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王双双）“通过
参加免费培训，我学到了中餐
烹饪技术，就业的路更宽
了。”刚刚结束转移就业培训
的农民梁立真对再就业信心满
满。

近年来，吴桥县聚焦农
村劳动力就业需求，按照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部门
监管、机构培训、农民受
益”原则，组织开展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采取

“岗位+技能+劳动力+就业”
培训模式，不断提升农村劳
动力技能水平，促进他们实
现就业。

为保障培训效果，承办农

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的吴桥县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聘请了重
庆任荣烹饪教育集团的专业资
深教师为学员们授课，并免费
提供食材、厨灶等实操用具，
通过理论讲解、实物演示、学
员实际操作等教学环节，让学
员真正掌握中餐烹饪技术。

吴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培训处主任张彦岭介绍说，农
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主要为
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以理论讲解
与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计划培训3期，目前第一
期46名学员已培训完毕。

学技术强本领学技术强本领

免费培训拓宽就业路免费培训拓宽就业路

眼下，在
吴桥县梁集镇
北徐王村，大
型花生起果机
忙着作业。近
年来，吴桥县
积极推进农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大力发展
花生种植，促
进 农 业 增 效 、
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刘天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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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织路网 发展骨架强健

破晓时分，在国道G339绕城
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
声划破清晨的寂静。伴随着整座
城市的苏醒，工人们开足马力刷
新着路网建设“进度条”，火热的
工地奏响建设强音。

一“桥”互通南北，一“桥”
下穿东西，串起数城繁华。国道
G339绕城项目二期工程新建互通
式立交1处、分离式立交1处，项
目全部完工后，南通山东德州，北
达沧州，东望山东宁津，西接衡水
景县，将拓宽吴桥向西部和北部发
展的空间，有效推动城市扩容，改
善区域投资环境。

近年来，吴桥县在打通城市
动脉、拉开城市整体框架、突破
发展瓶颈上下功夫，积极构建快
捷通畅的城市交通网络，对县乡
主要道路全部进行改造升级，打
造了“九纵十二横”交通路网格
局，将吴桥与邻近县市更为紧密
地串联起来，构建了“城区循
环、外围辐射、区域联通”的现
代化交通网络，使内通外联能力

大幅提升。
“柏油马路修到村，我们把红

酥梨卖到了德州、天津等地，不
愁没销路。”吴桥县前曹村红酥梨
种植户高杰告诉记者，“家门前”
的公路变得宽阔、舒适，他流转
了 140亩土地搞特色种植，吃上
了“产业饭”。伴随着村级道路改
造提升，农村基础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农副产品销路也逐步打
开，一批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依托农村公路发展起来。

“没什么比机械轰鸣作业更能
传递发展信心，没什么比路网工
程接踵落地更能澎湃发展的动
力。”吴桥县交通局负责人张洪亮
介绍，近年来，吴桥县完成了 27
座桥涵修建工作、30公里“鱼刺
路”“翻浆路”建设任务、339和
105 国道改造工程，成功创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功能完善 城市气质蝶变

“以前小区门口两侧都停满了
车，进小区的拐弯处成了盲点，
公共停车场建成后，居民出行也
安全了。”家住书香仕嘉小区的居

民王越洋，称赞公共停车场让路
面更宽，居民出行更安全。

为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问
题，吴桥县结合城区实际情况，
统筹整合现有资源，不断优化城
区停车布局，积极推进公共停车
场建设。今年以来，新建停车泊
位 1054个，其中立体停车位 234
个，既保证市容整洁、交通顺
畅，又方便了群众出行，缓解了
城区交通压力。

“今年雨水比往年更多，但积
水很快排干，路上一点儿水洼也
不存。”家住黄河路沿线的居民孙
娴告诉记者，她真切地感受到了
城市的变化，“雨天看海”的情形
一去不复返了。

吴桥县不断完善城市防洪排
涝体系，实现了城区主次干道雨
污分流全覆盖，通过渗、滞、
蓄、净、用、排等多种手段相结
合的方式，让雨水能够快速被吸
收、储存，并且循环再利用，打
通“静脉血管”，让城市“脉动”
起来。

同时，扎实开展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程、养老服务提质增能工程

等 17 项民生工程，让城市“里
子”更实，“面子”更靓，营造舒
适宜居城市环境。

移步入园 幸福生活加码

初秋的吴桥运河公园，水光
潋滟，叠翠成荫。市民三五成
群，赏运河风光、观翩翩飞鸟、
品千年文脉，一步一景，是身边
最近的“诗和远方”。

“这里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已经成为‘鸟的天堂’。”周末，
摄影爱好者陈新华又来到了运河
畔观鸟，她要用相机记录这和谐
生态之美。

近年来，吴桥县坚持生态优
先，推动绿色发展，通过实施城
市文化公园、口袋公园和游园绿
地等百姓身边增绿建设项目，持
续优化城市绿地布局、拓展绿色
公共空间，运河公园、杂技公
园、南湖公园等一大批四季有
景、功能齐全的游园绿地成为市
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让幸福感
放眼可见、触手可及。今年以
来，新增绿地面积 5.3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面积550万平方米，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76平方米。
夕阳西下，余晖褪尽，淮北

游园小径蜿蜒、亭台如画，伴随
着音乐响起，小园又热闹起来
了。“走几步就到公园，退休后，
大家在这里跳跳舞、聊聊家常，
身心舒畅。”退休职工谭金凤和舞
友们用轻快的舞步舞出了幸福节
奏，纷纷称赞公园不仅改善了环
境，还为市民提供了游玩休息场
所。

推窗可见绿，抬脚即入园，
转角遇风景。吴桥县扎实推进民
生工程建设，今年以来，投资 59
万元建设了名邸园、黄山园、银
泰园等 5个口袋公园，占地面积
7925平方米。口袋公园作为城市
景观的“配角”，成了市民休闲生
活的“主角”，市民漫步其间享受
惬意时光，幸福画面随处可见。

城市更新提速，幸福更具成
色。吴桥县下足“绣花”功夫，
让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成为市
民可感、可知、可触摸的日常。
接下来，吴桥县将继续推进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建设更加美
丽、更显魅力、更具活力的宜居
吴桥。

以以““家庭小美家庭小美””聚合聚合““乡村大美乡村大美””

44..33万户美丽庭院万户美丽庭院
带动乡村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王双双）日前，在吴桥县张松村
何书胜的美丽庭院里，孩子们正在刻苦地练习
杂技。吴桥县把美丽庭院创建作为乡村振兴的
一项基础工程，以“家庭小美”聚合“乡村大
美”。

近年来，吴桥县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美
丽庭院建设中找准结合点，通过打造大运河美
丽庭院示范带和突出“美丽庭院+文明家庭”
双示范创建，构建“一带双示范”模式，用

“家风美”打造“庭院美”推动“生活美”，用
“柳绿花红”连起邻里和谐，实现从“一处
美”向“一片美”颜值升级，让美丽庭院扮靓
运河。

同时，将创建工作与乡土文化、民间美
食、特色民俗、旅游资源等相结合，着力打造

“一村一院一景一业”，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环境美、兴旺民富生活美的
乡村振兴新样板。如今，杂技小院里赏非遗、
红色小院里听故事、民俗院里品乡愁，每个乡
镇有样板、每个村庄有标杆。截至目前，全县
共创建美丽庭院4.3万户。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一带双示范’
创建行动，延伸大运河美丽庭院示范带辐射面，
持续推进美丽庭院和文明家庭双示范创建，推
动大运河沿线及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
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吴桥县妇联主席李
明倩说。

““乡村文化客厅乡村文化客厅””
丰富精神家园丰富精神家园

本报讯（王双双）日前，在吴桥县何庄乡
文化客厅，村民们正在专注地看书、做笔记。
今年以来，当地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作用，打造集阅读、学习、观影、文体活动等
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活动阵地，深耕乡村振兴精
神土壤。

“这里的书多，平时就喜欢来这儿看看
书，学学种庄稼的知识，感觉生活充实又快
乐。”9月 18日，何庄乡孙落雨村村民刘保华
又来到了文化客厅。在精心的建造、管理下，
文化客厅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成为周边村民
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吴桥县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
因地制宜打造各类实践阵地，全方位整合资
源，统筹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
技服务、卫生健康等服务功能，大力发挥群众
宣传员和文化志愿者作用，通过组织文化活
动、举办科普课堂、开展志愿服务等形式，充
分发挥文化阵地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作用，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建设乡镇文化客厅的基础上，我们结
合各村实际，打造了户外文化课堂、文化街
道、特色文化小院等。”谈到下一步打算，何
庄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文化阵地作
用，积极组织开展全民阅读、公益电影、广场
舞比赛、农业科普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不
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涵养文明乡风，助
力乡村振兴。

城市“脉络”四通八达，老旧小区
焕然一新，口袋公园容纳方寸之美……
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无不伴随
着吴桥人民逐梦前行的铿锵足音。

近年来，吴桥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聚焦群众需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城
市功能，潜心提升城市品位，城市更新
提速增效，百姓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土地托管助农奔土地托管助农奔““钱钱””程程
王天译 王昱鑫

7万亩土地实现托管

“我们准备了 60多台玉米茎
穗联合收割机等机械，再有几天
就要开机秋收了！”日前，吴桥助
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翟景
西，为及时完成秋收忙着调配和
检修机械。

作为典型的农业县，近年
来，吴桥县积极探索推广农业托
管服务模式，鼓励社会化服务组

织为种植大户和小农户提供托管
服务，通过专业化服务，将先进
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要素
导入农业生产，帮助农户解决一
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
划算的问题，促进农业生产节本
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截至
目前，各类服务组织共托管土地
7万亩。

“目前我们提供了‘保姆式’
全托和‘菜单式’半托两种土地
托管服务模式，农户可根据自己

的需要‘点餐’。”翟景西介绍，
“保姆式”全托即从选种开始到粮
食出售全程托管服务，“菜单式”
半托则是农户根据需求选择种植
任意环节进行托管。

“播种、浇水、打药、收割
……我选择了土地托管服务中的
4项，秋收时也不用孩子们回家
帮忙收割了。”在吴桥县沙窝李
村，63 岁的村民李清营告诉记
者，子女都在石家庄工作，以前
农忙时都是让孩子们回家帮忙，
现在赶上农忙就把土地交给社会
化服务组织，孩子可以安心忙工
作，自己还很省心。

托管激活农业发展活力

社会化服务组织有专业技
术、先进装备，只需农民“点
菜”或“包席”，就可提供半托
管、全托管的“保姆式”服务。
不仅让农户省心省力，更把小农
户纳入现代农业中，激发土地产
出潜能。

土地托管模式有效激活了农
业发展活力，农户将土地托管给

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测土配方
施肥、水肥一体化、植保飞防等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让小
农户与科技种田牵手，从而实现
从粗放型种植到精准化服务的转
变。“植保无人机的日作业率在
600至 800亩之间，我们有 200台
无人机可供调配。”在吴桥县万亩
高粱飞防作业中，翟景西一边在
手机上对植保无人机作业地点、
用药、用水、飞行速度等进行操
作一边介绍。

吴桥县满庄村的托管玉米出
现了叶面发黄、枯死等症状，社
会化服务公司通过对土地有机质
含量、酸碱度、氮磷钾含量等进
行测量，分析玉米出现脱肥症状
的原因是雨水过大和土壤氮元素
含量不足，及时喷洒了叶面肥，
并针对性地进行了病虫害防治。
土地托管服务有效激活了吴桥农
业发展活力，通过推广农业托管
服务模式，全县测土配方施肥、
水肥一体化、植保飞防等技术加
快推广应用。

多渠道助农增收

降低成本、提高收入，是稳
定农业生产的核心。土地托管服
务，通过服务组织集中采购、集
成技术、标准作业、统一服务、

订单收购等，充分发挥出农业机
械装备的作业能力和分工分业专
业化服务的效率，有效降低了农
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

“把土地托管出去后，我在县
城找了一份工作，现在除了粮食收
入，还能拿一份工资。”吴桥县双
井王村村民王有志说，将自家土地
托管给了“田保姆”，种地成本节
约近 400元，还不耽误去县城打
工，每月能多挣 2000多元。为农
户量身定制的土地托管服务，既解
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避免了农
田撂荒，还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以前种两三亩地，也得花钱
买喷药机、翻耕机等农具，想租
辆收割机，因为地块小也不好
租。现在，土地托管还让原来属
于各家的零散土地实现了规模化
种植，大幅降低了种地成本。”吴
桥县孙落雨村 1000多亩土地进行
托管后，村民孙书岗算了几笔
账：第一笔增加产量，大机械作
业、科学种田，粮食亩产可增加
15%左右；第二笔节约成本，社
会化服务组织统一采购种子、农
药等生产资料，并进行机械化作
业，生产成本降低了 20%左右；
第三笔多渠道增收，一是高产带
来高收入，二是解放劳动力增加
务工收入，三是统一销售以量取
胜，高价格带来高收入。

小葡萄小葡萄““串串””起起
甜蜜致富路甜蜜致富路

本报讯（王昱鑫 王双双）“周末，与朋友
一同到葡萄采摘园，观赏十里绿色长廊，采摘
新鲜葡萄，体验农家生活，无比惬意。”在吴
桥县窑厂店村葡萄采摘园内，正在体验采摘的
游客曹晓英对此行赞不绝口。

葡萄采摘园内，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泛
着光泽，阵阵清香扑鼻，吃上一粒，满口生
津，淡淡的玫瑰花香让人回味无穷。随着葡萄
成熟季的到来，进入9月，采摘园的游客多了
起来，葡萄采摘给游客带来了回归田园的惬
意，也给农户带来了增收的喜悦。

“今年我种了 8亩地的葡萄，一亩地能收
近 5000 斤，按今年的市场价，一斤六七块
钱，我这 8亩地能收 10多万元呢。”沉甸甸的
葡萄让种植户王振荣喜上眉梢，她告诉记者，
从 2013年开始尝试种植葡萄，经过近 10年的
摸索，葡萄种植采摘渐成规模。

葡萄种植是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农民尝
到了致富甜头，腰包更鼓、生活更美。近年
来，吴桥县围绕乡村振兴，深化农文旅融合发
展，将种植与休闲、旅游采摘相结合，因地制
宜发展瓜果、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业种植5
万余亩，带动了 3000多农户，开辟出了一条
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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