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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运河图，两岸多彩景。
盛夏时节，泛舟畅游运河之上，

古韵新风与悠悠碧水遥相呼应，美不
胜收。

6月 8日上午，端午“小长假”
第一天，陆续有游客在沧州百狮园码
头登上游船，泛舟运河，饱览两岸风
光。登船不久，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
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复建后的沧曲书
舍。大运河沧州段九曲十八弯，始建
于清雍正年间的沧曲书舍，因在河弯
处，于是有了这诗意的名字。船过沧
曲，似有朗朗书声穿水而来；芦苇丛
中，造型各异的石狮子，或静卧、或
嬉戏、或张望，自南向北按朝代排
列，恰似一座露天石狮博物馆。再往

前行，便可看到为纪念明代漕运总督
张缙修建的缙园。张缙生前管理差不
多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北半段，去世
后，他选择长眠在沧州运河畔。

船在河中行，听水声潺潺、百鸟
和鸣，看荷花摇曳、芦苇正旺，大运
河原真风貌一览无余。继续向前便是
王希鲁闸所，这里宛如运河上的一座
水上公园，大唐风范，气宇轩昂，一
下子将人拉到京杭大运河的起点；九
河桥上下，风光如画，游人如织；大
运河公园，河道蜿蜒、绿意浓浓，休
闲娱乐好去处成“网红打卡地”；南
湖岸边，清风、朗吟、南川3座名楼
临河而立，道不尽千百年来的运河故
事、沧州风情。

“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
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
沧州。”清代诗人孙谔在京杭大运河
上乘船路过沧州时的诗意场景，在
2022年 9月 1日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
段旅游通航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黄金航
道”，沧州段蜿蜒流淌、宛若玉带，
特别是中心城区段保存完好，九曲十
八弯、沿途多遗迹、处处是风景，代
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原真性，
是旅游通航的最佳航段。近年来，我
市大力开展中心城区河道清淤疏浚，
实施绿化提升工程，完善配套设施建
设，建成航道13.7公里、旅游码头12
个、步行景观桥6座，打造了城市精彩
中轴线，擦亮了千年运河“金色名片”。

“我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也是
大化的退休职工，最近两年大运河中
心城区段的变化实在太大了。”72岁
的市民杜先生乘坐游船边看边感慨，

“端午假期唐山的亲戚来沧州玩，我
先带着他们乘游船看运河两岸，一会

儿下船再开车去大化工业遗存文化
区，原来的老厂区经过保护和改造，
现在成了文旅新地标，是带亲朋好友
参观游览的好地方。”

据大运河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运河沧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水
道，也是当地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核心
资源。大运河沧州段的旅游线路设计
巧妙地串联了多个文化地标和休闲娱
乐场所，其中包括：百狮园、大运河
公园、南川老街、大化工业遗存文化
区、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馆、沧州坊、园博园、三角洲、吕家
院。这些景点的布局和设计充分体现
了“因河而兴”的理念，通过这些景
点的游览，游客不仅能享受到视觉上
的盛宴，更能深入理解大运河对沧州
的深远影响。

如今，大运河已成为沧州最具魅
力的生态名片、文化符号，千年运河
在传承与发展中精彩蝶变，焕发出璀
璨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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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君伊

河北日报讯 （记者解楚楚） 近
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联合印发《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
我省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为 1%政策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落实国家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个月以上，2023年度未裁员或者
裁员率不高于 2023年度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目标，30人（含）以
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
总数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该稳岗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4
年12月31日。”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
说。

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
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稳岗返
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
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
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支出。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
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
照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严重失信参保单
位、被列入破产清算或注销名单的

“僵尸企业”，不享受此政策。
在提技能方面，我省继续放宽

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并拓宽受益范围，
对参保缴费 1年以上、取得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发放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标
准为初级 （五级） 1000 元、中级
（四级） 1500元、高级（三级） 2000
元。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
日。

“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
超过三次，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
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而且技能提
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得重复享
受。已经享受同一职业（工种）高级
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的，不再享受低
级别证书补贴。”省人社厅相关负责
人补充说。

在保生活方面，我省将持续做好
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等保生
活待遇发放工作。

“我们将大力开展失业保险待遇
‘畅通领、安全办’、援企稳岗‘护航
行动’和技能提升‘展翅行动’，持
续优化经办服务，切实防范基金风
险，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兜住兜我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准兜牢民生底线
11%%失业保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延至明年底险费率政策延至明年底

本报讯 （记者李倩 通讯员谷俊
平）“这个自助服务区太好了，尤其对
我们上班族，原先外出办事要向单位
请假，现在下了班也能在自助区办
理。虽然我第一次用，但操作起来非
常简便。”昨天，居民张先生来到自助
服务机前，将身份证放置在自助设备
感应区后，通过触摸点击提示菜单进
入信息界面，不到 5分钟，就完成了
信息查询并打印出自己的不动产登记
信息。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推
动政务服务向增值服务升级，有效解
决办事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
时间没处办”的痛点和政务服务盲
点，我市将“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

7×24小时自助服务区建设项目”列为
沧州市2024年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加以
推进。市行政审批局全面了解市县两
级自助服务区的现有建设、运行和使
用情况，并印发《沧州市县两级政务
服务中心7×24小时自助服务区建设工
作推进方案》，明确自助服务区建设的
目标，统一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建
设完成时间要求。市政务服务中心积
极争取资金、优化建设程序、细化举
措，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仅用一个月
时间就建设完成，为各县（市、区）
自助服务区建设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沧州市本级7×24小时自助服务区
位于沧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一楼
东北角，实行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助式

办理服务模式，可为群众提供自助查
询、自助申报、自助打证、自助领取办
理结果等服务。目前，市政务服务中
心、市不动产、市公积金、市医保等7
个部门的15台自助服务设备已进入，实
现了房产登记信息、公积金信息、医保
个人信息、社保参保信息查询等85个便
民事项的自助查询功能，同时还实现了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医疗广告审查、一
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 115
个事项的自助申报、办件查询功能及
市政务服务概况、楼层导航、办事查

询、惠企政策等模块功能，为群众办
事提供详细指引和便利服务。

“7×24 小时自助服务区的投用，
进一步打破了业务办理时间制约、地
域限制，缩短了办理等待时间，实现
了工作日轻松办、非工作日照样办。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展、完善自
助申报、自助查询等设备的功能范
围，增加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的自助办
理，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
服务体验，提升政务服务的速度和温
度。”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77××2424小时自助服务区建成小时自助服务区建成

政务服务实现政务服务实现““2424小时不打烊小时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孙健 通讯员杨
天宇）“一门忠烈建奇功，千载传
颂英雄名。”日前，由沧州河北梆
子剧团带来的“跟着演绎游河北·
逛狮城看大戏”河北梆子经典剧目
展演活动在沧州市文化艺术中心举
行，《穆桂英挂帅》 精彩亮相，演
员们唱腔高亢激昂、念白韵味十
足、表演细腻传神，将杨家将为国
征战不畏险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
景生动演绎，台下观众爆满、掌声
此起彼伏。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紧紧围绕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主题，
聚焦品牌展演、戏曲艺术、旅游演
艺、文化惠民演出等演艺板块，深
挖沧州文化内涵，为广大市民和游
客提供形式多样、场景丰富的文化
活动，让大家在观演中感受一座城
市的文化味、烟火气，打造“这么
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优选目
的地。

进入 6 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进一步发挥沧州市图书馆、沧州

市博物馆、沧州市群众艺术馆、沧
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沧州河北
梆子剧团、沧州杂技团等平台优
势，组织策划了优秀少儿电影展
映、非遗文化体验、非遗大讲堂、
民俗小讲堂、端午节溯源、夕阳红
读书会、主题图书展览、《龙跃神
州》驻场演出等文化活动，引导市
民和游客“按需”选择公共文化服
务，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得到
显著提升。

“我们充分利用大运河、武术、
杂技等资源，策划了以‘春游文武
沧州 乐享大美运河 点亮非遗之城’
为主题的大运河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开展武术、杂技等文艺表演，
进行非遗技艺展示，丰富拓展来沧
旅游新体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将地方文
旅资源、非遗项目、文创产品、节
会活动等向市民和旅客集中展示，
有力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
现了资源融合、优势叠加、成效倍
增。

坚持以文坚持以文塑旅塑旅 奏响惠民乐章奏响惠民乐章
我市开展我市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激发文旅品牌新活力公共文化活动激发文旅品牌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员宋志
敏） 6月7日，随着夜幕降临，肃宁县
东是堤村的富硒黑小麦种植基地内，
响起了悠扬的乐曲。琵琶、二胡、古
筝、扬琴、唢呐等乐器轮番上阵，奏
响《上春山》《喜讯》《庆丰收》《扬鞭
催马运粮忙》等经典曲目。

别具意境的麦田音乐会，是东是
堤村第五届农耕文化节的一个组成部
分。本届农耕文化节以“乐海麦浪
畅享田园”为主题，除了音乐会，还
设有割麦子比赛、电商直播、农耕研

学等内容，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村民们
一起参加活动、庆祝丰收，现场喜气
洋洋、热闹非凡。

6月 8日，割麦比赛的铜锣一响，
“麦客”们拢麦挥镰，没几分钟，真正
的“农把式”们就显出了领先优势。
打腰子、结捆，干净利落的一顿操
作，胜负已见分晓。虽然挥汗如雨，
但“麦客”们乐在其中，满脸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黑小麦花饽饽，糖人、丝绣等
“非遗”，秸秆编制的小篮子，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的老式农具……农耕文化
节现场，各种特色产品、物件引得游
客驻足观赏，也纷纷走进了网络主播
们的直播镜头。记者看到，田间地
头架起了不少直播设备，借助网络
平台，东是堤村和这里的特色产
品，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产品销量和知名度也随之有了显著
的增加。

近年来，东是堤村采用“公司+
农户”的模式，发展富硒黑小麦种
植，建成了集种植、加工、包装、销

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0年起，
东是堤村每年都会举办农耕文化节，
推介特色产品、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
活的同时，引导广大农民积极投身现
代化农业发展，在广袤的田地上种出
新希望。

肃宁东肃宁东是堤村是堤村

乐声悠乐声悠扬庆丰收扬庆丰收

本报讯（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高
文丽 鲁迪）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沧
州市分行获悉，1至 4月，我市跨境
人民币实际收付 84.79亿元，位列全
省第三，创历史同期新高。和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 184.61%，增速高于全
省147.82个百分点。

跨境人民币业务是指以人民币计
价，并作为支付手段的跨境结算业
务。今年以来，我市跨境人民币业务
增势良好，增速、占比、服务企业数
三项指标均显著提高，人民币跨境使
用持续扩大。

经常项目收付实现快速增长。1
至 4月，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收付
77.73亿元，同比增长 175.05%。其
中，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 77.27
亿元，同比增长 179.15%。辖区原
油、沥青等大宗商品出口使用人民币

计价结算，是我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资本项目收付增幅显著。1至 4
月，资本项目人民币跨境收付7.06亿
元，同比增长 361.44%。中国人民银
行沧州市分行走访重点涉外企业，着
力解决企业在跨境人民币使用中遇到
的结算路径不通畅、业务办理效率低
等问题。指导金融机构运用境外借
款、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方式，
有效满足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的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沧州市分行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1至 4月，全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为803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
币业务，同比增加158家。未来，他
们将充分发挥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
体经济的作用，促进提升贸易投融资
便利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经营主
体。

前前44个个月月

沧州跨境人民币收付沧州跨境人民币收付8484..7979亿元亿元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2023年度未
裁员或者裁员率不高于2023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
标，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援企稳岗

日前，2024 年沧州市田径 U 系列比赛暨河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达标
赛，在市西体育场举行。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按照性别和年龄划分为6
个组别、84 个分项。来自全市各级各类体校及市级以上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含田径项目） 共 32 个单位 1200 余名运动员参赛，最终 578 名选手达标。

魏志广 叶 磊 摄

沧州首届火锅鸡文化节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关注。

火锅鸡是沧州的“地标性美
食”之一，以其麻辣鲜香的特色，
深受游客喜爱。本届火锅鸡文化节
将美食与美景深度融合，以武术、
杂技、火锅鸡等沧州特色文化元素
和美食佳肴，吸引更多全国各地的
游客来沧做客，助推沧州文旅消费
提档升级。

魏志广 摄

沧州火锅鸡沧州火锅鸡
喜迎八方客喜迎八方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