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康保经开区守承诺、重服务

全力为企排忧解难 令入驻企业感动

嘉康农业科技食品有限公司追加投资 6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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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拾贝

打开电商大门

走进曹县大集镇，道路两旁的门面

房鲜有空置，布料销售、服装制版、剪裁

缝制、数码印花、快递物流等商铺密密

麻麻，绵延数公里。 得益于十多年的演

出服产业发展， 曹县以中小企业为单

元，形成了精细完备的市场分工。

“曹县常住人口超过 135 万，是山东

人口最多的县之一， 曾是山东劳务输出

第一大县。 十几年前，村民带着生产的影

楼服、表演服等四处奔走推销，虽然有一

定销路，但市场份额不高，直到不经意间

打开电商的大门，服装产业迅速崛起。 ”

大集镇孙庄村党总支书记孙学平介绍。

农村墙面上，“网上开店卖天下，电

商服饰富万家”等标语，替代了过去的

“不恋家乡三分田、 外出打工挣大钱”

“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脱贫致富”。 在电

商作用下，曹县服装销售发生转折性变

化， 不仅建成服装加工完整产业链，还

在近年来快速占据国内汉服市场四成

份额。 据统计，2023 年曹县汉服总销售

额超百亿元，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

已达 19.8 亿元，同比增长 90.8%。

吸引海归创业

“如果说，产业集聚乡镇，成就曹县

汉服成本低、出货快优势；青年返乡则

快速补强了销售、设计、运营等环节，助

推品牌化、品质化发展。 ”在有爱共同创

业基地，留学返乡的基地负责人李字雷

说，在这里，参与共同创业的主播、运营

等人员 300 余名，有展销、物流、设计中

心和近百个直播间，还引进了卡奥斯智

能制造汉服生产线，以数据与技术推动

汉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85 后”黄晓燕曾在南方打拼十余

年，如今成为曹县穿越大唐汉服云仓经

理。“虽然是在乡镇工作，但贴近市场，

节奏非常快，每天顾客络绎不绝。 ”她在

展厅里边走边介绍，公司自主设计的汉

服涵盖唐、宋、明、清等品类，并根据人

们日常着装特点加以改良。 在这里，不

仅能够私人订制服装， 还有 AI 直播改

善线上消费体验。

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把返乡创

业就业作为首选。 目前，曹县从事电商

的高学历人才有 3 名博士 、 近百名硕

士、近万名大学生。 近年来，曹县已累计

吸引 5 万人返乡创业，带动 35 万人从事

电商行业。

改善营商环境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落地的“落地

办”、引导电商产业发展的“电商办”、改

善营商环境的“营转办” ……针对电商

经济发展速度快的特点，曹县近年来创

新推出了多个新机构 、新机制，为产业

发展打通“绿色通道”。 此外，曹县还规

划建设了 e 裳小镇·曹县数字经济产业

园、以大集镇为中心的农村电商产业示

范片区和 e 裳之都·中国（曹县）华服智

创城，曹县电商“一园”“一区”“一城”高

质量发展格局正加速形成。

曹县汉服协会会长胡春青说，为避

免同质化竞争， 曹县成立汉服协会，帮

助汉服制造企业与设计机构、高等院校

等建立合作机制，鼓励企业打造自主品

牌；为保护自主创新 ，曹县成立专门的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将专利申请办

理时间从传统的 180 天缩短至 10 天。

“我们打造营商环境的目标是：办

事不求人、未来可预期、方便又高效。 ”

曹县县委书记赵福龙说。 如今，曹县民

营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经营主体达 15.5

万户，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相当于大约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经营主体，30 个人中

就有一家企业，中小企业铺天盖地。

（王阳 张钟仁）

曹县汉服“火出圈”的背后

“曹县马面裙供不应求”“大学生回曹县卖汉服”“曹县汉服走向全

球”……一段时间以来，曹县汉服持续受到关注。

笔者近日来到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与这里的干部、企业家、返乡

创业青年、农民深入交流，对汉服流量井喷的缘由有了新的认识。

2023 年，入驻河北康保经济开发

区 11 年的张家口嘉康农业科技食品

有限公司遇到不动产办理 、 蒸汽供

应、 劳务纠纷、 环保手续和政策兑现

等棘手问题。 康保县委、 县政府及康

保经济开发区本着以改革的方法、创

新的思维、 担当的精神， 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 委派县发改局、 县自规

局、县行政审批局、县生态环境局、县

农业农村局、 县经开区 6 个部门跟踪

服务， 逐一帮助嘉康公司解决了所有

问题。 对此， 嘉康公司董事长魏绍元

先生深受感动， 今年 2 月与康保县政

府签订追加投资协议， 在原来投资的

基础上追加 6250 万元，用于新建蔬菜

加工生产线和环保设备更新。

2013 年 3 月， 河北康保经济开发

区成立，2017 年 11 月获省政府批复成

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康保经济开发区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 张家口创建可

再生能源应用示范特区等国家重大战

略部署， 围绕地区资源优势和河北北

大门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冀蒙发展，建

设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新能源及

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产业集聚新区。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 优化营商环

境，康保县相继出台了《康保县促进重

点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康保县招商引

资奖励办法》《康保县重点产业发展扶

持基金管理使用办法》 等三个组合性

文件。 在项目投资、租地购地、融资上

市、创业创新、人才引进、外资外贸等

方面给予入驻企业空前的支持。 对于

重大项目和对开发区发展有关键作用

的项目，实行“一企一策”政策，可以给

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在硬环境上，园区

内基础设施建设按“九通一平”规划建

设，完成了路通、水通、排水通、强弱电

通等九通一平工程，亮化、绿化、智能

化建设水平完善。 园区附近有全县最

大的公立综合医院，医院科室齐全、设

备先进、 医护人员服务水平高。 县幼

儿、小学、初中三个阶段的教育水平在

全市内都名列前茅， 职教中心可为企

业定向培养技术人才。 县城健身、文

化、休闲娱乐、配套服务等功能齐全，

新建的冰雪运动综合体和体育场，可

以满足个人所有体育运动需求。 在软

环境上，实行重点项目联席审批制。 对

新入驻重点项目实行一个“窗口”受

理， 一次性告知， 一个项目一个流程

图，一次联席会议安排全程审批，一个

“保姆”督办到底的“五个一”制度，全

面提高办事效率。 经开区设立了企业

服务中心， 全程为入驻企业提供领办

代办服务。 县行政审批局设立了园区

服务窗口，专办园区业务。 实行县领导

包联企业制， 全面为企业入驻保驾护

航。 县营商办每周一调度，专门为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 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

水平。

截至目前，康保经济开发区共入

驻企业 75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9

家。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03 亿元，

实 现 税 收 3.37 亿 元 ， 外 贸 出 口 为

728.5 万美元。 现在开发区主导产业：

一是有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围绕康

保县域内种植 、养殖 、植 、养殖 、中药

材等农业资源优势， 着力扶持粮食、

食用油、豆类、畜禽、中药材、马铃薯、

乳制品加工企业， 做优做大做强有机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打造面向京、

津市场的高端特色食品供应基地，叫

响“绿色、有机、健康、养生”的现代农

业品牌。 二是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 围绕康保县域内风、 光电资

源优势， 引进风光电设备组件研发，

制造等可再生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项

目， 重点研制生产发电量大、 风电场

风速变化适应性强、 低噪音、 高风轮

效率的变速运行风电机组、 积极开展

风电叶片及整机机舱罩、 塔筒、 风机

后舱底架的加工制造； 积极推动生物

质发电、 发热项目的集聚； 培育包装

氢能产业园、 绿电产业园， 引进大数

据、 制氢储能等新型产业项目， 实现

风光电资源就地消纳， 开拓碳达峰、

碳中和、碳汇交易市场空间。

康保县地处河北坝上西北部，县

境东、 北、 西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接

壤， 南距北京、 北距边城二连浩特均

为 350 公里 ， 二秦高速横穿东西 ，

G510、G511 纵贯南北，是冀蒙通衢、商

贸物流的主要节点，素有沟通京、津、

冀、蒙“旱码头 ”之称 ，是您投资兴业

的不二之选。 （赵万德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