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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一村一品””鼓起群众钱袋子鼓起群众钱袋子
———任丘市于村镇—任丘市于村镇1212个村级合作社抱团转型谋发展见闻个村级合作社抱团转型谋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 鲁 萍 本报通讯员 刘 昊 王建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招商路上的招商路上的““追梦人追梦人””
———记市十佳公务员—记市十佳公务员、、市商务局招商投资一科科长穆晨市商务局招商投资一科科长穆晨

本报记者 孙晓卉 本报通讯员 郭文坡

做强城市经济，需要一个个优质项
目落地做支撑，更需要招商队伍的一副
副铁肩来托举。在这支队伍里，有这样
一位女干部：她始终不忘助力客商扎
根、服务沧州发展的初心，把责任扛在
肩头，穿梭在项目一线；她披星戴月，
风雨兼程，为每一个项目落地保驾护
航；她心中有梦，开拓创新、砥砺前
行，用专业和激情不断为我市招商引资
工作添新火。她，就是市商务局招商投
资一科科长穆晨。

“细节决定成败”。从事招商工作 15
年，这是穆晨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
这些年，她累计筹划组织了重大招商推
介会140余场，大到活动的总体安排、客
商的会见、洽谈项目的资料，小到会议
背板的设计、桌签的摆放，她都事无巨
细，亲力亲为。

招商引资的关键在于项目落地生
根，如何把签在“纸上”的项目落到

“地上”，进而转到“账上”？穆晨在不断
摸索中寻找突破口：她深入 18 个县
（市、区） 开展一线调研，与县 （市、
区）负责人、基层工作人员、项目投资
方交流座谈；与市行政审批局、资规
局、住建局业务人员研讨交流，快速掌
握项目落地建设的全流程办理环节，科
学绘制了招商引资项目全流程办理图和
招商引资项目闭环管理工作流程图；建
立了在谈、签约、落地、投产四个项目
数据库，实时跟踪。一有时间，穆晨就
会到项目建设工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问一问，充分听取诉求、梳理问题、建
立清单、办结销号，为签约项目实现落
地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作为招商一线的“老兵”，穆晨坚信

成功从来不是偶然，凡事要有走遍千山
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2021
年，我市拟在上海举办沧州—长三角招
商推介会，考虑到作为主办方需要提前
到沪邀客并做好预定会场等各项会务筹
备工作，当时正值中秋节，她主动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带领科室人员先行
来到上海。放下行李，就开始马不停蹄
地拜访企业，一位位地邀请客商。3天时
间，辗转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份，
跨越 1100多公里，穆晨一行先后走访了
上海市河北商会、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华芳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等 38家重点商协会
和企业，以热心、爱
心、诚心感动客商，现

场签约项目12个，总投资212.5亿元，涉
及新能源、航天材料、装备再制造等多
个领域。

熟悉穆晨的人都知道，别看她是一
名女干部，但在她身上却从未有过女子的
娇弱。去年 12月，穆晨感染新冠病毒，
高烧不退，恰巧赶上我市招商引资考核项
目录入系统时间，她不顾家人的劝告和身
体的不适，吃上一片退烧药，继续坐在电
脑旁，查验每个项目佐证材料。遇到项目
材料不全、填报数据有问题的，她就通过
电话、微信视频，与项目所在地的县
（市、区）负责人逐一核实，指导对方完
善相关资料，直至项目所有上报资料准确
无误后，再逐一录入系统。

有付出就有收获。近年来，穆晨先后
被省政府、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
会组委会评为筹办工作先进个人，获评省
投资促进系统优秀通讯员。穆晨说：“这
些荣誉对我来说，是鼓励也是动力，激
励着我继续逐梦招商引资路，用实际行
动树立起沧州对外开放的窗口形象，用
更多业绩诠释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沧州市十佳公务员风采录沧州市十佳公务员风采录

保障患者保障患者““医医””路畅通路畅通

市中心医院联合市中心医院联合
公交集团开通就医接送专线公交集团开通就医接送专线

本报讯（记者康学翠）
前几天，家住献县的李先生
驾车带着父亲来沧州检查身
体，他将车停在位于沧州西
高速口北（公交二公司）的
就医接送停车场后，便和父
亲坐上了“就医专线”公
交，半个小时就到了市中心
医院本部。李先生说：“以
往来看病，到医院停车再挂
号得1个多小时，现在‘就
医专线’直接把我们送到。
而且工作人员在车上教给我
们挂号，告诉我们就医流
程，大大节省了时间。”

为方便百姓就医，进一
步提高入院就诊效率，市中
心医院联合沧州公交集团开
通直达医院各院区的就医接
送专线。据了解，“就医专
线”每 30分钟一班。首班
发车时间为：公交二公司 7
时30分，中心医院8时；末
班发车时间为：公交二公司
16时 45分，中心医院 16时

45分，行驶路线为：沧州
西高速口中心医院就医接送
停 车 场 （公 交 二 公 司 院
内）→迎宾大道→新华路→
永安大道→光荣路→浮阳大
道→新华路→中心医院外科
楼公交停车场。途经市中心
医院脑科院区、儿科产科院
区、眼科医院、耳鼻喉院
区。同时在沧州西高速口北
（公交二公司）设置了容纳
百余车辆的停车场。就医群
众和家属在沧州西高速口下
高速后，将自驾车停放至停
车场，搭乘“就医专线”公
交前往医院就医；就医结束
后，再搭乘“就医专线”公
交返回停车场。

据悉，自 6月 6日“就
医专线”开通以来，已有
400 余人次享受到这项便
利。“就医专线”的开通，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区交通
压力，对提升城市文明起到
积极作用。

南大港湿地生态保护南大港湿地生态保护
修复经验成全国典型修复经验成全国典型

本报讯（记者刘杰 通
讯员王立军 张景兴） 日
前，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司评选出 2023年海
洋生态保护修复9个典型案
例，南大港湿地成为全市唯
一入选案例，为全国提供了
类似湿地保护修复的经验。

据南大港湿地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湿地北部曾
存在围垦养殖，导致自然湿
地面积缩减、水文连通受阻
等问题，影响了湿地水质，
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环境退
化。2020 年，南大港产业
园区申请中央财政资金，开
展湿地北部养殖池塘生态修
复项目，实施针对性修复，
保护原生湿地。

在生态修复实施工程
中，采用微地形整理、坡面
生态化改造等措施，将养殖
池塘恢复成了具有明水面—
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
构，形成了适用于南大港湿
地的“退养还湿+清淤拆
堤+生境岛营造+灌丛隔离

带构建”的模式。为了保护
迁徙鸟类，湿地建设科研监
测一体化平台，完善保护站
点 10处，新建瞭望塔 6座，
启动以东方白鹳为重点的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专属保护栖
息地建设，通过开展鸟类调
查监测形成全年鸟类监测系
统资料。

经过坚持不懈地治理，
完 成 湿 地 生 态 修 复 面 积
108.8公顷，修复区内水体
盐度、化学需氧量等水环
境指标最多下降 70%，湿
地土壤监测点位平均清洁
度提升 27.5%，土壤质量
向好转变。湿地水体环境
和水文连通性改善之后，
游 泳 动 物 实 现 了 自 然 恢
复。中华绒螯蟹等游泳动
物的出现，完善了湿地生
态系统结构，提高了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物种的多
样性。同时吸引来更多鸟
类，近两年监测到的迁徙
候鸟种类、数量以及珍稀
程度均有明显提升。

日前，市妇联通过招募巾帼科技工作者和“妇”字号基地（企业）、组建巾帼科技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巾帼助农助企直通车结对共建活动等形式，组织巾帼科技志愿者深入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田间地头等开展技术指导、科技服务。 刘蒙蒙 郭玉培 摄

日前，在大广高速任丘服务区附
近，一望无际的桃树林迎风摇曳。这是
任丘市于村镇西于村利用200亩集体土地
种植的“致富树”“转型树”。桃子还未
上市，就早已被预订，村民们喜笑颜
开，眼看着新一年的丰收就在眼前。

“从去年开始，我们村种植枣油
桃、油蟠桃等新品种。与附近众多桃农
相比，收益要高出一些。”已经退休的老
支书李大掺说，桃子还没下来，客户就
来预订了，一亩地交上1万元预订金，桃
子下来客户就过来收。“今后还得继续
考察新品种，让农民走上共同致富的道
路。”

李大掺介绍说，曾经的西于村和镇
上其他的村庄一样，家家从事采暖设备
相关产业。全镇工业企业曾拥有 147家，
从业人员上万，辉煌一时。但近几年，
采暖设备行业断崖式下滑。

痛则思变。于村镇党委、镇政府不
等不靠，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带领广大

群众另谋致富途径。于是，于村镇把目
光放在了发展农业产业化上，指导北陵
城、西于村、侯圪垯、军庄等多个村从
实际出发，多领域、多方位探索“一村
一品”。各村党支部先行先试，了解市
场、流转土地、考察种植品种、学习种
植技术，让百姓的口袋再次鼓起来。

2017 年，北陵城村党支部、村委
会，率先在任丘市实施流转土地发展农
业合作社，流转了村民 2300 余亩的土
地，不再像以往一样只搞传统种植，而
是转为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种植，并且打
出了属于北陵城的品牌——“新新”无
公害蔬菜。通过“党支部＋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积极探索新的经
营管理机制，每年至少为村集体增收 15
万元。村“两委”还将蔬菜、西瓜、玉
米、面粉、油、肉等以福利形式发放给
群众，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增强。

2019年秋天，军庄村的 300亩地瓜

种植基地迎来了第一场大丰收。黄色、
浅红、深红、玫瑰红等十几个新品种地
瓜，经过包装后，1公斤能卖 20元，供
不应求。从此，军庄村围绕着小小地瓜
做文章，积极与市科协、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联系，邀请专家来现场技术指导，
提升栽培管理水平，在施肥、灌溉、农
资供应、生产技术等方面实行统一管
理，不仅提升了支部和集体经济“造
血”能力，还带动了老百姓致富增收。

“以前我们两口子都在外面打工，顾
不上家里。现在村里有了合作社，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军庄村村民王友良今年
加入了合作社，除了合作社固定收益和
家门口打工挣钱外，他还将家里的微型
货车提供给合作社使用，又增加了一份
收入。

于村镇紧紧抓住特色农业发展不放
松，多次组织村党支部书记、种植大户
到邯郸馆陶，山东昌乐、兰陵，天津西
双塘、毛家峪等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引

进优质农产品，打造了以北陵村的水果
玉米、东陵村的雪梨、北芦庄村的玫瑰
葡萄、便家铺的朝天椒、西于村的蜜
桃、东于村的油菜花、前王约的水果西
红柿为代表的“一村一品”示范村。

同时，于村镇抱团发展，创新推行
“一村领办、多村协调”的运营模式。联
合 12 个村级合作社成立农民合作联合
社，集合上级资金、自筹资金共 606万
元，组织实施了河北省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示范区重点项目——任丘市众城
农业产业园，建设冷棚 22 个、暖棚 6
个，有效整合了资金、技术、人才、土
地等资源要素，激发了村集体发展活力。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聚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
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阐述，提出
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出了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最强音。这在中华文
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
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们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行动
指南。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的光辉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贯
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

界，深刻把握历史发展逻辑和文化建设
规律，系统回答了有关文化传承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
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
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的光辉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练概括
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
大意义，鲜明提出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的重要要求，对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进行了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党领
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我
们党强烈文化担当和高度文化自信的集

中体现，是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
盛的根本指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
了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科学认
识和深厚情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凝结着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蕴含着深厚的思想
智慧、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方向指
引，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
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推
进文化理论创新、深化历史文化研究、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
循。（一）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鲁萍 通讯员
赵明新 张世龙 刘昊）“农时不
等人，等不到收割机来急死
人。”日前，盐山县小刘牛村的
小麦成熟，到了抢收关键期。可
村民刘玉新一时间联系不到收割
机。正在犯愁之际，县住房公积
金驻小刘牛村工作队成立抢收突
击队，带领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
户提供“耕、种、收、管”的一
站式服务。

炎炎烈日下，小麦收割机穿
梭在金色麦浪中。县住房公积金
驻小刘牛村工作队，积极协调农
机服务，帮助群众做好小麦抢收
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
田、应收尽收。“没想到驻村干
部来了，可帮了俺们的大忙！”
刘玉新高兴地说。

抢收关键时刻，盐山县各驻
村工作队发挥乡村振兴“尖刀
班”作用，纷纷走进田间地头，

拿起工具，奋战在抢收一线，最
大限度保障了夏粮颗粒归仓。

麦子收到家里来，晾晒又是
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晒干没有粮
点接收，直接放起来就会发潮腐
烂，在马路上晾晒，又会影响交
通。”盐山县政协驻东孙村驻村干
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和村

“两委”统筹协调，及时腾出村里
闲置的公共区域，打扫干净，用
作小麦烘干、晾晒的场所。

同时，盐山县驻村干部提前
帮助群众筹备夏粮播种工作，及
时了解农户播种面积、作物良
种、肥料、农药等使用情况，及
时联系农资部门协助农户备足各
种物资，切实解决好群众困难，
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扛牢责
任、保驾护航。

记者日前来到渤海新区
黄骅市官庄乡吕郭庄村陈照
祥家 50亩的金银花田。伴
随着扑鼻的花香，采摘人员
正在分片、分茬采摘鲜花，
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金银
花产量不错，每天都得请七
八十人来帮咱采摘鲜花。”
陈照祥说。

今年是陈照祥种植金银
花的第四个年头，连年的生
长让金银花产量不断提升，
今年每亩鲜花产量在 150公
斤左右。“金银花是多年生
植物，不需要年年买苗栽
种，产量会随着种植年限逐
年提高，且十分耐盐碱、抗
干旱，特别适合在盐碱地上
种植。”陈照祥说。

由于已经和一家山东的
中草药收购公司合作多年，
从种到收，公司每年都会派
农技专家在关键阶段上门指
导，解决种植过程中的各种
问题，保证金银花的产量与
质量。

“金银花满身是宝，叶子
可以入药，干花可以做茶
叶，根茎可以做牙膏……”
陈照祥将采摘的鲜花放入烘

干机内烘干，由合作的公司
按照质量评估进行采购。“通
常5公斤鲜花可以烘出1公斤
干花，按照干花每公斤 200
元的价格，一季花就能有十
来万元的收入。”陈照祥说。

金银花不仅为陈照祥带
来了“真金白银”，还让周
边村里的老人、妇女赚到了

“零花钱”。由于摘花需要大
量工人，在收获期平均每天
都会雇佣七八十人。“咱这
都是按斤计费，摘一斤挣 5
元钱。摘花快的，一天能摘
50多斤。”陈照祥说。

眼看着产量连年增加，
也有了固定的销路，陈照祥
又有了下一步打算。“我计
划将金银花进行深加工，推
出特色产品，带动周围农户
进行大规模种植，形成区域
化种植，继续增产致富。”
陈照祥说。

据了解，官庄乡是传统
的农业之乡，近年来除大力
支持农户种植传统大田作物
外，还结合上级惠农政策，
鼓励种植户种植耐盐碱的经
济作物，助力农户增收致
富。

关注“三夏”

““三夏三夏””时节收麦忙时节收麦忙
驻村干部来帮忙驻村干部来帮忙

盐碱地上盐碱地上
开出致富开出致富““金银花金银花””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赵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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