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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卖出每天卖出22..55万余个馒头万余个馒头

““馒头哥馒头哥””姚汉春巧手姚汉春巧手““蒸蒸””出好生活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 康学翠 本报通讯员 张南方 张文娟

““装芯进电装芯进电””助力产助力产业业““加速跑加速跑””
———沧州万集新能源有限公司特种集装箱项目见闻—沧州万集新能源有限公司特种集装箱项目见闻

本报记者 申 萍 本报通讯员 韩 璐

沧州师范学院沧州师范学院

两项科两项科研课题获教育部研课题获教育部立项立项

献县举办武术惠民展演活动献县举办武术惠民展演活动

600600余人余人““演武演武””健身健身

日前，记者在沧州万集新能源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正开足
马力运转。“我们正在赶制江苏常州客
户定制的二次屏柜和开关柜订单，产品
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领域。”

“万集新能源”公司生产部部长石强介
绍，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生产新能源领
域的产品，得益于公司特种集装箱项目
的建成投产。

“我们原厂址位于青县上伍乡小许
庄村，之前是一家小型机箱加工企
业。2023年，企业升规入园，搬迁至
青县经济开发区。去年，我们投资 3
亿元新建特种集装箱项目，当年 9月
底建成投入生产。”沧州万集新能源有

限公司总经理牛登科说，经过多年发
展，企业逐步成长为一家以生产国网
FC板预制舱、GIS预制舵、储能集装
箱、生活集装箱、车载移动式集装箱
等产品为主的创新型企业，服务对象
也逐步转变为电子信息技术、风电等
新兴产业。

“我们立足于推进新能源储能装备
和预制舱的研发和生产，引进数字化工
厂，目前公司拥有了剪板数控生产线、
钣金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特种集装
箱自动焊接生产线、喷涂喷漆流水线等
一系列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了生产过
程的自动化程度，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
场竞争力。”牛登科说，他们还全力打
造高素质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公司拥
有技术人员 40余人，发明专利 10项，
并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
关系。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根据客户需
求，加大研发力度，争取更多订单。

据了解，电子机箱产业是青县传统
特色产业之一，目前已聚集企业 1500

多家。近年来，青县围绕电子机箱产业
提档升级做文章，积极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科技含量，加快推
进“装芯进电”步伐，助力企业实现从

“壳”到整机生产的蝶变。

本报讯（记者张峻豪）近些天，天
气酷热，每当傍晚，许多市民群众选择
到公园、景区，看景、乘凉。在公共场
所，大部分人能自觉遵守秩序，但也有
一些人逾越“底线”，做出一些不文明行
为。

记者在公园看到，一些男性游客
因为天气炎热等原因，脱下上衣，赤
膊出行；还有个别游客在公共场所吸
烟，并随意将烟头扔到地上。这样的
行为，为靓丽的景区增添了一抹不和
谐元素。记者在一些景区附近看到，
有些人将自行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
随意停放在路边，对行人出行造成了
影响。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外出游玩，有些小朋友在公共场所肆
意追逐打闹、攀爬公共设施，个别小
朋友将冰糕棍、零食包装袋等垃圾随
意扔在地上。

文明好习惯贵在养成。只有人人讲
文明、守公德，约束自己的不文明行
为，才不会为城市文明进步“添堵”。

本报讯（记者刘杰 通讯员
安娜）近日，教育部社科司公
布了202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一般项目立项结果，沧州师
范学院两项科研课题获得立项。

这两项课题分别是：沧州
师 范 学 院 教 师 安 琪 主 持 的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
内 容 、 载 体 及 培 育 机 制 研
究》、高晓天主持的《普通话
老年人语音范畴化感知的心
理和神经机制研究》。前一项
课题从后真相时代的新媒介
伦理问题切入，尝试发展既有
的网络素养和媒介素养理论，
构建出一套具有高度概括性的

理论、准则和方法，为实施网
络素养教育、应对后真相的挑
战提供参考。后一项研究探究
老年人语音范畴化感知的心理
和神经机制，推动脑科学与类
脑科学在老年人中的应用和发
展。

据悉，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是教育部面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设立的重
要科研项目，具有示范和引导
作用。沧州师范学院近年来不
断创新和优化科研机制，持续
加大科研投入，努力提升科研
项目层次，已立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 10余项。

本报讯 （记者王雪 通讯员李建
瑞） 日前，献县举办 2024年“沧海武
韵 魅力狮城”武术惠民展演暨全民健
身日活动。600余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
堂，展演武术和健身成果。

活动现场，来自各武馆、各流
派、各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向群众展
示了戳脚拳、关东拳、跆拳道、八卦
掌等拳种器械，将中华武术的精、
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们大
饱眼福。

献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 下 来 ， 他 们 将 以 此 次 活 动 为 契
机，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武术展演和全民健身活动，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近日，青县举办廉洁文化艺术展，展出200余件书法、绘画、
摄影作品。 张晓岩 摄

重点项目追踪

出游要守好文明出游要守好文明““规矩规矩””

沧州和世界有约沧州和世界有约 武术与梦想同行武术与梦想同行
———关注第十一届中国—关注第十一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国际武术大赛

凌晨 4 时许，天还没亮，姚汉
春和妻子就起了床。夫妻俩在盐山
县边务镇李郭庄村开了一家馒头
店，每天都会起早做当天要出售的
馒头。夫妻俩干活手脚利索，和
面、发面、上笼……经过一番忙
碌，热气腾腾的馒头出了锅。

“25公斤一袋的面粉，每天要用
60袋，最忙时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
累是累了点，但看到大伙儿爱吃我家
的馒头，我特别高兴。”休息间隙，
姚汉春擦了擦额头的汗，和记者聊起
自己的经历。

姚汉春是山东人，4年前来到盐
山，在李郭庄村安了家。当地百姓都
亲切地称呼他“老姚”。别看现在日
子过得挺好，4年前刚来时，老姚也
迷茫过，不知道找什么营生养活一家

人。思量再三，他决定创业，靠自己
的双手致富。老姚说：“我之前在一
家餐馆打工，做过馒头。我看镇上的
馒头店只有一两家，就想着开一家馒
头店。”

说干就干！2020年，夫妻俩租下
一间店铺，开起了馒头店。“自己创
业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什么也不懂，
多亏镇里的干部帮忙，不仅帮我们办
理了开店的相关手续，还帮着我们做
宣传。”老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
说，这些事让他这个异乡人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

起初，老姚只做普通馒头，每
天能卖 200 个左右。他思考原因，
从面粉质量、配碱比例、发酵时
长、揉面手法等环节仔细研究，不
断改良制作技术，改善口感。

付出总有回报。老姚馒头店的生
意越来越好，除了馒头，他还做起
花卷、大饼、杂粮饼等多种面食。
馒头店也从当初的一间，变成了十
多间，他还雇佣了十几个工人。如
今，老姚的馒头已销往全市各大超
市及饭店、企业食堂，日销量达到
2.5万余个。

小小馒头让老姚一家的生活蒸蒸
日上，也让老姚更加相信勤劳可以致
富。他信心满满地说：“只要踏实肯
干，我相信我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
好。”

暑假期间，
河间市开设了多
种形式的非遗培
训班，让学生们
学习皮影戏、西
河大鼓、刻瓷等
非遗技艺，感受
传 统 文 化 魅
力。图为皮影
戏老师教河间
市第一实验小
学的孩子们操
控皮影人物。

左雪雪
吴 彪
马 宇 摄

本报讯（记者康学翠）“我
们组织村民种植了绒花树，等
树长大了，不仅能美化村庄环
境，还能帮助村民增收。”“我
们筹集资金，清理了村里的排
水沟和坑塘。”……日前，在南
皮县大浪淀乡肖九拨村党群服
务中心，6支驻村工作队的队
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聚在一
起，分别介绍了近期驻村工作
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谋划。

这 6支驻村工作队分别来
自中国残联、省药监局、沧州
市公安局、沧州市中心医院、
中国农业银行沧州分行、南皮
县信访局。为发挥驻村帮扶协
作效能，沧州市公安局驻南皮
肖九拨村工作队牵头，联合其
他 5支驻村工作队以党建联建
带动共同发展，将村与村之
间、帮扶单位与帮扶单位之间
的资源共享，让“单打独斗”
变为“协同作战”，持续为乡村

振兴助力赋能。
据了解，这 6支驻村工作

队 通 过 定 期 碰 头 、 交 流 经
验、研判问题、共商举措、
提出方案，促进各村共同发
展。他们对村“两委”班子
和党员群众开展基层治理、
党务知识、农业技术等方面
的培训，提高帮扶村自治能
力。在产业发展方面，他们
立足帮扶村特色产业优势，
统筹各方帮扶资源，打破村
域界限，努力打造一批收益
回报高、联农带农机制强的
示范带动项目，发展壮大帮
扶村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这6支驻村工作
队已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
产业发展、解决村民“急难愁
盼”等工作进行了交流，相互借
鉴经验。接下来，他们将采取分
享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交流
经验做法，实现优势互补，共促
乡村振兴。

““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变变““协同作战协同作战””

南皮南皮66支驻支驻村工作队村工作队
组团服务乡村振兴组团服务乡村振兴

工人在生产车间进行储能箱焊接工作工人在生产车间进行储能箱焊接工作。。

走进李文彬经营的沧州万鑫枣
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一片忙碌
的景象映入眼帘：车间里工人们忙
着将一筐筐圆润饱满的红枣倒在分
级机上，不一会便分出了超特、特级
1-3级等多种型号，分级完成的红枣
清洗后，便送进烤房进行烘干，经过
烘干后的红枣由工人再一次对品质
进行把关，打包装箱……

这是邮储银行沧州市沧县支行
的客户经理王增利第7次走进李文
彬的红枣生产厂区，这次王增利来
到厂区，为李文彬的企业做贷后回
访。想起第一次与李文彬结识，并
为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的场景，王增利记忆犹新。

“以李文彬为代表的红枣加工
厂是崔尔庄红枣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也是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坚
力量，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初
期，大多存在投入大、轻资产、缺乏
抵押物及担保人所带来的‘融资
难、抵押难、担保难’问题。”王增利
回忆道。

“从创业之初邮储银行就一直

伴随着我们成长，可以说邮储银行
就是我们创业致富的坚强后盾。”
2015年，崔尔庄红枣市场交易红火，
李文彬嗅到了商机，注册成立了万
鑫枣业。“最初成立公司的时候就是
小作坊，加上员工一共就五六个人，
业务模式比较简单，规模也小，去除
工人工资等成本后没有多少利润，
场地的限制和技术的落后进一步制
约了发展。”

2020年，李文彬计划新建经营
场地、扩大生产规模、更新加工设
备、增加技术投入，当时正值红枣收
购的时节，生产不能停，工人工资也
要发，突如其来的资金缺口让他一
筹莫展。2020年9月，恰好邮储银行
在崔尔庄举办了农户融资对接会，
李文彬结识了王增利，资金紧张的
问题迎来了转机。

得知他的资金难题后，王增利
第一时间前往企业走访调研。当
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王增利为李
文彬推荐了冀农担贷款。相较传统
的贷款产品，冀农担贷款具有无需
抵押、额度较高的特点，是一种银担

合作的新模式，可以最大限度满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很快，邮储银行便为李文彬发
放了100万元贷款资金，一举解决了
他的资金难题。拿到贷款资金后，
李文彬将一部分资金用来租赁经营
场地，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更新生产
机具和包装研发，经营规模逐步扩
大，增收致富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2021年 7月，李文彬的企业被评为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了
小作坊向科技型企业的迈进。

“在这些年与红枣产业客户接
触过程中，我深知制约他们增产增
收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资金问题，技
术的更新和设备的更迭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一旦资金有缺口便难以为
继了。”王增利说。

“资金是我们做大做强的源头
活水，没有钱企业就转不动，每年去
新疆收购红枣前，邮储银行的工作
人员都会主动到我们村走访，了解
我们的资金需求。今年又为我增加
了40万元的极速贷信用额度，我计
划在红枣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发

展核桃等干果加工。”李文彬说道。
“考虑到崔尔庄枣商收购红枣

的季节性特殊需求，我们成立了十
余人的金融顾问团队，根据红枣产
业链资金需求的特点，每年7月到10
月都会走访相关客户，深入对接了
解枣商需求，对有资金需求的客户
提前授信，为他们提供备用金，帮助
他们将乡村产业做大做强。”邮储银
行沧县支行副行长王玉生说道。据
悉，截至2024年7月末，邮储银行沧
州市分行已累计为崔尔庄红枣产业
投放贷款超 10 亿元，服务客户超
3000户。

“有了邮储银行的资金支持，今
年红枣的收购量大幅提升，加工效
率走上了‘快车道’，订单也是处于
爆单状态，今年保守估计能增收30
万元，年底我要给员工多发点福
利！”谈起邮储银行，李文彬赞不绝
口。在邮储银行多年的陪伴下，李
文彬经营的工厂规模不断扩大，收
入逐年提高，小小的红枣成了他实
现创业梦想的“致富果”。

内地红枣多以鲜食为主，干制

枣产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红枣
产业呈现出“新疆生产、内地中转、
南北分销”的特点，其中全国最大的
红枣交易市场便坐落在沧县崔尔庄
镇。近年来，该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红
枣产业为依托，集市场、物流、加工、
销售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振兴产业
链，有效带动3万余人增收致富，形
成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示范样板。

紧张忙碌，红枣飘香，在沧县崔
尔庄这个美丽富饶的枣乡，正以红
枣为媒，谱写着一曲金融助力乡村
振兴之歌。近年来，邮储银行沧州
市分行顺应农业农村产业化趋势，
不断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和
便利性，根据当地农业产业特点，创
新金融产品，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大力推广线上信用户贷款，
持续解决农业产业客户贷款难题。
下一步，邮储银行沧州市分行将继
续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坚持完善“三
农”服务体系，将优质、便捷、高效的
金融服务送达千家万户，为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贡献邮储力量。

朱逸凡

邮储银行助力乡村“枣”致富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
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现已入驻的产品，包
括任丘今亿根纯红薯粉条、东光连镇王记花生
米、东光桑葚干、刘记酥糖、盐山蜜薯、南皮祁家
窝头面、窝北香肠、里坦薛家窝头、河间驴肉、任
丘王疯子红咸菜、吴桥程氏宫面、南皮寨子甜醋、
南皮寨子老醋、沧县原生态蜂蜜、宋馍馍面花、桑
葚果干、荞麦片、桑叶小麦粉、圣果芝麻丸、东方
古桑茶、蔬菜面、橄榄油、桑葚干红、灯笼红玉米
糁子、石磨面粉、石磨杂粮粉、老冰糖、古法红糖、
稻时佳五常大米、盐皮蛋、崔一元小磨香油、芝麻
酱、白小嘴山药、铁棍山药、时记益养黑粮、时记
八珍杂粮、时记黄金小米、金丝小枣醋、时记芝
麻酱花生酱礼盒、广盛源寨子甜醋、广盛源寨子
老醋等。这些产品均可现场购买。

熟食及水果类的产品可进行预订，包括：
朱记扣碗、刘记猪蹄、奇美香肠、南皮孙家老
席、东光李文焕烧鸡、李保贞烧鸡、碧洁农业
桃子、番茄、甜瓜、丰稔农业蔬菜等。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浮阳南大道新闻大厦门口
北第三个门市沧州日报社·全媒体融合发展交
流中心（乘坐1路、138路、29路、158路公交车
即到）
咨询电话：18931777908 15132731602

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等您来购

走进李文彬经营的沧州万鑫枣
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一片忙碌
的景象映入眼帘：车间里工人们忙
着将一筐筐圆润饱满的红枣倒在分
级机上，不一会便分出了超特、特级
1-3级等多种型号，分级完成的红枣
清洗后，便送进烤房进行烘干，经过
烘干后的红枣由工人再一次对品质
进行把关，打包装箱……

这是邮储银行沧州市沧县支行
的客户经理王增利第7次走进李文
彬的红枣生产厂区，这次王增利来
到厂区，为李文彬的企业做贷后回
访。想起第一次与李文彬结识，并
为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
的场景，王增利记忆犹新。

“以李文彬为代表的红枣加工
厂是崔尔庄红枣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也是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坚
力量，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初
期，大多存在投入大、轻资产、缺乏
抵押物及担保人所带来的‘融资
难、抵押难、担保难’问题。”王增利
回忆道。

“从创业之初邮储银行就一直

伴随着我们成长，可以说邮储银行
就是我们创业致富的坚强后盾。”
2015年，崔尔庄红枣市场交易红火，
李文彬嗅到了商机，注册成立了万
鑫枣业。“最初成立公司的时候就是
小作坊，加上员工一共就五六个人，
业务模式比较简单，规模也小，去除
工人工资等成本后没有多少利润，
场地的限制和技术的落后进一步制
约了发展。”

2020年，李文彬计划新建经营
场地、扩大生产规模、更新加工设
备、增加技术投入，当时正值红枣收
购的时节，生产不能停，工人工资也
要发，突如其来的资金缺口让他一
筹莫展。2020年9月，恰好邮储银行
在崔尔庄举办了农户融资对接会，
李文彬结识了王增利，资金紧张的
问题迎来了转机。

得知他的资金难题后，王增利
第一时间前往企业走访调研。当
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王增利为李
文彬推荐了冀农担贷款。相较传统
的贷款产品，冀农担贷款具有无需
抵押、额度较高的特点，是一种银担

合作的新模式，可以最大限度满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很快，邮储银行便为李文彬发
放了100万元贷款资金，一举解决了
他的资金难题。拿到贷款资金后，
李文彬将一部分资金用来租赁经营
场地，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更新生产
机具和包装研发，经营规模逐步扩
大，增收致富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2021年 7月，李文彬的企业被评为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了
小作坊向科技型企业的迈进。

“在这些年与红枣产业客户接
触过程中，我深知制约他们增产增
收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资金问题，技
术的更新和设备的更迭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一旦资金有缺口便难以为
继了。”王增利说。

“资金是我们做大做强的源头
活水，没有钱企业就转不动，每年去
新疆收购红枣前，邮储银行的工作
人员都会主动到我们村走访，了解
我们的资金需求。今年又为我增加
了40万元的极速贷信用额度，我计
划在红枣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发

展核桃等干果加工。”李文彬说道。
“考虑到崔尔庄枣商收购红枣

的季节性特殊需求，我们成立了十
余人的金融顾问团队，根据红枣产
业链资金需求的特点，每年7月到10
月都会走访相关客户，深入对接了
解枣商需求，对有资金需求的客户
提前授信，为他们提供备用金，帮助
他们将乡村产业做大做强。”邮储银
行沧县支行副行长王玉生说道。据
悉，截至2024年7月末，邮储银行沧
州市分行已累计为崔尔庄红枣产业
投放贷款超 10 亿元，服务客户超
3000户。

“有了邮储银行的资金支持，今
年红枣的收购量大幅提升，加工效
率走上了‘快车道’，订单也是处于
爆单状态，今年保守估计能增收30
万元，年底我要给员工多发点福
利！”谈起邮储银行，李文彬赞不绝
口。在邮储银行多年的陪伴下，李
文彬经营的工厂规模不断扩大，收
入逐年提高，小小的红枣成了他实
现创业梦想的“致富果”。

内地红枣多以鲜食为主，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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