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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沧州9445594455条乡村街巷条乡村街巷
有了有了““名字名字””

日前，任丘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任丘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殷
边村，将一块“万寿胡同”的路牌设置在巷口。自此，这条曾经的
无名街巷有了自己的“名字”。

近年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沧州市民
政局落实民政部“乡村著名行动”相关要求，对辖区 16 个县
（市、区）的无名街巷开展走访、摸排、命名工作。

据了解，当地街巷的命名严格遵循尊重历史、照顾习惯、方便管
理、体现规范、易找好记、符合历史文化等原则，由村委会或村民根据
街巷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命名建议，并报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

截至目前，全市16个县（市、区） 94455条乡村街巷有了规范
名称，工作人员正在推进街巷挂牌工作。下一步，沧州市将建立街
巷信息档案，推动乡村地名“入网”“上图”，以地名建设为乡村发
展赋能，让乡村要素流动更便捷、更智能。

姚连红（8月7日人民网河北频道）

““孝老食堂孝老食堂””开饭了开饭了
———青县探索农村老年助餐服务新路径—青县探索农村老年助餐服务新路径

8月5日，果农在位于沧县汪家铺镇的沧县祥泰种植专业合作
社管理大棚葡萄。 新华社客户端河北频道 苑立伟 摄

沧州半年筹集沧州半年筹集
2460246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今年上半年，沧州市新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2460套，用
于保障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新市民和青年群体的基本居
住需求。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国家为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
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沧州市积极
发挥企业主力军作用，利用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通过新建、改
建、购买、盘活闲置资产等方式，稳步提升住房保障能力。同时，
沧州市加速推进市场调控房建设，建成后的调控房将来作为保租房
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进一步完善沧州市保租房结构，将保租房
项目分散在各个区域，符合要求的居民可就近申报使用，极大满足
不同区位群众对保租房的需求。

此外，在多个城市更新单元项目中，沧州市还谋划了一批区位
较好、周边企事业单位多、辐射范围广的区域，建设一批功能完
善、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大型保租房标杆项目。

苏少静（8月2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南皮南皮

科技创新促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促产业转型升级
近日，在南皮县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以超高精密数控五轴联动

加工中心为核心的电子元器件生产线高速运转，赶制暑期订单。技术
工人在操控室娴熟操作数控面板，实时查看生产数据。

近年来，南皮县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不动摇，持续打造典型示
范，深入发掘先进经验，加快推动产业创新，积极探索工业企业

“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精益化”发展新路。
为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南皮县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对接，

连续举办八届“中国·南皮产学研合作对接洽谈会”，促成 64家重
点企业与北京理工、西安交大等 40余家国内知名院校及科研院所
对接合作，聘请合作教授类人才70余位，申请专利1587个，研发
全地形车、人体交互轮椅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40多个。南皮县注
重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降低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成本，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优化业务流程，促进
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
键工序设备数控化率已超过60%。今年上半年，南皮县工业经济稳
定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49.2%，新能源、通信和其他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不
断增加。 李飞 蒋欣茹（8月6日人民网河北频道）

河间河间

擦亮社会诚信底色擦亮社会诚信底色
构筑高效治理体系构筑高效治理体系

日前，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公布了最新城市信用
监测排名：河间市综合信用指数得分89.917分，在全国383个县级
市中位居第16位。

近年来，河间市厚植信用根基，深化信用治理，创新应用场
景，努力让“诚信河间”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招牌更响。针对
城市信用监测指标新出现的涉农主体信息、地块信息等，先后协调
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等 20余部门召开专题研讨会，共同
研究新指标，提出报送意见，最终新增领域报送合规数据 80780
条，累计报送 1300余万条，为运用涉企信用信息提供了保障。同
时，河间市积极组织各金融机构召开 20余次“一键融”平台贷款
发放培训会，赴金融机构指导工作 30余次，帮助 436家企业完成

“一键融”实名注册，截至目前，“一键融”平台实名注册企业
60928家，发放贷款企业数量 2955家，融资需求 78.06亿元，授信
金额 63.48亿元；制定《河间市推进“信用修复高效办成一件事”
建设的落实方案》，开展信用修复业务培训会，对上级业务规范进
行学习，有效提高各部门业务人员业务能力；每月对信用修复信息
进行协同梳理，通过电话沟通、政策宣传解答等方式提供帮办服
务，目前已为有需求的 120余家企业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工作，
为30余家经营市场主体完成经营异常信用修复工作。

郭玉培（8月8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河北频道）

8月 3日，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
仙庄片区的盐碱地里，一株株玉米长势
喜人。

站在地头，后仙庄村党支部书记王
志亮说：“盐碱地上种粮食太不容易
了，原先亩产只有几十公斤。这些年政
策越来越好，国家投入多了，新技术用
得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盐碱地综
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
要位置。要立足我国盐碱地多、开发潜
力大的实际，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
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
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效拓展
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深加工，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治水改土——分区分类开展
盐碱耕地治理改良

在沧州市，当地老百姓口中的旱碱
地，就是人们熟知的盐碱地，治理难度
大。位于这里的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
业试验站是“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的核心技术发源地，长期致力于盐碱地
综合利用研究。

“过去主要通过修水渠、挖排水沟

等措施，以强灌强排的方式淋洗地表盐
分，投入成本高，淡水消耗量大。”中
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副站长郭
凯说，他们成功研发出冬季咸水结冰灌
溉改良滨海重盐碱地技术，利用15克/升
的咸水，实现了耕层土壤盐分由10克/千
克降低至 3克/千克，保证了棉花、油
葵、甜高粱、甜菜、枸杞等作物的正常
生长。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海兴县等地的
盐碱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增施
有机肥、配施土壤调理剂、秸秆还田、
绿肥种植、旱碱麦—苜蓿粮饲轮作等技
术，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高盐碱耕地
保水保肥能力。

选育良种——一批耐盐碱作
物新品种加速推广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探索盐
碱地改造的同时，科技工作者也在“以
种适地”上不断尝试。

回顾今年结束的麦收季，渤海新区
黄骅市李子札村种粮大户张志清很满
意，他种植的 3600 亩旱碱麦再次丰

收，平均亩产超过300公斤。
李子札村遍地是盐碱地，土壤盐分

含量高。“以种适地”才能打好丰收基
础。张志清种植的麦种是“捷麦 19”，
该麦种抗旱、耐碱、耐寒、产量高，在
沧州滨海盐碱地区得到大面积推广。

为降低盐碱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渤
海新区黄骅市不断进行良种选育工作，
先后培育了“冀麦 32”“捷麦 19”“捷
麦 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
种。除捷麦系列之外，“小偃 60”“沧
麦 6002”等抗盐碱优良品种也相继由
各科研团队选育推出，成为生长于广阔
盐碱地上的“新希望”。

选育耐盐碱作物品种、发展盐碱地
种业是破解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难题的
关键。河北坚持“以种适地”同“以地
适种”相结合，完善旱碱麦等现代育种
技术体系，建立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
圃，收集鉴定耐盐碱种质资源，创制特
色优异新种质，筛选出旱碱麦、耐盐水
稻等成熟品种，分区分类进行推广。

精深加工——盐碱地土特产
有“颜”又有“料”

发展精深加工，把盐碱地特色农

产品从“农田”推向“餐桌”，是做
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的关键
一环。

旱碱麦，“种”与“用”都是大
文章。“旱碱麦面花馒头出锅啦，趁
热味道更香。”近日，在渤海新区黄
骅市后仙庄村的黄骅面花非遗工坊
门口，村民们大声招呼着，让游客
品尝十二生肖面花、千层馒头的同
时，邀请其参观村里的面花制作非
遗展室。如今，面花馒头成了沧州
的又一个特色产品，除在当地商超
进行售卖，还大量通过电商平台销
往全国各地。

麦香、稻香从盐碱地里飘出，牧
草、林果等在盐碱地里生长……今天的
盐 碱 地 里 ， 土 特 产 有 “ 颜 ” 又 有

“料”。为拓展多元食物渠道，河北坚持
粮经饲统筹，因地制宜分类利用盐碱
地，向盐碱地要来的食物丰富了城乡居
民的餐桌。

唤醒“沉睡”的资源，盐碱地变化
悄然发生：旱碱麦、耐盐水稻、耐盐碱
苜蓿……曾经“白花花”的贫瘠土地，
逐渐变得“金灿灿”“绿油油”。盐碱地
正在变成新粮仓。

郝东伟（8月8日《河北日报》）

临近中午，姚秀香来到村里的“孝
老食堂”，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餐
桌旁，聊着天，等待开饭。“今天午餐
是白菜炖肉、素炒豆腐、小米粥和水
果，吃饭免费，天天不重样。”姚秀香
笑着说。

这是近日发生在沧州市青县流河镇
人和镇村的一幕。这个只有430多人的
小村庄，留守老人占现居住人口的
65%，独居老人吃饭成了一大难题。
2020年 12月，村里设立“孝老食堂”。
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募集
启动资金 10多万元，菜农免费供菜，
志愿者们轮班做饭。

“光靠大家出钱出力，不是长久之
计，壮大集体经济才是关键。”该村党
支部书记胡宗权介绍，为了给“孝老食

堂”持续“造血”，去年，村里注册成
立了青县人和镇村青农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经营特色农产品，同时建设“水上
火锅城”和露天剧场。村里还定期举办

“四季村晚 人和剧献”演出，吸引周边
城市游客前来度假。

人和镇村的实践在青县并非个例。
青县总人口 42万，其中 60岁以上老年
人口8.7万，占比达20.65%。针对农村
困难老年人、独居留守老年人生活质量
不高的现状，青县坚持“党建引领、村
办民助、自愿参与、因村制宜”建设原
则，着力建设村里办得起、村民用得
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孝老食堂”，
并根据老人的年龄、经济情况、家庭状
况等因素确定梯度收费标准。当地以县
财政资金奖补为引领、村集体经济为保

障、社会爱心捐助为补充，建立“个人
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
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
制。

要保证“孝老食堂”的可持续运
行，配套政策必不可少。青县由民政部
门牵头，协同相关部门开展食品、消
防、房屋安全服务监督工作，还对全县

“孝老食堂”制定星级评定标准，以
“以奖代补”的形式，对“孝老食堂”
进行分类奖补。目前，青县“孝老食
堂”达到四星、五星级标准的有 14
家，今年预计有 30 家以上“孝老食
堂”达到四星、五星级。青县还统一为
每家“孝老食堂”购买每年 1000元的
意外责任险，有效化解“孝老食堂”运
行风险。

“‘孝老食堂’建设激发了社会力
量的广泛参与，商会、乡贤、热心公益
的企业及个人成为‘孝老食堂’建设的
支持者、参与者。”青县民政局副局长陈
海涛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县参与捐
款捐物的爱心企业有380家、爱心群众
8200余人次，累计捐赠1250余万元，捐
建“孝老食堂”110家。各界群众自发捐
赠米面粮油、新鲜蔬菜成为常态。

目前，青县已投入运行“孝老食
堂”172 家，覆盖全县近半数的行政
村，长期服务特殊困难老年人2018人，
同时依托“孝老食堂”为其他老年人提
供助餐、助洁、助医、助浴、助娱和精
神慰藉等服务，惠及超万名老年人。

耿建扩 陈元秋 田潇
（8月9日《光明日报》）

▲▼8月2日，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参观。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感受文化脉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感受文化脉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感受文化脉动

暑假期间，众多游客来
到位于沧州市的中国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感
受大运河两岸传统文化的魅
力。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展 示 馆 总 建 筑 面 积
31000 平方米，总展陈面积
约为15885平方米，呈现大
运河流域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河南、安徽、江
苏和浙江8个省 （市） 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华。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8月2日，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非遗体验区体验“活字印刷”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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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做好盐碱地特色农沧州做好盐碱地特色农沧州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业大文章业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