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王汝汀
电话 3155698 电邮 czrbzhxw@163.com

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正月初九P2 要 闻

YAOWEN

走进吴桥县东宋门乡老贾村，街
道宽敞干净，道路两旁房屋墙壁粉刷
洁白。近年来，蔡志彬带领村“两
委”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为老贾村的百姓谋发展，老贾村
已今非昔比，村民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2009年，蔡志彬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上任后他与村“两委”班子积极
想办法，决定首先从改变村容村貌入
手。蔡志彬积极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多
方筹集资金，推动村庄基础建设，打
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他多方筹资对
村里的电力设施进行改造；为利用好
地表水，清理加深沟渠 1200米；村内
累计修路2190米，安装路灯57盏，种
植绿化 1340 株，修建广场 400 平方
米，粉刷房屋 7200平方米，新建“两
室”150平方米。每季度开展一次环村

垃圾、卫生死角清理集体义务劳动，
彻底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要想让大家生活得更舒坦，不仅
要将村里的“面子”工程做好，更要
加强“里子”的发展。蔡志彬经营着
河北海洋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个人的生活过得比较富
裕。“俺们村的情况比较困难，我得
想法带着父老乡亲们一块致富，不能
让任何一名百姓掉队。”蔡志彬说。
为了带动村民共同发展，他的企业优
先解决老贾村村民就业问题。由于村
民多且无技术基础，蔡志彬便安排村
民带薪参加培训，多年来培训 50 余
人。为更好地帮助困难大学生完成学
业，连续多年以老贾村村委会的名
义，为考入大学的学子们每人资助
1000元金秋助学金。

老贾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人
多外出打工，村里老人大多没有劳动
能力，土地闲置成了急需解决的问
题。2021年村集体与劲酒集团最大粮
食供应商签订高粱订购合同，以订单
模式试种“两糯一号”高粱，规定高
粱最低保护价，由该公司实行统一供
种供肥、统一播种、统一管理，高粱
亩产值超过 2200元，为村集体创收 16
万元。村民们积极响应，村集体以

“保底+分红”形式推动全村土地流
转，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600余亩，对
土地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他邀请中国

农业大学王志敏教授到村实地考察，
为老贾村提供优质黑小麦麦种和种植
技术指导，帮助老贾村农业发展插上
科技的翅膀。

蔡志彬又开始琢磨丰富大家的精
神生活。通过农村大喇叭广播、手机
微信群宣传、重阳节举办“老人宴”、
春节送福字春联等形式，广泛宣传党
的政策，培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
带，开展“六个一”（发放一封邀请
信、开通一个“微信群”、举办一次联
谊会、召开一次推介会、组织一次恳
谈会、进行一次节日慰间）活动，吸
引资金人才，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凝
聚力；村“两委”制定了系列村规民
约，开展了“十佳文明户”“好婆婆”

“好儿媳”评选表彰活动。如今的老贾
村群众素质不断提高，敬老爱幼、夫
妻和睦、守望相助蔚然成风。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记吴桥县老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蔡志彬—记吴桥县老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蔡志彬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春节期间，东光县东光镇北徐村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州锣鼓”传承人朱观峰，带领
农村艺人们在春节期间为乡亲们呈现精彩表演，喜庆寅虎新春。 朱林林 摄

本报讯（记者康学翠 通
讯员高箐）一提起村里的红白
理事会，黄骅市黄骅镇东孙村
村民吴忠祥就竖起大拇指，按
照白事简办的标准操办母亲的
葬礼，仅花费了约1万元。据
悉，黄骅镇东孙村将移风易俗
写入村规民约，村里大操大办
的陋习破除，6年累计为村民
节省开支约260万元。

据了解，东孙村红白理事
会以村党支部为依托成立，由
村“两委”班子成员、志愿者
服务队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党
员组成。按照村庄实际情况，
分为4个理事分会，分包各个
片区的婚丧嫁娶相关事宜。红
白理事会成员为群众服务不收
取任何报酬，谁家有事主动上
门，协助村民制定活动标准，
确定宾客范围，组织帮忙人
员。同时，红白理事会印发
《东孙村关于殡葬改革的公
告》，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的
相关制度，宣传引导村民移风
易俗。

村党支部书记杨金槐介
绍，处理殡葬事宜前，理事
会成员都会填写一张《东孙
村殡葬各项开支上报表》，里
面详细记载着火化费用、就
餐费用、白布费用等各项费
用支出。对于这些费用支
出，改革公告上都有相应的
上限要求，从而遏制住铺张
浪费现象的发生。

如今，“婚丧事到理事会
去办”渐渐成了村民的共识。
谁家有婚丧嫁娶的大事都要向
理事会申请、报备，之后由理
事会下发告知书，规定办事的
规格和要求，村民在告知书上
签字后严格执行，红白理事会
帮忙办理，村民省心省力。

东孙村的做法得到了黄骅
镇党委、政府的肯定。黄骅镇
在总结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
上，不断将东孙村红白理事会
经验推广到全镇各个村庄，让

“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反对
铺张浪费”的理念深入人心，
使文明之风吹到千家万户。

移风易俗写入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

黄骅东孙黄骅东孙村村66年累计节省开支年累计节省开支260260万元万元

“开饭喽！”随着一声吆喝，青县
流河镇人和镇村的孝老食堂准时开
餐。桌上，四菜一汤，冒着热气，老
人们说笑着围坐在桌前，尝一口，纷
纷称赞好吃。聋哑五保老人李志中说
不出话，微笑着向义工们竖起大拇
指。孝老食堂升级改造后，更有

“家”的模样，占地 260平方米，包括
卧室、厨房、餐厅、厕所、活动室
等，室内还装有地暖、中央空调，除
了提供一日三餐外，70岁及以上行动
不便的独居老人可以居住。这里俨然
成了他们的幸福家园。

聚焦农村独居老人，解决他们的
吃饭问题，人和镇村依托村里的红白
理事会，在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
创办起孝老食堂。不到一年时间，这
种模式已在青县 32 个村落地开花，
1600余位农村独居老人从中受益。

老人们的幸福感正是青县学史力
行办实事的缩影。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青县坚持将理论学习作为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的重要抓手，利
用各类“课堂”集中学，利用各类“宣
讲”灵活学，利用各类“平台”拓展
学，利用各类“基地”现场学，在青县
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同时，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检验学习成
效的“试金石”，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贴
近基层、服务群众，将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度”转化成为民服务的“温度”。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青县围绕养

老、城建、乡村振兴等领域，谋划实
施了 20项民生工程、12项民生大事、
5项民生实事，实行台账式管理。各乡
镇、部门结合工作职能，自选谋划为
群众办实事事项，建立“我为群众办
实事”事项清单台账，共登记实事项
目200余件，细化措施530多项。从一
件件民生实事入手，青县自上而下建立
起完备的责任体系，形成职责明晰、上

下联动、快速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交
出了一张可圈可点的“民生账单”。

青县探索推行了“大户+土地流
转”“大户+结构调整”“大户+社会化
服务”的多元发展模式，依托大户带
动土地流转、引导结构调整开展社会
化服务，试行“集体种百亩田、创收
超5万元”的做法，实现了土地经营由

“零星分散”向“成方连片”的转变，
找到了基础薄弱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新
路，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深入开展

“百企兴百村”活动，青县 400多个爱
心企业与 148个基础薄弱村庄进行对
接，自愿开展集中帮扶，持续巩固扩
大脱贫攻坚成果，先后落实帮扶资金
1350万元；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建成小游园、小广场 1280余个，190
多个村的“垃圾坑”变成了“荷花
塘”；完成了江水村村通项目，城乡居
民全部喝上了长江水；深入推进国家
级园林城、卫生城和省级文明城创
建，实施了 80多项城建工程，完成了
总投资6亿元的城区雨污分流，城市更
新速度不断加快……桩桩件件都承载
着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社会民
生实事扎实推进，青县县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不断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落细落实，用心用
情增进民生福祉，将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真抓
实干的强大动力。

——沧州市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展
巩固成果 开创新局

学学习习““热度热度””转化为服务转化为服务““温度温度””
———青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见闻—青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见闻
本报记者 康学翠 本报通讯员 黄荣荣

本报讯（记者鲁萍 通讯
员王蒙）日前，海兴华翔 20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正式并
网发电，沧州年内首个新能源
项目顺利投产。该项目投产后
沧州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
487万千瓦，占网内总装机容
量的 46.7%，预计到 2022 年
底，新能源将超过常规火电成
为沧州电网第一大电源。

沧州地处渤海沿岸，风电
和光能储量十分丰富。自
2008年4月沧州首家新能源场
站并网发电以来，我市新能源
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近三
年新能源装机容量增长率保持
在 35%以上。2021 年，沧州
电网新能源发电量达 63.59亿
千瓦时，折合减少标煤消耗

203.5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527.82万吨。

新能源占比逐年提高，为
拓展新能源电力消纳空间，沧
州供电公司全力打造“220千
伏双环网、110 千伏链式结
构”的坚强网架，为沧州新能
源发展建设提供坚强保障。积
极参与沧州市新能源规划研
究，确保新能源项目应并尽
并。为确保海兴华翔光伏项目
顺利并网，沧州供电公司成立
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建立专班工作机制，积极
对接发电企业，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提前完成通
信光缆、调度数据网调试以及
线路光差保护对调等工作，为
项目最终并网奠定基础。

大年初一早晨7点，室外温
度近零下10℃，陈冬青已经开始
了捷地减河的冰期测流工作。

陈冬青今年 39岁，是河北
省沧州水文勘测研究中心黄骅勘
测队队长，从事水文勘测工作已
经 16年了。大年初一，由于河
道封冻，放置在河道里测水文的
水尺被厚厚的冰层裹住，看不出
水面的位置，陈冬青就拿起沉重
的钢钎开始凿冰。冰厚难凿，蹲
在冰面上难以发力，他就直接跪
在冰面上，用力凿开了一个大冰
窟。

“夏天可以用自动化仪器
测，冬天河面封冻结冰后，仪器
下不到水里，就只能人工破冰后
再测。”陈冬青说，非汛期的低
水测流相当关键，关系到河道流
量特征值的收集。随后，陈冬青

走到桥面上，把测流设备放到河
道里开始测流。他看着测点上空
的起点距，量测水深，掐秒表，
听声响，记录测得流量数据。

忙完工作已近中午，回到
水文站站房，陈冬青打开电
视。电视里正播放着各地过年
的习俗，安静的站房里顿时增
添了一些热闹的声音，多了一些
年味。他给家人一一打了电话拜
年后，他开始煮水饺，忙活新年
的第一顿饭。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为了不
中断每日必测的数据链，逢年过
节，水文人都得坚守岗位。“虽
然不能回家吃团圆饭，但是在工
作岗位上和同事一起过年，也是
一种团圆。”陈冬青说，能为群
众服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
会尽全力守护老百姓的平安。

拔菜，摘菜，打捆……记者日前
在青县清州镇胡白庄村的大棚里看
到，村民张广通正在忙碌着，不到 10
分钟，10多捆茴香已经拔下来捆好。

“这些蔬菜将运往京津。”张广通说，
“现在俺们这里的蔬菜已经实现了‘清
晨青县棚中菜，中午京津盘中餐’。”

青县依托种植蔬菜大棚，建立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绿色、生
态、优质、高效的设施蔬菜种植，带
动农民抱团儿发展，撑起了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的小康梦。
张广通 17年前一直在外面打零工

挣钱，看到村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依
靠种植大棚致富，也开始回村里跟着
搞起了大棚种植。他一年四季不闲
着，种完茴香种甜瓜。

张广志是村里的蔬菜经纪人之
一，前些年他负责把村里种植的蔬菜
拉到北京、天津等地去销售。现在，
他主要负责把外地的客商引到村里
来，直接上门收购蔬菜。春节前，村

里上千亩的茴香熟了，那是他最忙的
时候，“多的时候一来就是十几辆车，
一天销量两三万公斤。”张广志说，春
节期间蔬菜需求量大增，虽然今年春
节是在蔬菜基地里过的，但能将新鲜
蔬菜送到各地家庭的餐桌上，为大家
换回收益，他特别高兴。

胡白庄村依大运河而建，站在运
河河堤放眼望去，一个个设施大棚整
齐排列，很是壮观。据介绍，该村从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蔬菜大

棚，到现在全村298户中有200户种植
大棚蔬菜。几十年来，该村种植的黄
瓜、甜瓜等果蔬品质优、口碑好，逐
步形成种植规模。青县农业局技术人
员每周都会定期到大棚进行指导，农
闲时节还会对菜农进行技术培训，他
们的蔬菜种植管理实现了标准化，果
蔬的质量也更有保障了。

如今，青县设施蔬菜播种面积达
26万亩，年产蔬菜140.86万吨，年产值
近50亿元；先后注册30多个蔬菜品牌，
每年向京津输送优质蔬菜100多万吨。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记
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春节
假期期间 （1月 31日到 2月 6
日），全市共寄出快递 121万
件，派送快递 135万件，1108
名快递小哥坚守岗位，保证快
递不停运，将包裹着浓浓年味
儿的年货及时送到家。

近年来，春节期间成为广
大群众邮寄各类特产的高峰
期。加之疫情的影响，不少人
为了配合疫情防控要求选择就
地过年，无法与家人团聚，相
互之间邮寄年货便成了他们表
达乡愁的一种方式。大大小小
的包裹里，装满了腊肉、烧
饼、高粱饴等特产，不少沧州
人也将家乡的火锅鸡、面花、
窝头、猪蹄等美食打包寄给异
地过年的亲友。市民丁悦说，

今年没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打
开他们寄来的包裹，一下子就
闻到了家的味道，也算是一种
精神寄托。

随着冬奥会火热进行，吉
祥物“冰墩墩”成了网红，不
少市民网购“冰墩墩”形象的
挂件、抱枕、保温杯等产品，
希望以这样的形式留个纪念。

为了保证春节期间快递行
业的正常运行，各快递公司积
极组织人力，千余名快递小哥
奔波在大街小巷，及时把群众
的需求送到家。这些坚守岗位
的快递小哥中，也有不少外地
留沧过年的人，他们来自山
东、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虽
然自己没能回家过年，却以特
殊的方式帮助更多无法团圆的
人连接乡愁。

千余名快递千余名快递小哥春节坚守岗位小哥春节坚守岗位
全市全市77天假期收寄天假期收寄年货年货200200余万件余万件

清晨青县棚中菜清晨青县棚中菜 中午京津中午京津盘中餐盘中餐
———青县蔬菜大棚里映照新春—青县蔬菜大棚里映照新春““好光景好光景””
本报记者 申 萍 本报通讯员 边贵成 韩 璐 海 峰

““为群众服为群众服务是一件幸福事务是一件幸福事””
———水文人陈冬青的虎年春节—水文人陈冬青的虎年春节
本报记者 刘 杰 本报通讯员 孙 超

海兴华翔农光互海兴华翔农光互补光伏项目并网发电补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预计到年底预计到年底，，新能源将超过新能源将超过常规火电常规火电
成为沧州电网第一大电源成为沧州电网第一大电源

本报讯（记者郭玉培 通
讯员王芳）昨天，记者从盐山
县委宣传部获悉，盐山县又一
次被命名为河北省“双拥模范
县（城）”，成功实现“六连
冠”。

省级“双拥模范县”每四
年命名一次。盐山县委、县政
府把双拥工作纳入全县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
工作要点，并列入各级各部门
政绩及责任目标考核。同时，
将双拥国防教育纳入全县中小
学教学重要内容；抓住“八
一”建军节、烈士公祭日等重
要节点，广泛开展英雄典型宣
传等活动。积极引进和依托军
工龙头骨干企业核心技术，实
现军民产业的深度融合；成立
盐山县爱国拥军志愿者联合
会，构筑了涵盖商业、餐饮住
宿等诸多行业在内的志愿服务
站 70 家，双拥服务队 1215

家，双拥志愿者 13014人；在
全市率先成立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一体化促进会，吸纳 38家
企业成为会员，组织召开“退
役军人再就业招聘会”6次，
20多家会员单位与 50多名退
役军人有效对接，5名退役军
人到当地企业务工就业；为现
役军人送立功喜报 100 多人
次，为退役军人家庭更换、悬
挂“光荣之家”牌匾 13000余
块，让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
业，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人
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氛
围。

据悉，自盐山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成立以来，74名转业
士官得到妥善安置，为盐山县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生力量。同时，做好保
险接续工作，财政出资507万
元，为428名退役士兵补缴了
社会保险。

盐山夺得省级双拥模范县盐山夺得省级双拥模范县““六连冠六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