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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本报民生新闻版面
开 办 的 《草野事·民生
情》栏目，受到了广大读
者的欢迎。本栏目虽然表
现的是草野之事，反映的
却是民生之情。本栏目以
记叙为主，无需过多评
论；务求简短、言之有
物；务必真实，不虚构、
不夸大。我们尊重表达的
权利，相信真实的力量。

我们期待 收 到 来 自
不同地方的故事，倾听
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
音，尤其欢迎来自基层细
节生动的故事，小中见大、
滴水见太阳。我们愿用有限
的版面，撑起一方公民发言
的舞台。

来稿请注明《草野事·
民 生 情》专 栏 ，邮 箱 ：
czrbms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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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连日来，泊头市齐桥镇尹店
村举办了一个英烈展，这成了村
民热议的话题。

原来，村党支部将本村上世
纪 70 年代牺牲的王民生烈士的
英雄事迹制成宣传彩图，挂到村
党员活动室的墙上，供党员和全
体村民学习。

王民生1948年5月生于尹店
村，1966年7月，被中国人民解
放军航空学校挑选为飞行员。经
过两年刻苦学习，严格训练，以
优异成绩，被国家飞行表演大队
选拔为飞行员。后晋升为一级飞
行员、新型歼击机试飞员，由中
队长晋升为大队长。1973年8月
17 日，在驾驶新型战机试飞
时，飞机发生故障，导航台指挥
他抛机跳伞。为了保护唐山市和
遵化县数百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他放弃两次跳伞的机会而壮烈牺
牲，年仅25周岁。

王民生牺牲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司令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政部分别授予他中共
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
烈士等光荣称号，并授一等功。

40多年来，只在百里外的泊
头市烈士陵园有他的照片和事
迹，他的出生地尹店村知道的人
很少。为了让本村人更加了解自
己身边的英雄，教育激励广大党
员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之际，尹店村党支部决定举办英
烈展，让村民学英雄、树正气。

村党支部书记赵振新到泊头
市党史办、民政局、武装部等单
位，了解搜集烈士王民生的生平
和事迹，几次找到烈士在泊头市
区居住的弟弟妹妹沟通。经过一
个多月的忙碌，终于将烈士的事
迹制成文字图片，挂到了村党员
活动室。

赵振新说：“用本村活生生
的事例，教育本村人，看得见、
摸得着。让英雄的事迹感召村
民，使人们更加爱国、爱家，激
发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和劲头。”

村庄办起村庄办起
英烈展览英烈展览
郭树芳

69006900余名余名党员中心户和党员中心户和1010万余群万余群众户结对子众户结对子

盐山实现党员盐山实现党员联联系户全覆盖系户全覆盖
本报讯 （贾 世 峰 柏 秀 刚 石

磊） 已经到了雨水节气，盐山县盐
山镇姜牛村党员中心户王炳章，来
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姜景华的蔬菜
大棚，指导种植管理技术。这个大
棚，就是王炳章帮助建起来的。在
他的帮助下，姜景华去年仅这个蔬
菜大棚一项就收入 2万多元，实现了
稳定脱贫。

党员中心户，是盐山县在农村
（社区）探索建立的一种党员联系群
众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构建起

“农村（社区）党组织+党员中心户+
群众户”的网格化组织体系，拓宽
了党员联系服务群众途径，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和组织

力。截至目前，盐山县 6952名党员
中心户和 10 万余群众户结成对子。
每名党员中心户直接联系群众 10户
左 右 ， 党 员 联 系 户 覆 盖 率 达 到
100%，实现了联系服务、结对帮扶
的全覆盖。

盐山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工作便利、资源整合、因
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量党员的政
治素质、文化水平、身体条件、组
织协调和带富致富等 5个方面能力，
结合平时一贯表现，通过公开推
荐、党委审查、支部确定等程序，
遴选出表现优秀的骨干党员担任党
员中心户。注重把村 （社区） 干
部、党小组组长、村 （居） 民代

表、“双带”能人、村 （社区）“两
委”后备干部等党员，推选为党员
中心户，确保质量过关、群众满
意，真正把党建做到“家”、把服务
触角伸到“户”。

党员中心户对群众的服务是全
方位的。一是当好宣讲员，把党的
声音传达到户；二是当好办事员，
代言代办到户；三是当好调解员，
矛盾化解到户；四是当好帮扶员，
脱贫带富到户；五是当好倡导员，
文明传播到户；六是当好监督员，
任务落实到户。“六员六到户”发挥
了党员中心户促进和谐的“稳压
器”作用，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
洽。

盐山县还建立了县、乡、村三
级考核机制，坚持一季一评议、
半 年 一 考 核 、 年 终 一 评 比 。 其
中，农村 （社区） 党组织每季度
对党员中心户进行一次评议，评
议结果作为党员评先评优的重要
依据，对表现优秀的党员中心户
作为农村 （社区）“两委”后备干
部进行重点培养，符合条件的，
按照相关规定，推选进入村 （社
区）“两委”班子。

庆云镇赵家村赵洪椿既是村党
支部书记，又是党员中心户。他
联系的群众户胡国强，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患股骨头坏死丧失
劳动能力。为了帮助胡国强脱贫

致富，赵洪椿多次到胡国强的家
中。在他的建议下，最终确定了
养殖生猪项目。有了项目，资金
又成了难题，赵洪椿多次往返盐
山信用联社庆云分社，为胡国强
跑办贷款 10 万元，帮助胡国强建
起了养殖棚。如今胡国强逢人就
夸：“通过养猪我已经挣了四五十
万元，多亏了赵洪椿，俺家才有
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了。”

截至目前，盐山县党员中心户
向党组织反馈党员群众意见建议 200
余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80余
件，开展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 880余
次。

“我愿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修桥铺路、扶弱助困，只要家乡
需要，一定倾心倾力。”2月 19日 （农历
大年初八），一场特殊的恳谈会在献县十
五级乡政府召开，参会的是这个乡的 70多
名乡贤和爱心企业家，他们发言的主题是
为家乡发展作贡献、出主意。

献县十五级乡东韦庄村爱心企业家韦
东来，在深圳从事建筑器材租赁生意，他

表态，愿意和所有企业家们一起，心往一
块想，劲往一块使，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没钱没力出主意，为家乡的发展增砖
添瓦。

“我提三条建议。”匠心文旅集团董事
长、尹三村爱心企业家孙英杰争着说，“一
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的有利时机，将国家
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二是要高度重视教育工
作，社会发展教育为本。三是要在乡域境内
的堤与河上做好文章。”在这场特殊的恳谈
会上，大家纷纷畅所欲言，共谋发展。

其实，十五级乡在外创业经商人员众
多，遍及全国各地。乡贤离家不忘家，真
情回报家乡。在北京做床品绣花生意的付
庄村企业家刘玉旺，逢年过节都自费为全
村 6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去年，

他还组织成立了乡贤“爱心团队”，拿出
了 100多万元，由“爱心团队”其他成员
组织实施，帮助改善献县贫困户的居住条
件。近年来，十五级乡的乡贤和企业家累
计为家乡公益事业捐款 1200余人次，捐赠
资金1000多万元。

“我们利用年后的时机，邀请各村乡
贤和爱心企业家召开这次恳谈会，就是要
发挥自身优势，以乡情为纽带，将在外商
业人才团结在一起，创建一个十五级乡乡
情商会，凝心聚力，实现对家乡的回报回
归。同时，我们积极开展畅心、亮心的民
心工程，打造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乡情商
会强业、好人十五级等几个特色品牌，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十五级乡党委书记韩
金彪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炊”为先。早期
先民受烹饪手段限制，只能摄取生冷食
物充饥果腹。后来，火的利用开启了人们
对食物的探索之旅。为充分利用火烹饪出
美味的食物，富有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逐
渐发明出“灶”：先是挖坑生火的火塘，后
来成为可移动的独立灶，至汉代时，多眼
灶逐渐流行开来。

在沧州博物馆历史厅中陈列有汉代陶
灶，梯形的外观，长方形的灶门，灶面上
装有排烟筒，中间为两口釜，一火多用的

设计大大提高了烹饪效率。为减轻烟熏火
燎，近灶门处设置有遮烟檐。透过陶灶，
仿佛可以看到灶前劳碌而又充满期待的古
人身影。

汉代的陶灶常和釜搭配使用，釜就是
古代的锅，放置在火眼上，煮水烧汤，釜
中也可放置带篦孔的甑来蒸饭，实现一器
多用。由于人们对釜的长期使用，逐渐衍
生出“釜底抽薪”“破釜沉舟”“鱼釜尘
甑”等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

崇尚厚葬的汉代人民视死如生，为死
后能继续享受生前生活，品尝美食，常随
葬陶灶。陶灶的流行与当时的“祭灶之
风”也息息相关。祭灶最早见于《礼记·祭
法》，先秦时，已成为“七祀”之一，至汉
武帝时，天子开始祭灶，期望灶神能护佑
自己长寿。祭灶在上行下效的风气中而随
之盛行全国。

而今，祭灶习俗已渐渐淡出人们的生
活，这件汉代陶灶也已尘封千年，但中华
悠久的饮食文化风俗和健康生活方式，依
然普惠于民。随着时代的进步，“灶”逐渐
演化得更加科学、环保和便捷。在万家灯
火中，在温馨生活里，伴随着煎炒烹炸、
焖溜熬炖等美食手法，一代代人用灶烹饪
出温暖的人间风味和品味不尽的乡愁。

刘媛媛

食以食以““炊炊””为先为先———汉代陶灶—汉代陶灶

一场特殊的一场特殊的恳谈会恳谈会
本报记者 曹广欣 本报通讯员 张浩瀚

春节假期刚过，肃宁县窝北镇垣城南
村天康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黑宝”圆
茄喜获丰收，老农、社员们立即投入紧张
的采摘工作中。据悉，每天有 2万公斤圆
茄，通过天康蔬菜分拣市场发往全国各地。

村民刘志学是天康合作社社员，他种
植圆茄已有10年，共有9个温室大棚。“这
几天，每天早上 5点采摘，然后送到合作
社的分拣市场，中午发车运走，下午 4点
多就可到达天津、北京商超货仓，第二天

一早就可以上架销售。”刘志学高兴地说。
2011年，窝北镇天康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率先引进“黑宝”圆茄进行种植，并积
极引导种植户发展标准化生产。通过实行

“统一供苗、统一用肥、统一用药、统一回
收、统一品牌，分散管理”的“五统一，一
分散”种植模式，从源头把控蔬菜质量。

2016年，肃宁县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
授予“中国圆茄之乡”称号。据悉，肃宁
县圆茄种植面积可达 1万亩左右，主要生

产类型为日光温室和春秋大棚，亩均产量
在1万公斤左右，日光温室亩收入3至4万
元。温室大棚的圆茄 2月中旬开始陆续上
市，春秋棚的圆茄要到 4月末 5月初上市。
每天供应北京的圆茄可达 6万公斤，占北
京圆茄市场份额的 60%以上，当日采摘，
次日就可端上北京市民餐桌。

肃宁肃宁肃宁“““黑黑黑宝宝宝”””
圆圆圆茄喜获丰收茄喜获丰收茄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学翠康学翠 贾世峰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刘巨雷刘巨雷 宋志敏宋志敏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杨金
丽 通讯员陈四雄） 2月
5日晚 11时左右，新华
区荣盛锦绣官邸小区一
名女子与家人争吵后爬
上 8楼沿廊，欲轻生跳
楼。紧急时刻，在此居
住的大学生姜海洋见义
勇为，机智地救下轻生
女，避免了一场悲剧的
发生。

在这个小区居住的
居民现在提起那一幕，
还心有余悸。一位居民
介绍，当晚10时30分左
右，当时正要入睡，就
听楼外传来一阵阵撕心
裂肺的哭声。他立即跑
了出去。只见一对父女
前后奔向一栋楼。女子
跑在前面，不一会儿就
出现在 8 楼的沿廊上。
父亲劝她快点儿下来，
她不仅不听，还把一条
腿伸出了护栏外，威胁
父亲不要上楼。父亲连
忙大声呼叫，有热心人
想上楼救人，女子却大
声说：“谁也不许上来，
谁上来我就跳楼！”

危急时刻，姜海洋
和一名保安出现在楼下。
姜海洋想进楼宇门，女
子又以死威胁，大声阻
止。姜海洋说：“姐姐，

我住这栋楼，刚刚下班
回家。你不能不让我回
家吧！”女子这才应允。

姜海洋的确住在这
栋楼上，但他上楼的目
的，就是救这个轻生女
孩儿。担心女孩儿警
惕，他坐电梯时没有按
8楼，而是按了7楼。到
达 7 楼后，他放轻脚
步，走到了 8 楼沿廊
上。此时，轻生女子脸
朝外面，一条腿还跨在
了护栏外。他紧走两
步，一把抱住了女子，
一用力，将女子抱了下
来。为了避免悲剧再次
发生，他自己紧靠在护
栏上。这时，陆续有人
跑过来帮忙。眼见轻生
女子脱险了，姜海洋悄
然离去。

姜海洋是河北能源
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大
一学生。昨天，记者电
话联系上他时，他正在
附近一家超市打工。他
说，当晚 11时，他下夜
班回家，碰巧遇到了这
一幕。他是“平安新华
希忠志愿服务队”的一
名志愿者，曾经接受过
救人培训。遇到这事，
没顾上多想，就去做
了。

大学大学生见义勇为生见义勇为
救下轻生女救下轻生女
当时女孩儿在当时女孩儿在88楼楼，，一条腿伸出一条腿伸出
护栏外护栏外

本报讯 （记 者 周
洋 通讯员邢磊 海峰）
近日，在青县航天未来
小镇现代农业园区的温
室大棚里，一垄垄绿油
油的韭菜甚是赏心悦
目，工人们忙前忙后地
除草松土，待上市后这
些韭菜就能够卖上一个
好价钱。

看着这个景象，园
区负责人张树森感慨万
千。去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他的心里并不
轻松，蔬菜价格一度不
稳定，销售业绩受到冲
击，园区发展遇到了资
金瓶颈。了解到园区这
一情况后，当时中国
人民银行青县支行的
工作人员主动与张树
森进行对接，第一时
间通过农业信贷担保
融资体系为园区解决
资金问题，保障园区
的正常生产。

张 树 森 能 走 出 困
境，是人民银行青县支
行充分利用农业信贷担
保融资体系，加大政策
性贷款投放力度，为有

信贷需求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的
一个缩影。

去年，青县蔬菜销
售受到疫情冲击。了解
到这个情况，人民银行
青县支行组织各银行机
构采取建立“金融超
市”“1+11+N”蔬菜产
业专项对接平台等多项
措施，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6102万元信贷资金
第一时间注入蔬菜产业
发展中。全县 190个农
业合作组织及农户得到
金融支持，为 53户种植
户发放了支农再贷款
835 万元、支持小微企
业再贷款 625 万元，对
3200万元蔬菜产业贷款
进行了延期还本付息，
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
本。

此外，随着金融惠
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解决了
农户们信贷资金还款压
力。到 2020年末，青县
蔬菜产业已经走出困
境，实现全年稳中有增
的目标。

青县金融青县金融系统系统
助力菜农抗疫助力菜农抗疫
发放信贷资金超发放信贷资金超60006000多万元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