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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扩至全省全域
河北成为全国第一批扩大试点范围省份

本报讯（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
者 张静涛）2月9日，记者从中国人民
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召开的2022年金
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年 12 月，在人民银行总行的大力支持
下，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将河北省的数
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由雄安新区和张家
口市扩展为全省全域。河北也成为全
国第一批扩大试点范围的省份。

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
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人民银行负责发
行、注销、跨机构互联互通和钱包生态
管理，同时审慎选择在资本和技术等方
面具有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作为指定
运营机构，牵头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服
务。数字人民币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
发行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其推出将
立足于国内支付系统的现代化发展，充
分满足公众日常支付需要，进一步提高
零售支付系统效能，降低全社会零售支
付成本。

自2019年雄安新区和冬奥张家口
赛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人民银行会同
各运营机构周密部署、有序推进，持续
创新应用场景，动态完善业务设计，试
点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为进一步
稳妥推进河北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建立多
层次多维度的试点架构。

坚持扩量增面，厚植发展潜能。在
前期试点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融合创
新，探索搭建数字人民币多领域应用场
景，优化布局数字消费全链条，拓展推
广数字人民币应用，打造具有河北辨识
度的样板试点；建立完善多方参与、共
建共享的数字人民币流通生态体系，不
断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加快河北省产
业数字化布局调整，切实改善公众支付
条件。

坚持惠民导向，释放数字红利。突
出共享发展，围绕数字人民币应用主要
为满足民生领域零售支付需求这一定

位，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民生领域的
应用和推广，加快拓展数字人民币受理
覆盖面，通过市场力量打破受理支付瓶
颈，从大型商业、连锁超市、餐饮文旅、
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
的领域入手，围绕吃、住、行、游、娱、购
支付场景大力完善受理环境，实现数字
人民币受理服务的覆盖。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
行下一步将不断完善辖内数字人民币
生态体系建设，持续优化数字人民币受
理环境，提升数字人民币的普惠性和可
得性，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支
付需求，有效推动全省实现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数字人民币是现金的数字化形
式，载体是数字人民币钱包。使用数字
人民币就像使用钱包里的现金一样，它
不需要交易手续费，也不产生利息，特
别是商户在接收数字人民币的时候，不
支付任何费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

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副处长李任飞说。
数字人民币钱包包括个人钱包和

对公钱包两大类。以个人钱包开立为
例，首先是要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

“数字人民币”APP，并且注册开立，整
个注册过程用时不到 1 分钟。目前，
用户可自行选择开立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招商银行、网商银行（支付
宝）、微众银行（微信支付）等 9 个运营
机构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成功开立个
人数字钱包后，用户可通过银行卡充
钱和手机银行转入两种方式为钱包充
值。

付款时通过出示数字人民币APP
进行扫码，也可以开启手机的NFC功
能碰一碰，收款和付款基本一致。对外
还可以向他人数字人民币钱包转账，直
接输入对方手机号码或者钱包编号进
行转账。

2月6日，在位于沙河市
的河北九月厨具股份有限公
司，工人在检查锅盖玻璃配
件的质量。

春节过后，我省多地“专
精特新”企业加足马力生产，
赶制海内外订单，冲刺“开门
红”。近年来，我省紧盯提升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
水平，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
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让企业的科创优势为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

新华社发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冯阳）近
日，全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推进
会在定州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河北将加快建设以县城为中心、乡镇
为重点、村为基础的一体化县域商业
体系。到 2025 年，在具备条件的地
区，基本实现县城有连锁商超和物流
配送中心、乡镇有商贸中心、村村有
便民商店。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
系建设，畅通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
行渠道，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
河北将重点抓好六大任务。

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打造县城
综合商贸中心，鼓励大型商贸流通企
业在县城建设改造一批集购物、餐
饮、住宿、娱乐、生活体验等功能为一
体的商业综合体、大中型商超等商业
基础设施。新建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支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新建改造一
批商贸中心、超市、餐饮等服务网点，
具备农产品收购、农资销售、物流配
送、便民生活服务等功能。建设升级

村级便民商店，新建改造一批村级连
锁商店，为村民提供日用消费品等多
样化服务。

健全物流配送网络。培育县级
物流配送中心，鼓励邮政、快递、供
销、仓储、电商等物流平台开展市场
化合作，共同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发展物流共同配送模式，按照

“统一仓储、统一分拣、统一中转、统
一配送、统一服务”的原则，加强货
源、仓储、车辆、人员、线路、信息等资
源整合，推进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
和农产品上行等物流统仓共配。完
善农村物流末端网络，建设改造一批
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开展日用
生活消费品、农资以及快件接取送达
服务。

加快农村电商发展。推进电商
示范工作，巩固提升已建成县级电
商服务中心、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
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功能，在提升
可持续运营水平上下功夫。拓展农
村电商功能，鼓励县级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与邮政快递物流等设施重组
整合，支持农村电商建设品牌网货
研发中心、公共物流仓储配送中
心。加大品牌培育力度，继续培育

“淘宝村”“淘宝镇”，探索成立燕赵
区域公共品牌联盟，举办河北省电
商示范县成果展，开展农村电商直
播带货大赛。

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加强
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支持县级以
上（含县级）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和已登记的村集体经
济组织在产地就近建设改造集配
中心、冷库、产地仓等设施。健全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推进农产品产
地批发市场改造升级，打造以农产
品产地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农产品
供应链体系。鼓励借助供应链智
慧云仓，提高农产品上行效率。加
强农产品产销对接，推广订单农
业，引导农业经营主体设立直销门
店或专档、专区、专柜，发展直采直
供直销。

全力冲刺
“开门红”

我省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2025年具备条件地区村村有便民商店

首家新能源高职
宁晋开建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邢云）近
日，由河北省光伏产业巨头晶澳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邢台新
能源职业学院项目在宁晋破土开
建。这是宁晋第一所高等院校，也是
我省首家新能源领域高等职业学院。

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项目位于
宁晋北部新区，分专科、本科两个阶
段建设，已于去年列入省“十四五”
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学院着眼服务
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打造新能源
材料与动力、新能源智能制造、新能
源信息技术、新能源应用技术、新能
源管理与商贸等重点专业群，服务
产业发展需求，全面实施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

出口整体通关
缩减至0.9小时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苑立
立 通讯员郭娜）笔者从石家庄海
关获悉，2022年，石家庄海关持续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落实“提前申
报”“两步申报”等改革举措，实施非
工作时间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做到
报关零延时、查验零等待，保证监管
链条顺畅高效。全年河北进口、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33.43小时、0.9
小时，与上年相比分别压缩10.88%、
43.75%，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月4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
泉海关监管，两列运载着汽车零配
件、自行车、布匹服装等2400余万元
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
陆港鸣笛启程。

数据显示，2022年，石家庄关区
中欧班列运营企业组织发送进出境
班列 515 列，承载货物 5.06 万标箱，
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 1.26 倍、1.31
倍。

为帮助企业降成本、保订单、畅
物流，石家庄海关将持续推进各项
便利措施，通过“一地一策”深化关
地合作，逐步优化通关环节，切实做
到物畅其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