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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2月 16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电亚历山大·斯图布，祝贺他当选芬兰共和国总
统。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芬关系近年来延
续传统友好并不断取得新发展。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我高度重视中芬关系发展，愿同斯图布总
统一道努力，延续中芬友好，以对话与合作深入推进中芬
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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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庞丹蕾 记者屈
鹏）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2024年省
重点建设项目名单日前出炉，我市 65
个项目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项目
数量位居全省第三；总投资 1058.8亿
元，今年预计完成投资175亿元，均位
居全省第四。

65个项目中，按建设阶段分，新

开工项目 36项，续建项目 23项，建成
投产项目6项；按产业分，战略性新兴
产业 40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11项，
现代服务业 4项，基础设施 8项，社会
事业2项。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和
硬支撑。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抓投资
上项目促发展。积极主动对接项目需
求，从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开工建
设直至投产达效，提供全过程“保姆
式”服务。强化统筹调度，切实解决好
项目建设遇到的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
问题，做到应保尽保，确保项目高质高
效推进。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我市将进一步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跟踪服务，
认真落实领导包联制度，切实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重点
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提供有力
保障，以项目建设“加速跑”助力沿海
经济强市建设。

我市我市6565个项目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个项目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总投资总投资 10581058..88 亿元亿元

“以前找杨华升主任看病要去北
京，现在好了，不用走出沧州，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专家的诊治。”前不
久，市民马先生一早来到沧州市中心
医院博施中医文化馆，当天是北京佑
安医院主任医师杨华升来这里出诊的
日子。

博施中医文化馆自去年10月开馆
以来，定期邀请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
师杨华升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主任医师于国泳出诊，吸引了很多
慕名前来的狮城百姓。“我这几年因为
肝病一直找杨华升主任诊治，过去都
是定期去北京，耗费了很大的时间精
力。”马先生说道，“现在杨主任基本

每周六都来这里坐诊，我不用再舟车
劳顿往返北京，挂号也比北京便宜，
真是太方便了。”

如今，对沧州百姓来说，在家门
口看名医已成了“家常便饭”。如果把
时间回溯到十几年以前，不难想起，
当年沧州老百姓但凡有点儿“大毛
病”，往往只能去北京、天津等外地的
大医院就医。2014年 2月，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犹如春雷，不仅打开了沧
州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眼界，也开拓
出一条站在“巨人”肩膀前进的新路
径。十年间，我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战略机遇，着力解决群众异地就
医、看病难等问题，不断完善优质医
疗资源布局，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
实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目前，沧州市中心医院与北京安

贞医院、沧州市人民医院与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沧州市妇幼保健院与天津
市儿童医院、黄骅市人民医院与天津
市眼科医院成为第一批京津冀医联
体。此外，全市共有25家医疗机构与
京津 208家医疗机构实现 30项影像检
查资料互认共享。

资源共享的快步推进，离不开制
度保障。市民李先生退休前在北京铁
路局天津机务段工作，参保地是天津
市。“过去我在沧州住院治病，所有费
用都要先自己垫付，报销时要拿着病
历、诊断证明、住院明细等材料，到
北京铁路局天津机务段驻沧办事处备
案，然后等20多天才能拿到报销的费
用。”李先生说，“现在我在沧州看病
住院，出院当天用社保卡就能结算报
销，还不降比例。”

从去年 4月起，京津冀三地全面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目前，京津冀
49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6500余家定
点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

随着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不
断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和专科能力建设步入快车道，着力培
育了一批医疗骨干、学科带头人和医
学领军人才，打造出妇产、骨科、心
脑血管等一批具有特色的“专科品
牌”。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周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深化京津冀医
疗卫生项目合作，全方位提升京津冀
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水平，让更多狮城
百姓享受到京津冀医疗保障协同发展
释放的‘健康红利’。”

百 姓 共 享百 姓 共 享““ 健 康 红 利健 康 红 利 ””
———透过百姓就医变化看京津冀—透过百姓就医变化看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医疗卫生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尹君伊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员王洪胜）锣鼓
争锋，铙钹争鸣。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六，盐
山县首届“村鼓”大赛在凤凰国际广场拉开序
幕。鼓手们身着盛装、精神抖擞，铿锵的鼓声
气势磅礴、振奋人心，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敲出了对幸福生活的赞颂
和向往。

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
的新春氛围，盐山县举办了这次活动。当天，来
自盐山镇、千童镇、小营乡、杨集镇、韩集镇、
庆云镇、圣佛镇、小庄镇、常庄乡、望树镇等乡
镇的 10个鼓乐队进行了表演，精湛的技艺赢得
现场观众连连叫好。

经过激烈角逐，千童镇千童打鼓队获得当天
小组赛的第一名。“今天得了第一名，特别高
兴。很庆幸我们打鼓爱好者可以拥有这么好的平
台，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同更多打鼓爱好者一
道切磋鼓艺，把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千
童打鼓队队长李如青说。

“听说有打鼓比赛，特意赶过来看，每个
村表演得都挺棒，看着真带劲儿！”韩桥村村
民刘治强说，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在家
门口就能欣赏表演、参加娱乐活动，别提多
开心了。

此次“村鼓”大赛共有 110余个鼓乐队参
加。比赛分小组赛和总决赛两个环节，小组赛于
2024年 2月 15日（正月初六）至 2月 24日（正
月十五）进行，每天一场；总决赛由各小组赛冠
军参加，于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二）举行。

盐山首届盐山首届““村鼓村鼓””大赛奏响新春大赛奏响新春““乐章乐章””

枣强县的李淑梅在县城经营着一家水果
店，平时生意不错。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李淑
梅想承接向商超配送果蔬的业务，但由于个体
工商户无法参与招投标，她打算重新注册一家
公司。

2023年 7月 18日，到枣强县行政审批局办
理业务时，李淑梅了解到，河北正在开展“个转
企”试点，个体工商户可以自愿转型为企业。

“与直接注册新公司相比较，‘个转企’后，可以
继续使用原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沿用
原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李淑梅说，“个转企”
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原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字号和
行业特点，这对参与招投标有帮助，于是她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个转企”。当天，只用了一个小
时，李淑梅就领到了“个转企”后的营业执照，
办理了食品预包装备案登记，并免费领到4枚印
章。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向商超配送果蔬的业
务，营业额比转企前高多了。”近日，李淑梅告
诉记者，“个转企”后，她还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额度，企业发展空间更大了。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河北自 2023
年 3月起在部分地区开展“个转企”试点工作。
2023年 11月 6日，省市场监管局决定在全省范
围内全面推开“个转企”试点工作。截至 2023
年12月底，全省共办理“个转企”业务7519户。

“个体工商户是稳就业、促增长、惠民生的
重要力量，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参与
者。”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庞彦须
说，“个转企”是个体工商户扩大经营规模、完
善内部治理结构、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
式。推进“个转企”，持续优化个体工商户发展
环境，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有助于促进个体
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2023年以来，我省“个转企”试点在突出
高质量发展、激发创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等
方面进行了探索，创造了富有河北特色的“个转
企”试点经验。“根据工作部署，河北省市场监
管局已在全省范围内就‘个转企’试点工作开展跟踪问效。”庞彦须
介绍，下一步各地将坚持问题导向，实施精准帮扶，在登记注册、行
政许可、政策扶持、权益保护等方面，探索更加便捷的路径和提供更
有力的支撑，解决个体工商户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好支持个体工商户
做大做强。

庞彦须表示，各地要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区域特色产品提
升，筛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个体工商户，建立“个转企”培育库，
并对入库个体工商户重点指导、跟踪服务，建立常态化“个转企”工
作机制。

巩固“证照联办”“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成果，深化极简办、智能
办、马上办、满意办新“四办”活动，精简申报材料，压减审批时限，
实现“个转企”登记“一套材料、一日办结”。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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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庄建设蒸蒸日上，这
不，新建的休闲旅游体验区为村庄
吸引了人气，村民过年又多了一个
游玩的好去处。”渤海新区黄骅市南
排 河 镇 赵 家 堡 村 村 民 张 有 洪 说 。
2023年，赵家堡村利用上级资金 800
万元，以天妃娘娘庙、古贝壳堤等
文化资源为基础，推进休闲旅游体
验区项目，完善民俗文化展馆、休
闲渔业广场、垂钓园栈道及瞭望台
建设，成为拉动村庄旅游经济的新

“引擎”。
近年来，赵家堡村以党建引领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提升民生事业体
验度，乡村人居环境、村风村貌、村
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曾荣获省
级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先进基层
党组织、市级十佳基层党组织等称
号。经济发展是富民强村的重要手
段之一。赵家堡村党支部整合虾
池、盐场等本村特有资源，既增加
了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部分村民就
业问题。2016 年，以村委会为投资
主体成立黄骅市利源工程有限公司，
承接石油衍生业务，年入近百万元。
在合理筹划经营下，村集体经济得到

健康有序发展，近三年收入均超 400
万元。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为做强民生
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赵家堡村用经
济收入反哺民生，建起了敬老食堂，
弘扬敬老、爱老、孝老之风；每逢春
节，为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专项补
助 200元；连续多年为全村村民缴纳
养老、医疗保险，有效提升了村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在物质生活提升的
同时，赵家堡村坚持文化“兜底”，丰
富精神生活，制定村规民约引导村民
内化践行；投资兴建多座渔民祠堂，

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村里
还经常性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村
民业余生活……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沿海
优势，以强村、富民、促振兴为目
标，推动经济、民生、文旅事业再上
新台阶，全力建设和美乡村。”赵家堡
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党 建 引 领 绘 就 和 美 乡 村 新 图 景党 建 引 领 绘 就 和 美 乡 村 新 图 景
———渤海新区黄骅市南排河镇赵家堡村发展村庄旅游经济见闻—渤海新区黄骅市南排河镇赵家堡村发展村庄旅游经济见闻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小可 俊杰

本报讯（通讯员顾国群 王雪
娇 周如凤 记者张梓欣） 日前，
黄骅港迎来从澳大利亚来的“安
娜”号货轮，这艘货轮运载了
9564 头优质活牛。石家庄海关
所属黄骅港海关畅通进境活牛
全链条监管各个节点，黄骅边
检站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勤务，
截止到 2 月 14 日，完成了 9564
头进境活牛的接卸工作。这也是
黄骅港在春节期间接卸的首批入
境活牛。

“安娜”号货轮是黄骅港建
港以来活牛运载量第二大货轮。

此次货轮载运时间长、搭载活牛
数量多，货轮的入境通关保障勤
务工作异常艰巨。“我们严密边
防检查手续办理流程，确保‘安
娜’号货轮71名船员迅速办理出
入境手续，保障活牛通关‘零等
待’。”黄骅边检站执勤民警说，
黄骅边检站第一时间启动特殊勤
务预案，迅速开启绿色通道，在
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增派警
力维护口岸限定区域作业秩序，
最大程度将勤务中可能涉及的风
险隐患降到最低，确保活牛安
全、迅速通关。

黄骅港节后黄骅港节后
首批优质活牛入境首批优质活牛入境

春节期间，走进位于任丘市
青塔幸福院的三赵孝老食堂，厨
明灶亮、饭菜飘香，老人们围坐
在 餐 桌 前 互 道 吉 祥 、 闲 聊 家
常，饭菜蒸腾的热气氤氲在欢
声笑语间，整个幸福院里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儿。青塔幸福院孝老
食堂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欢庆春
节的温馨时刻，正是任丘市不
断打造养老新业态、新模式，让
老人享受花样幸福晚年的生动缩
影。

“这里既干净整洁又服务周
到，饭菜也十分可口，尤其过年
这几天饭菜更丰盛了，每天都过
得很幸福。”作为这家孝老食堂的

“常客”，青塔乡居民屈小盆对这
里的服务十分满意。

近年来，任丘市不断建立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大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形成了机
构养老、社区养老、农村互助养
老、文化养老和医养结合等多样
化养老服务模式。截至目前，任
丘全市349个村已建成265个农村
幸福院，实现了对 246个居民小
区日间照料服务的全覆盖，全力
为老年人营造更加安全、舒适、
便捷的生活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农
村孝老食堂建设，实现对任丘
349个村的全覆盖，同时完成对
255户特殊困难老人家庭的适老
化改造，打造老年宜居环境，解
决居家养老难题，让老人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
足。”任丘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道。

幸福院里幸福年幸福院里幸福年
———任丘市打造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一线见闻—任丘市打造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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