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7日，维信诺主导建设的我国首条

第 6 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在廊坊固安启

动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全柔 AMOLED 产业

化领域拥有了创新技术研发实力、具备了大

规模量产出货能力，有望打造成继高铁、核

电之后“中国智造”的又一张新名片。

“该项目设计投片能力为 3 万片/月，年

产值约 200亿元，可满足 9000万部智能手机

屏幕需求。”该项目负责人张德强介绍，这一

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重大新型显示项目，从

建设到启动运行仅仅用了 573天。

以投资近 300 亿元的云谷（固安）AMO⁃
LED面板生产线项目为龙头，廊坊加快建设

全国最大的 AMOLED 面板和显示模组生产

基地，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千亿投资、千亿

产值、百亿利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全力提

升“大智移云”产业首位度，夯实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产业根基。

“作为京津冀交界区域重点城市，我们

有责任也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争

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廊坊市委书

记冯韶慧介绍，廊坊市突出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借势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突出

科技创新，全力推进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

当前，廊坊正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重点打造新型显示、新材料

新能源、大数据、文化创意等八大产业集

群。第 6代 AMOLED、中安信碳纤维等高质

量项目建成投产；京东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等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经济结构弃重就轻，

产业特色更高更绿。

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高达 84%；实际利用外资 2.02 亿美

元，增长达到 64.4%；“大智移云”产业实现

利税和增加值均居全省前列；三次产业结构

由 11∶54∶35 调整为 6.5:43.8:49.7，实现了从

“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廊坊市

长陈平介绍，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该

市近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

步完善“1+4+N”创新政策，强化各类要素支

撑，持续激发“双创”活力。

近日，走进大厂微软游戏创新中心，处

处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3年多来，

依托微软领先的技术平台，这里引进了新浪

微博动漫等 90 家开发企业，40 余款游戏和

动漫产品成功上线运营。

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廊坊新增省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 379 家，总数达到 6119 家；新

增科技小巨人企业 24 家，总数达到 377 家。

全市建成市级以上孵化器 39 家、众创空间

46家，分居全省第 1位和第 3位；孵化场地面

积超过 150万平方米，“北京研发、廊坊孵化

转化”的新格局已经形成。

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及

临空经济区、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推进，

廊坊必须在更加注重区域协同上聚焦，在打

造京津冀交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桥头

堡”上再发力。

据介绍，按照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重要节

点城市要求，廊坊进一步调整优化城市功能

和空间布局，持续对规划、土地、房地产等实

施严管严控，实现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的协

调发展、融合发展、错位发展。

例如，廊坊紧紧扭住非首都功能疏解

“牛鼻子”，依托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等 7
个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着力引进京津转

移高端产业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 以 来 ，累 计 引 进 京 津 项 目 798 个 、资 金

1808.2亿元；今年实施的 71项协同发展重点

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升效能，是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廊

坊所有市县都成立了行政审批局，推出“当

日办结”和企业登记便利化等一系列措施，

实现了“三十八证合一”，并推行了“自选套

餐代办模式”“并联审批证照联办模式”等改

革举措。仅 2017年，就新增市场主体 6.4万

户 ，市 场 主 体 总 量 达 到 32 万 户 ，增 长 达

19%。

与此同时，廊坊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对外开放的格局越来

越大。在今年的“5·18”经洽会上，廊坊市有

40 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引进外资 3.8
亿美元，国内投资 658亿元。这些项目落户

将对当地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

到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优质产业项目加速

聚集。

近年来，不唯 GDP 论英雄，淘汰落后及

化解过剩产能，成为廊坊在调整产业结构中

打 出 的 坚 决 一

枪。截至今年 3
月底，全市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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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停转改力度不断加大，但廊坊经

济发展动力、活力持续增强。以霸州、文安、

大城等县（市）为例，转型升级后企业数量大

幅减少，但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企业利润普

遍增长 30%以上。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最终要落脚

在高标准、高质量改善民生上。冯韶慧表

示：“要把工作重心切实放在补短板、解难题

上来，放在多为群众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上

来，为人民群众增进福祉!”
近年来，廊坊市满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目

前，全市城乡低保、农村集中供养、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城市“三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等

标准在河北省最高，低保家庭高中生大学生

补助、孤儿救助等标准达到或接近京津标

准，坚决兜住了民生底线。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

不断的新起点。”2018 年，廊坊将投资 31.63

亿元推进道路改造、夜景亮化、地下设施等

46项重点工程；投资 7.6亿元实施 20个绿化

项目，新增绿地 112 公顷；组织实施健康脱

贫、助残脱贫等六大专项行动，解决中小学

“大班额”、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互促并

进，城乡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6月的廊坊，鲜花馥郁，嘉宾云集，全国地

市报同仁风云际会，在廊坊共商创新融合，共

迎报业春天，一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的发展

进程。

6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

创新大会、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理事会年会暨全

国媒体看廊坊活动成功举办。活动由中国报

业协会、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主办，中国报业融

合创新联盟、河北省报业协会、中共廊坊市委

宣传部、廊坊日报社、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秘书处、廊坊日报社

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近 200 家主流媒体,400 多

名业界同仁齐聚廊坊，探讨新趋势、推介新技

术、共话新发展。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张百新，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胡怀福，廊

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王曦出席活

动并致辞。

王曦对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他表示，本次活动在廊坊召开，为廊坊

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必

将为廊坊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希望廊坊

日报社借此机会，加强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

与合作，学习借鉴经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使命感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提升党报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为新时代

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希望各位领导嘉宾为廊坊发展建言献策，

持续为廊坊发展助力加油。

张百新在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七届四次理

事大会致辞中表示，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成立

于 1988 年，今年整整 30 年。多年来，中国地

市报研究会团结全国地市州盟报组织经验交

流，开展理论研讨，为推进地市报新闻改革

和报纸质量提高以及推动报社经营管理进步

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本届理事大会与中

国报业第二届融创大会联合举办，活动富有

成效，有特色，有亮点，必将推进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

胡怀福在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创新大会

致辞中表示，此次大会既进行战略研讨、经验

分享，又有技术展示、服务对接，通过对媒体融

合经典案例的细致剖析，对前沿理念和重点问

题的深入探讨，对融合技术创新成果的交流展

示，引领报业在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上取得新

的突破，推动新时代报业发展开创新局面。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七届四次理事大会选

举廊坊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宝富为中国地

市报研究会会长；选举自贡日报社党组书记、

总编辑陈东为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副会长。

在第二届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创新大会

开幕式上，廊坊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宝富

分享了媒体融合发展、转型升级经验。

大会期间举办了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理事

大会专题论坛和“报业融合发展 经营转型升

级”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创新大会主题论坛；

对 2017 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创新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以及优秀成果进行了表彰；与会嘉宾

参观走访了廊坊金丰农科园、香河机器人小

镇、大厂影视小镇、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

乐园、燕达国际健康城，并现场感受了廊坊日

报社的融合创新发展成果。

廊坊日报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新闻舆论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

国家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有力契机，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经营转

型升级”实践，经过不懈努力，建成了以《廊坊

日报》《廊坊都市报》《廊坊传媒网》《廊坊云报》

手机客户端、《新闻视野》、廊坊云报屏、官方微

信等“三报一刊一网一端十四微一屏一栏一

台”8类 28个媒体发布终端，形成了“以中央厨

房为枢纽，以纸媒传播为基础，以网络和新媒

体系列传播为两翼，以室内外媒体传播为补

充”的新闻传播格局，读者用户由 2012年 6万

的报纸订户发展至如今的超过 200万，影响用

户 1000万，用户数量 5年间增长了 30倍,取得

了媒体质量不断提高、传播效果日益凸显、社

会影响迅速扩大、经营收入逆势上扬的良好效

果,实现了“全媒体发布、全天候传播、全能型

记者、全方位创收”的预期目标。报社被授予

“全国青年文明号”，《廊坊日报》先后两次被评

为“全国百强报纸”，2017年底报社被评为“全

国文明单位”。在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主流媒

体融合发展工作中走在了前列、成为了标杆。

媒体融合经验被中国记协和中国报协称为全

国报业三大典型经验之一，被省内外业界同仁

称为“廊坊日报社现象”。 （杨雅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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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协同发展 聚焦科技创新 加快转型升级

廊坊以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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