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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刮黄金、河水淌白银、阳光洒
珍珠、温泉似宝盆……”

地处燕山山脉和内蒙古高原连接地
带的河北承德市，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承德
市委书记周仲明表示，作为全国新能源
示范市，承德市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促进全市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清洁能源产业风生水起

碧空如洗，白云飘飘，令人神清气
爽。无论是久居承德的市民，还是到此
旅游观光的游客，都惬意地享受着蓝天
白云。记者从承德市环保局获悉，截至
2017年，市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
291天，较2016年增加16天。

近年来，承德按照“适度布局火
电、有序发展风电、重点实施光伏发
电、大力开发水电、全力争取核电，积
极推进生物质能、天然气等综合开发利
用，加快装备制造和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的总体发展思路，加大能源结构调
整力度。

截至今年 1 月份，承德清洁能源电
力装机已达481.54万千瓦，全市累计发
电量 82.84 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市电力
总装机和发电量的72.41%和62%。这意
味着承德清洁能源发电量已在全部能源
结构中占据主角位置。

承德推广新能源公交车使用，实现
了全市黄标车清零。目前，全市已有
511 辆新能源公交车运营，并规定新增
公交车全部使用清洁能源车。预计到
2020年，全市将建设标准模块化充电站
16 座 ， 充 电 桩 470 台 （套） 并 投 入
使用。

与此同时，承德市稳步开发地热资
源。全市已探明地热温泉点12处，开发
地热利用项目 7 处，浅层地源热泵供暖
面积达到301万平方米，污水源热能供
暖面积达到12万多平方米，满足了部分
企事业单位及市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开启了绿色能源供热时代。

每天都到广场锻炼身体的刘大爷感
慨地说：“现在承德的天气越来越好，空
气呼吸起来特别舒服。”

据承德市发改委负责同志介绍，目
前承德正全力建设国家级可再生能源产
业基地和清洁能源示范市、环首都地区
清洁能源输送基地和首都生态屏障。到
2020年，承德全市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
将达到1192万千瓦，发电量约达241亿

千瓦时。

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

站在山上眺望，一排排太阳能光伏
板整齐地铺设在支架上，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好似湛蓝色的海洋在尽情吸收着
温暖的阳光。这是滦平伟源矿业依托闭
库尾矿库成立的捷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

承德是资源型城市，曾占据“半壁
江山”的矿业能否实现产业转型决定着
整个城市的发展进退。转型求变，绿色
发展，承德别无选择。

承德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将清洁能
源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劲引

擎。承德市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十大绿
色产业之一着力打造，先后编制完成了
新能源示范城市、国家级产业基地、光
伏、风电、生物质供热、汽车充电桩等
多个综合和专项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政策保障。

目前，承德市已经具备年产兆瓦
级 风 机 整 机 2500 台 ， 风 机 罩 1000
台，风机塔架 120 台、垂直轴风力发
电机组 6000 套的生产能力。清洁能源
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高，新能源集成
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太阳能光热发电
技术研发中心、全钒液流电池技术研
发中心、油页岩开采技术研发中心加
快建设，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打造十大绿色产业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河北承德:清洁能源让城市更风光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武海波

“国家帮着建电站，发电上网能卖
钱，财政还要给补贴，为家乡有这样的
好福利点赞。”家住滦平县金沟屯镇的
村民李富在得知自己家乡被列入“十三
五”首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时感慨
地说。

据了解，“十三五”首批光伏扶贫
项目计划已下达，承德市承德县、丰宁
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共计315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20588个帮扶户受益，将建
设301个电站，建设规模达138393.132
千瓦。

近年来，承德大力推动光伏扶贫工
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走进承德市平泉黄土梁子镇梁后村
光伏农业扶贫示范园区，一眼望去，一
排排泛着蓝光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从
南向北依次铺开，板下建有现代化食用
菌棚。

平泉是国家开发重点县，被纳入燕
山—太行山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持县，
是河北省6个光伏扶贫试点县之一。目
前，在平泉黄土梁子镇梁后村已建成了
投资 3 亿元、装机容量 30 兆瓦、占地
1236亩的“绿色光伏+食用菌”的农业
扶贫示范园区。

正在园区干活的农民邹德富说，以
前，只靠种植自家的 8 亩地维持生活，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自从村里建起了
光伏农业扶贫示范园区，总算有了新
希望。“一年下来纯收入超过了 5 万
元。”

“坐在家里就能把钱赚了。”承德市
承德县仓子乡南松村唐国喜笑着说，村
里成立了“南松光伏专业合作社”，由
合作社统一经营所有分布式光伏，百姓
获得利润，“家里一年增收1万元，我们
老两口吃药、买生活用品都不用发愁
了”。

随着光伏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将
有更多的承德农民感受到阳光带来的温
暖与幸福。

阳 光 照 亮 脱 贫 路
本报记者 宋美倩

在声光电等高端技术的诠释下，世
界椅业、中国椅业及浙江安吉的椅业发
展史，以及现代椅业的发展方向一一展
现在记者面前。在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建立的中国安吉椅业博物馆里，董事
长毛如佳告诉记者：“做椅子行业25年
了，自己也有了很多心得，2016 年 10
月份，公司建起了中国安吉椅业博物
馆，在展示椅业文化的同时，也打造了
一个工业旅游景点。”

安吉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椅业之
乡”，是全国最大的办公椅生产基地。安
吉椅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过
30多年的发展，由原来的单一型发展到
系列化生产，成为产业链配套完善、分
工明确的现代产业集群。如今，椅业成
为安吉县第一大支柱产业，无论从椅业
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还是品牌影响
力，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领先
地位。2017年，安吉椅业销售收入达到

335亿元，规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95.3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3.1%，占全县规
上企业销售收入总额的 36.4%，利税贡
献值在全县主要行业中排名第一。2017
年椅业企业总数达到700家，其中规上
企业154家，亿元以上企业达到49家。

创新让特色小镇更强

近年来,安吉着力打造产业设计高
地，把工业设计作为产品创新、产业升
级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功
能和效应，有效提升安吉制造业的工业
设计水平，并借G20、金砖五国峰会把

“安吉制造”推向国际舞台。
目前，安吉拥有恒林、永艺、永

裕、富和、大康等9家省级企业设计中
心。椅业产品设计风格、外观造型不断
创新，技术投入不断加大，现已形成办
公椅、按摩椅、休闲椅、餐椅、沙发、

板式家具以及各类配件七大系列数千个
品种。据介绍，椅业企业研发总投入以
每年30%的速度递增，新品研发是安吉
椅业行业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良好的重
要因素。按照安吉集中布局、集聚发展
的要求，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

“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融
合，因地制宜打造产业园区和椅业特色
小镇。

以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例，目
前有效国内专利达 242 项,国外专利 21
项，其主要专利产品音乐摇椅和音乐背
椅深受市场欢迎。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安吉椅业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有其
一，其产品出口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安吉椅业积极组团参加国内外各大展
会，除“安吉椅业形象馆”连续多年亮

相广州展、上海展等国际知名展会之
外，企业持续参加科隆、芝加哥、拉斯
维加斯、马来西亚等展会，开拓国际市
场。2017 年，安吉家具企业累计出口
152.3亿元，同比增长17.2%，占全县出
口总额 71.4%。大康、盛信、强盛荣获
2016 年“浙江出口名牌”。恒林荣获浙
江省首批出口领军企业。

此外，安吉还不失时机地让产品亮相
国际盛会，安吉椅、竹精品在G20杭州峰
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实现全覆盖。其中，会
议用椅、餐椅、沙发、午宴椅、会议桌椅等，
近50款共8000多件（套）。

随着企业质量、规模不断提升，在
资本市场上，“安吉椅业板块”加速崛
起。目前，已有永艺等 3 家企业挂牌上
市。近年来，安吉椅业发展硕果累累。
2011 年至 2016 年连续被中国家具协会
授予“中国家具优秀产业集群奖”“中国
家具先进产业集群奖”荣誉；2014年被
中家协授予全国首个“中国家具重点产
区转型升级试点县”；2016 年被国家工
信部授予“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
椅业产业试点地区”；2017 年被科技部
火炬中心授予“高端功能座具特色产业基
地”。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永艺家具有限
公司设计的 bobo 椅荣获德国 IF 产品设
计奖，并参与起草了《办公椅》《屏风桌》

《桌、椅、凳》等各级标准制定。

浙江安吉椅业年销售收入达335亿元，拥有亿元以上企业49家——

一把椅子撑起“安吉制造”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椅业是浙江安吉县第一大支柱产业，无论从椅业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还是品牌影响

力，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领先地位。

近年来,安吉把工业设计作为产品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功

能和效应，有效提升安吉制造业的工业设计水平，将“安吉制造”推向国际舞台

5 月 4 日，一场特殊的评
选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落下帷幕。在这次名为“新创
工程·亦麒麟”人才评选发布
活动上，开发区从区内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
域评选出的 137 名“麒麟之
才”，悉数亮相。

他们中有引领国际水平、
怀揣报国梦想的海外高层次人
才，带领企业转型升级、深耕
细作的经营管理人才，掌握核
心技术、勇于探索创新的科技
创新人才，技术精湛、兢兢业
业的高技能人才，服务社会、
默默守护的公共服务领域人才
……展示了北京建设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
中“一区”的领头雁、排头
兵、先行者的风采。

评选背后，是开发区围绕
创新发展摸索出的人才工作

“开发区模式”。“这已经是
‘亦麒麟’人才的第三次评
选。”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伴随着“新创工程·亦
麒麟”人才的扩容，被誉为

“全球化人才引力场”的北京
亦庄，高质量创新的路线也愈
加清晰。

1990 年出生的史晓刚是
第 一 位 入 选 “ 亦 麒 麟 ” 的

“90 后”，未来 5 年，他每年
将得到 10 万元的奖励。对他
来说，入选“亦麒麟”，不仅
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奖励，更是
对自己创新创业的莫大认可和
鼓励。“亦庄创新创业的氛围
很浓烈。我们希望通过亦庄这片热土，把我们的技术带
到全世界。”史晓刚说。

为使更多人才选择和留在亦庄，开发区早在2015
年就制定了《关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高端产业领
军人才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相关实施办法，每年设
立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引领工
程”领军人才的奖励、扶持及创新创业发展。

在本次“新创工程·亦麒麟”人才评选发布会上，
首都院士之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中心宣告成立。
其实，早在 2008 年，开发区就成立了海外学人中心，
2015年正式获批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每周四下午是
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走访企业的日子，因为

“真正靠上去做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企业”。
开发区还通过优化人才引进方式，打造“顶尖人才

生态”；利用“北京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
平台，海外人才联络处、海外人才交流与孵化专业机
构，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积极推动招商引资和招才引
智工作相结合，形成“团队+技术+资本”的招商引资
和招才引智新模式。

人才聚集的独特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升级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支撑。目前，开发区已聚集了9000余名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3300 名留学海归人才、667 名“新
创工程·亦麒麟”人才——包括 63 名中央“千人计
划”入选者和125名北京市“海聚工程”入选者。

依靠这些人才，开发区迅速形成了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制造四大主导产业集群。2017年，开
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0亿元，同比增长12%，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3328亿元，同比增长19.6%。

如今，开发区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人才工作“开发区模式”，为创新发展铆足了后
劲。未来，开发区将进一步盘活各方资源，不断改善人
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积极营造支持创业、崇尚创新
的文化氛围，让各类人才在这里充分发挥创新智慧、迸
发创业活力、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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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市将清洁能源

产业列入十大绿色产业之一

着力打造，按照“适度布局

火电、有序发展风电、重点

实施光伏发电、大力开发水

电、全力争取核电，积极推

进生物质能、天然气等综合

开发利用，加快装备制造和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的总体

发展思路，加大能源结构调

整力度

图为河北承德市塞罕坝机械林场。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管斌、通讯员刘智峰报道：“思想工
坊”志愿服务队在青华社区开展法律宣传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数字管理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在东营市特殊学校
开展“我们是你的眼”志愿活动，为视障儿童读名著、
读电影等，山东东营市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志愿之城最美
的风景。

东营积极打造“志愿者之城”，实施党员示范带动
工程，倡导“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志愿服务组织、一名
共产党员就是一名志愿者”的理念，将党员志愿者作为
整合政府资源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力量。在“最美东营
人”志愿服务品牌引领下,涌现出“暖心+”“暖阳先
锋”“红星 365”“孺子牛”等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品
牌,“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已成为共识。

山 东 东 营 打 造“ 志 愿 者 之 城 ”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通讯员刘汉能报道:长征沿
线 27 个城市代表日前齐聚红军会师圣地甘肃省会宁
县，共同发起成立红色旅游城市联盟。

据介绍，此次成立长征沿线红色旅游联盟成员来自
江西、广西、湖南、贵州、甘肃等长征沿线的15个省

（区、市） 的 27 个城市，各成员城市将构建“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加
强各省（区、市）红色旅游交流合作，共同推广红色旅
游品牌，推动长征精神、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并以联盟
为纽带，打造合作区域内红色旅游品牌。

长征沿线红色旅游联盟在甘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