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 从一家生
产单一电力设备产品的小作坊起步，成长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形成一个产业
园，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如何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日前，科林电气副总
工程师、研究院院长陈贺感慨地对记者
说：“成长环境越来越好了，小树苗也能
长成一片树林。”

变化在今年尤为明显。线上线下，高
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宣讲会不断，“所得税
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折旧
等，每一项都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

近年来，我省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
为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举措，重视程度逐年提升、支

持力度逐年增强、发展速度逐年加快。截
至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 1.1 万家，
居全国第8位，科技领军企业达44家。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可能一口就吃
成个胖子。”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认为，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企
业要快速发展，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
还需要政府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长
效机制。

实际上，河北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培
育路线，早有规划。

我省建立了动态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库，并支持建设了熟悉高企政策、能对接
资源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对每家入库企业
提供“一对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准

服务，推动“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成长。

创业维艰，陈贺至今记得企业落地之
初的困境：“品牌和行业认可度尚未树
立，业务拓展受阻，产品卖不出去，大家
都急坏了。”

一筹莫展之际，省科技厅送来“及时
雨”，指导企业顺利通过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政府为企业

‘立招牌’，不仅提升了企业品牌形象，
又让我们享受到了各种奖励性补助，自
主研发的劲头更足了，目前，科林电气
已 有 数 十 项 产 品 技 术 水 平 达 到 国 际 先
进、国内领先。”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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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宣布：9 月 14
日 至 16 日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将 出

席 在 撒 马 尔 罕 举 行 的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元 首 理 事 会 第 二 十 二 次
会 议 ， 并 应 哈 萨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总

统 托 卡 耶 夫 、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总 统 米 尔 济 约 耶 夫 邀 请 对 两 国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对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农 业 现 代 化 ， 关 键 是 农 业 科 技 现
代化。

河北坚持把强化科技创新推广作为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乡村振
兴、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立
足三产融合，针对薄弱环节，积极搭建农
科教协作平台，组建了 23 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创建农业创新
驿站224个，研发出一系列新品种、新技
术、新装备、新模式，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励20项，省级奖励142项，农业科技发展
取得长足进步，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

■科技赋能，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提升

亩产863.76公斤！夏收时节，河北小
麦亩产历史新高在邢台市南和区阎里村金
沙河种植基地诞生。

“小麦得高产，选种是关键。”金沙河
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江坡说，基地建设的
50 亩高产攻关田，种植的是小麦节水品
种“马兰 1 号”，相比普通小麦要浇四五
水，节水小麦只浇一两水就能高产。

“马兰 1 号”小麦的主要育种人是河
北小麦专家郭进考研究员。该品种近两年
来在全省各地安排的高产攻关田相继创下
河北小麦亩产新高。

“我们的研究方向就是找到那一粒最

耐渴的高产麦种，实现少浇水、多打粮的
目标。”郭进考说，节水高产新品种的应
用，使河北小麦在产量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用水减少了一半，“让每一滴水生产
更多的粮”成为现实。

河北是水资源短缺省份，因多年超
采，形成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长期
以来，河北的小麦种植较为依赖灌溉水，
于是有了“头水早、二水赶、三水四水紧
相连，一直浇到麦开镰”的俗语。

小麦创新团队在郭进考首席顾问指导
下，针对河北水资源匮乏现状，积极调整
研究方向，引进小麦节水种质资源 254
份，组织开展了 51 个小麦节水品种的试
验示范，节水小麦品种普遍少浇一水不减
产，实现全省节水小麦全覆盖。以节水优
先兼顾高产为目标，培育了“马兰 1 号”
等优良节水高产小麦品系和品种10个。

一粒种子承载着粮食安全的“国之大
者”。不只小麦，河北培育的高油酸花
生、双高大豆、特色杂粮等大批新品种，
都是农业科技成果的体现。

油料创新团队先后培育了冀花 7 号、
冀农花 6号等 27个高油酸花生系列品种，
并大面积推广，2021 年全省高油酸花生
种植面积达到 180万亩，普及率近 35%，种
植规模全国第一，品质全国领先。

大豆创新团队在张孟臣首席顾问指
导下，育成冀豆 12、冀豆 17、冀豆 30 等

30 多个系列品种，其中冀豆 17 亩产达
355.1 公斤，创造了我国夏大豆产区的高
产纪录。

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促进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近年来，23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共引进优异种质资源
6629 份，筛选培育新品种新品系 693 个，
审定、登记新品种297个，培育出了高油
酸花生、双高大豆、强筋小麦、优质蔬菜
种苗、特色杂粮、马铃薯等一大批高产高
效、生态节水新品种，太行鸡、深州黑
猪、坝上长尾鸡等一大批本地种质资源和
品种得到保护，由创新团队参与研发和推
广的品种占河北主导品种的一半以上。

■科技支撑，农业生产方式
不断提档升级

8月23日，在辛集市东张口村生态黄
冠梨基地，一个个梨果挂满枝头，引人垂
涎。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
装车。

“这里的梨树平均树龄超过60年，结
出的果实飘着记忆中的梨香。”东张口村
生态黄冠梨基地负责人李章建介绍，他们
推行绿色生态化种植，不抹药、不套袋，
增施有机肥，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
了生产、加工全程信息可视化追溯。

作为产梨第一大省，河北在面积、产

量和出口等方面均居全国首位，但瓶颈问
题是老梨区居多，种植模式落后，费工费
力、机械化困难、果园生产劳动力成本
高。针对这一难题，梨创新团队重点开展
了矮密化、省力化、机械化、标准化“四
化”栽培模式集成研究示范。

“从梨树的老龄低效方面下功夫，提
升梨果品质，解决梨生产后劲不足问
题。”梨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北农业大
学教授张玉星介绍，他们在东张口村实施
老龄梨园改造升级工程，引进智能水肥一
体化、病虫害智能监控、自主作业避障等
智能化新技术，实现传统梨园向现代化梨
园转型。

农业科技提升带来生产方式不断升
级。据了解，“四化”栽培模式梨园较常
规梨园提早 2 年结果，提早 3 至 4 年进入
盛果期，节省成本 53.2%，亩产值增加 3
倍多，目前已在全省推广20多万亩。

良种，还需配良技。河北省“杂交谷
子”专家赵治海潜心选育出稳居世界亩产
第一的“张杂谷”系列品种，但要大面积
推广还需配套成熟适用的先进技术。

为此，杂粮杂豆创新团队组织专家集
中开展“张杂谷”全程机械化配套技术攻
关，综合集成了机械精量穴播、化控除草、
无人机飞防、机械收获等多项技术并在生
产中推广应用，使得“张杂谷”种植实现
了全程机械化。（下转第二版）

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河北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喜 迎 二 十 大

河北日报讯 （记者刘冰
洋） 9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省委
副书记、秘书长廉毅敏视频调
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听
取承德市、唐山市、廊坊市和
省交通口岸防疫组、省学校防
疫组有关工作汇报，调度下步
工作。副省长严鹏程出席。

廉毅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安排，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倪岳峰书
记、王正谱省长工作要求，把疫
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高度重视
中秋、国庆假期及前后疫情防控
工作，科学精准、从严从紧落实
防控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疫情底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廉毅敏强调，要坚持查筛并
重，持续抓好入冀人员风险排
查，强化落地双检、三天两检、
常态筛查衔接，（下转第二版）

廉毅敏在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科学精准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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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高新技术企业达 1.1 万家
名列全国第八位

■ 数说河北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注重落实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
绩、出真业绩。”“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
做实干家”。

当前，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要求，把抓落实摆上重要位置，在推动
各项工作上务实功、出实招，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良好势头。

同 时 还 需 看 到 ， 个 别 地 方 不 是 在
“真”和“实”上下功夫，而是搞各种形
式主义的花架子。有的习惯以会议落实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结果形式越搞越繁
琐，该干的事情却总是原地踏步；有的喜
欢赶时髦，什么抢眼干什么，什么“轰
动”干什么，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只
是自我标榜的幌子，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相
差甚远……这样的花架子是形式主义的一
贯套路和典型表现，严重脱离实际和群
众，也让公共资源白白浪费，任其发展下
去，必然伤害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
贻误事业发展。

热衷于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折射
出一些干部在实干精神和落实功夫等方面
存在的严重欠缺。一些干部不想下苦功
夫、真功夫，只想抄近道、走捷径，靠唱
高调显示态度，用花架子来获取资本、捞
取政绩。一些干部思想理念、工作方法跟
不上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思路不广、办法不多，只能靠形
式主义的花架子混天度日。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
真。高质量发展需要真刀真枪干一场，而
不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严峻的形势、艰
巨的任务，都需要各级党员干部真抓实
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
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
实的做法。同时，要不断健全科学完善的
考核评价体系，创新督查检查方式，发挥激励干部敢担当、干实
事的指挥棒作用，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为干
事创业者打造广阔舞台，让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受到处理付
出代价。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力促“荣国府”建设、亲自抓校舍
改造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实干精神，是我们
必不可少的“法宝”。不搞花架子，大兴实干风，我们就一定能在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进程中展现新作为、激荡新气象。

河北日报讯 （记者苑立
立 通讯员马汉辉、宋海娟）

“我们通过土地整治复垦，一
部 分 流 转 受 益 ， 剩 余 土 地 建
大棚，一地生‘多金’，饭碗
端得稳稳的。”近日，在省自
然资源厅驻村工作队帮扶建起
的 蔬 菜 大 棚 里 ， 丰 宁 满 族 自
治 县 鱼 儿 山 镇 头 道 沟 村 脱 贫

群 众 刘 文 池 一 边 忙 活 一 边 高
兴地说。

用好土地政策，助力乡村
振兴。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
厅进一步发挥土地资源要素保
障作用，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力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持续助推乡村振兴。统计
数据显示，（下转第二版）

用好土地政策 助力乡村振兴

1至7月河北62个脱贫县
土 地 收 益 逾 58 亿 元

中秋假期 坚守岗位

河北派发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红包”

中秋佳节，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
献，在劳动中度过节日。

图①：石家庄市新华区环卫工人在进行晨
扫清理工作。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图②：建筑工人们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前
太保城中村改造回迁工程工地进行粉刷外
墙施工。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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