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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年八月十八

走进位于渤海新区黄骅
市齐家务镇聚馆村的聚馆古
贡枣园，一棵棵百年以上的
枣树粗大苍劲、枝繁叶茂，
已经进入白熟期的冬枣挂满
枝头。再过十几天，这里就
将迎来冬枣的收获期。

“聚馆古贡枣园是我国
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
园，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首个植物类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如今，聚馆村有
2000 亩原始冬枣林，百年
以上的冬枣树 1067棵，六
百年以上的 198棵，最古老
的树距今已有 770 多年。”
在古贡枣园内，聚馆村党支
部书记刘红旺一边走一边介
绍，“聚馆冬枣以其皮薄、
肉嫩酥脆、味甘的独特品质
闻名遐迩。自明孝宗 1490
年将聚馆冬枣钦定为贡品，
便年年进贡，直到清末。‘聚
馆古贡枣园’由此得名。”

沿着蜿蜒小路走向深
处，记者看到了那棵 770多
岁、被誉为“活化石”的

“嫡祖树”。这棵冬枣树的树
身粗壮，历经沧桑却依然硕
果累累。“这里光照充足，
土壤微量元素丰富，独特的
地理条件孕育出独一无二的
黄骅冬枣。”刘红旺介绍，
作为“中国冬枣之乡”，黄
骅冬枣种植已有近 3000年
历史，可以上溯至秦汉之
前，史载“燕赵千树枣”。
聚馆冬枣规模化种植始于明

初，据聚馆村刘氏族谱记
载：刘姓祖居山东即墨，明
初始祖洪公率四子二侄迁至
直隶沧州长芦盐镇场之东北
聚馆，彼时人烟稀少，庄宅
离落，枣荆丛生。洪公筹划
经营，相其阴阳，观其流
泉，品其果实，遂筑室于
兹。继而开滩晒副、成熟地
亩，移植嫁接枣树成林，更
有冬枣而出名……

“食之若夏朝雨露，得回
肠荡气之益；含之似攀月撷
霞，有梦绕魂牵之诱。”黄骅
冬枣清香扑鼻，一口咬下去酥
脆香甜，丰盈的汁水沁人心
脾。除了鲜食，当地人也把冬
枣做成佳肴。刘红旺说：“枣
好吃最主要是树的品种好，我
们的新树也是从古树上嫁接来
的，所以枣皮薄、汁水多。”

“红彤彤的冬枣是我们
一代代人的骄傲，也是大自
然千年的馈赠。”刘红旺
说，每年9月下旬到11月上
旬，前来采摘的游客可达
10万人次以上。现在，村
里的冬枣除了游客采摘、商
贩收购，大部分都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近年来，为畅通
冬枣销售渠道，渤海新区黄
骅市建立起 10余个冬枣专
业交易市场，先后在北京、
天津、石家庄、广州等 30
多个城市建立了冬枣直销
站，发展超市连锁经营，形
成了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
同时，鲜食冬枣、脆冬枣也
走出国门，销往世界各地，截
至目前，黄骅冬枣产品已销往
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英
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和
地区，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

古树繁茂古树繁茂 枣园飘香枣园飘香
———走进渤海新区黄骅市聚馆古贡枣园—走进渤海新区黄骅市聚馆古贡枣园

本报记者 尹君伊 本报通讯员 韩洪安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人民政协，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
要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引领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创新发展，
不断开拓团结民主、务实进取、蓬勃发展
的生动局面。

当历史的如椽巨笔，标注下崭新的奋
斗坐标，走过 75年光辉历程的人民政协，
又一次站上新的起点——

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时代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
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凝
聚起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
力量。

定纲指向谋全局

“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
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初春三月，繁花吐蕊，万象更新。

2024年 3月 6日下午，北京友谊宾馆
聚英厅群贤毕集。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总书记步入会场，亲切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
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

“十几年来，每年同政协委员一起见
面座谈。”总书记深情地说。

从科技体制改革到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粮食安全到生态环境保护，从教育医疗
到社保体系，从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到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每次全国政协全体会议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深入界别小组，
同委员们共商国是。

殷殷关怀、谆谆嘱托，凝聚人心、振
奋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
发，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引领人民政协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持续推进实践
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推动新
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019年9月20日，全国政协礼堂，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隆重召开。

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政协工作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民政协历史上是
第一次。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
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
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大势，极大鼓舞
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推动人民政
协事业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 100
周年之际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部署新
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边疆民族地
区考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亲切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
表，指引广大华侨华人为民族复兴献智出
力；多次就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政协工
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为新时代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以上率下，示范引领。
2012年 12月 25日 9时 10分许，两辆

中巴车驶进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习近平
总书记从车上健步走下。

12月 24日至 25日，在各民主党派和
工商联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不久，总书记即

冒着零下10多摄氏度的严寒，一一登门走
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习近平总书记同每一位同志紧紧握
手，深情回顾同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交
往的情景；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座谈，共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
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虚心公听，
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
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
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坦诚交流，同党
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诚挚问候，在全国政协
新年茶话会上畅叙友情……习近平总书记
率先垂范，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和多
党合作展现新气象、迈出新步伐。

这是不断完善的顶层设计“全景
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进协商民
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构建程序
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中共十九大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重要作用，“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
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
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下转第四版）

前前 88 个月个月

全市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全市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项目746746个个

汇聚共襄强国建设汇聚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引领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纪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引领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范思翔 王明玉

“有了‘田管家’，村‘两委’把农
户土地组织起来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种地省力、省心，还能多赚钱。”日
前，吴桥县安陵镇姜家阁村党支部书记
姜志新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玉米，脸上
露出笑容。

姜志新讲到的“田管家”是指“供
销合作社+村‘两委’+农服公司+农民”
的耕地生产社会化服务模式。“耕、种、
管、收、售，参与全托服务，农户基本
不用操心。此外，农户可以选择多项或
单项服务，空闲时间可以做些零活，来
增加一些收入。”姜志新说。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破解“谁来种
地”“地怎么种”的关键措施。“通过整合
农业资源，我们因地制宜发展单环节、多
环节、菜单式、全程式土地托管模式，稳
步推进 8个县（市）农业社会化服务试

点，达到‘你的地、我来种，减成本、增
效益’的目的。”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
责人说。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还通过加强

“村社共建”、拓展农资供应服务等举措，
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24年，我市成
功申报 19.1万亩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面
积，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642万元，开展统
防统治、配方施肥、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便
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清晰、分配
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
财产权益。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生力
军，我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创新农业社会
化服务模式，探索实施“供销社+村‘两
委’+合作社+农民”的合作模式，在全
省率先提出“0123”供销服务新模式，

即农户“0”风险托管，供销合作社
“1”包到底全程服务，组建专业合作社
和生产管理团队“2”支队伍，引入第

“3”方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服
务、市场化运营，今年已为各类经营主
体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769.2万亩次，同
比增长10%。

“我们村有4000多亩地，通过享受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各项农资补贴都能
一次性发到农户手中。同时，通过供销
社牵线，化肥、农药、种子从厂家直接
送到田间地头，一袋化肥就能省 30 多
元。”沧县旧州镇贾村党支部书记刘卫东
高兴地说。据了解，我市供销合作社系
统发挥农资集采直供、统购统销的优
势，提前征集农民群众的农资需求，以
集中大量采购获得价格优势，直接让利
给村集体和农户。截至目前，我市培育

打造8家重点农资企业，依托388个农资
经营服务网点，服务保障全市农业生产
需求，平价供应各类化肥9.5万吨、农药
140吨、农膜111吨。

同时，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不断完善
农业社会化服务协调机制，按照“农服
公司+为农服务中心”的发展模式，建设
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 30个、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 1106个、新型庄稼医院 388个，
统筹推进种肥供应、深耕深松、机种机
收、田间管理、统防统治、节水灌溉、
秸秆利用、粮食烘干、产销对接、技术
培训等10项重点服务。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持续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严格做好试点项目管理，提升农
资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和应急保供稳价
能力。

““田管家田管家””服务让种地更轻松服务让种地更轻松
———市供销社系统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市供销社系统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杨昊文 本报通讯员 田 丰

本报讯（记者郭震 通讯
员祁婧）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公布2024年农业创新驿站
建设名单，沧州8家企业成功
入围。截至目前，我市共创
建省级农业创新驿站31家。

此次入围的 8家企业分
别为：盐山县沧州恩际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任丘市十二
屯种植专业合作社联社、孟
村回族自治县金大地种植专
业合作社、肃宁县绿苑蔬菜
合作社、青县司马庄绿豪农
业专业合作社和振西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献县西永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清新食
用菌有限公司，涉及果蔬、

食用菌、旱碱麦等特色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

把增强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
撑能力作为关键措施，紧紧
围绕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目标，以企业（园区、合作
社） 为主体，充分集聚政
府、科研院校、企业等多方
优势资源，搭建平台、组建
团队、创新机制、破解瓶
颈、打造品牌，全市农业创
新驿站建设呈现出良好态
势。截至目前，全市共创建
省级驿站 31家、市级驿站
19家、县级驿站 61家，为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支撑。

我市新增我市新增
88家省农业创新驿站家省农业创新驿站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日前，致力于推进旱碱麦精
深加工的全谷物营养健康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在南皮县揭
牌。这一中心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食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
究院（沧州）和河北五格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中心将集合业内科研专家力
量，对旱碱麦营养价值进行
深度开发，研制以旱碱麦为
基本原料的功能性食品，同
时带动南皮县全谷物健康食
品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
州)首席专家郭波莉说，目
前，首款以旱碱麦为基本原
料的全谷物控糖面粉已经研
发成功，下一步将以全谷物

营养健康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为依托，继续加大科研力
度，研制出更多具有较高营
养价值的旱碱麦制品。

以全谷物营养健康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为契机，
南皮县将全力打造全谷物产
业基地。按照相关规划，河
北五格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将
联合当地种植大户、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以土地托
管和订单农业相结合的方
式，打造全谷物现代化原粮
种植基地。同时，围绕全谷物
功能性食品生产加大投入，在
原有面粉生产基础上，增设馒
头、挂面、面包、代餐粉等生
产线，将全谷物营养健康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的研发成果进行
转化。

全谷物营养健康全谷物营养健康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
推进旱碱麦精深加工推进旱碱麦精深加工

本报讯 （记者李倩 通讯员闻
洋）日前，记者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获悉，今年前 8个月，全市共成交
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746个，成交
金额129.52亿元。

项目交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
雨表”。近年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聚焦项目建设，大力推动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创新发展，从项目进场到开
标评标定标、在线合同签订，推行

“一网通办”，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

本，不断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和获得
感。

聚焦重点项目服务保障，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为抢险救灾、灾后重建
等增发国债项目开通“绿色通道”，
实行“即来即办”。对于正在办理的
增发国债项目，如果缺少非必要条
件，实行“容缺受理”，确实缺少必
要条件的项目及时一次性告知。此
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为增发国
债远程异地项目、京津雄三地和省重

点项目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聚焦规范招投标行为，我市持续

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推行招投
标“双盲”评审，通过“盲抽”评标
专家，“盲评”技术暗标，最大限度减
少人为因素干扰，从根本上保证评审
公正、透明。我市还与全省远程异地
评标系统和专家抽取系统端口完成对
接，省内跨地市远程异地评标实现常
态化，优质专家资源共享共用，有效
破除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区域壁垒。

近年来，肃宁县以京津冀协
同发展为契机，立足自身产业规
划和区位优势，积极构筑承接平
台，相继从北京引进多家图书出
版、印刷企业，有效带动本地相
关企业提档升级，促进当地传统
图书印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目前，肃宁县已发展图书印刷企
业150 余家，年产值超50亿元。
图为近日，位于肃宁县的河北鹏
润印刷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内工
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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