智
能周转库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几万根
在制钢管的实时数据如星河流动。任意
点击一个货位，即可查看该货位中存放

的管料数据及合同信息，同时还可查询
其原料炉号、规格型号、材质等完整的
生产信息。在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自
动喷涂装置正在给钢管涂覆环保水性
漆。“这种涂层不仅能让钢管延长寿
命，而且环保绿色，较普通油漆大大降
低了挥发性有机物和苯系物的排放，减
少对大气的污染。”公司副总经理敬磊
说。

记者在“达力普”产品展厅看到，
这里摆放着公司生产的各种产品。企业
专利申报员郭振说，这里的产品既有高
精度的石油钻杆，也有可以延伸到复杂
地质条件下的套管。“这种油套管基于我
们企业专利研发，适用于井深达 8000
米、温度高达 200摄氏度、压力高达 100

兆帕的复杂工况。”郭振说。
“达力普”秉承“一根管一口井、一

根管一个市场”的质量观和卓越绩效管
理理念，实行首席质量官负责制。该企
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获得了国
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河北
省工业企业质量标杆等称号，产品不仅
在国内畅销，还远销世界 70多个国家和
地区。

“沧州市委、市政府和市场监管等部
门对‘达力普’的质量建设给予了大力
支持。”高建昌说，今后，公司将继续加
大研发投入，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
质生产力，推动产品质量提升，争取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报讯 （记者张梓欣
通讯员杨林林）日前，位于
沧州高新区的省碳达峰碳中
和公共服务中心再添合作伙
伴：分别与东北大学、沧州
师范学院、西门子股份公
司、德国莱茵集团、南德意
志集团、武汉双碳产业发展
服务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
议，他们将在产学研、绿色
低碳、工业互联网、零碳园
区打造、能源管理、第三方
认证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产业聚势
成链，助力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园区、企业实现绿色化、
智能化、高端化发展。

据介绍，2024年5月以
来，省“双碳”公共服务中
心在市发改、商务、工信等
部门支持下开展出口企业碳
边境调节机制报告服务、进
行碳足迹情况摸排，并与国
际贸易中有“双碳”方面困
扰的企业精准对接，开展

“双碳”商务咨询交流活
动。围绕沧州市优势产业集
群，与绿色化工、生物医
药、装备制造等百余家出口
企业对接，辅助企业开展节
能降碳工作。目前，“双
碳”服务中心已配合河北广
祥制药、彩客化学、沧州华
宇特种气体等企业完成碳足
迹报告。

昨天，青县清州镇柳河
屯村村民张秀明来到自家麦
田边，只见麦苗已经返青，
麦田里的技术人员正进行管
护。“惊蛰过后农事忙，搁
在几年前，这时忙得团团
转。可如今，从种到收再到
销售，都有‘专人’替俺们
忙碌。”张秀明说。

张秀明说的“专人”是
青县农旺青农发展有限公
司人员，去年他把家里的两
亩地托管给该公司，自己从
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再做
些其他力所能及的零工。

柳河屯村是一个纯农
业村，村民以种植小麦、
玉米等大田作物为主。除
了张秀明，还有很多村民
琢磨着“把种地这件事变
得更加省心、省力”。村

“两委”班子在听取民意基
础上，走访了一些有成功
经验做法的村庄，摸索适
合本村的“土地托管”模
式。立足从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着手，柳河屯村成
立了青县农旺青农发展有
限公司。在不流转土地经
营 权 的 情 况 下 ， 村 民 将
耕、种、防、收等作业环
节委托给“青农”。

“通过集中采购、标准
作业、统一服务、订单收购
等，能有效降低农业物化成

本和生产作业成本。”柳河
屯村党支部书记张桐君说，
村民通过申请入“托”或直
接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从
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有更
多时间去工厂上班或经营自
己的事业。这一模式，真正
帮助村民解决了“谁来种
地，怎样种，如何增收”等
一系列问题。

去年，“青农”实现
“土地托管”300多亩，每
亩地收取 1000元到 1500元
的托管费用，每亩利润在
10%左右，全年公司实现
收益 4万多元。今年，托管
土地预计再增加 100多亩，
全年收益可达6万元。

“村集体的‘钱袋子’
有了积蓄后，我们通过村民
代表会议表决，每年从集体
收益中按比例拿出一部分资
金，用于改善村庄基础设施
和村庄环境，让村集体经济
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村民。”
张桐君表示，下一步，柳河
屯村将继续完善托管模式和
服务机制，全力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
目标。

青县柳河青县柳河屯村屯村

土地入土地入托托““解解绑绑””人力人力
““青农青农””壮大集体壮大集体经济经济
本报记者 申 萍 本报通讯员 韩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