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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新区黄骅市渤海新区黄骅市

““特瑞菲科特瑞菲科””稀土有色金属冶炼稀土有色金属冶炼
成套设备项目开工成套设备项目开工

冬季育苗忙冬季育苗忙 播下新希望播下新希望

▲贴接后的幼苗长势旺盛。

▶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成为
当地群众增产增收的“聚宝棚”。

▶育苗基地工人
熟练地贴接幼苗。

青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青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活动
托起幸福托起幸福““夕阳红夕阳红””

本报讯 （记 者 申 萍 通 讯 员 刘
博） 日前，农业农村部指导发布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 2024 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名单，全国 539 个品牌入选，
黄骅旱碱麦上榜，标志着沧州盐碱地
特色品牌创建取得良好成效，为我市
进一步扩大产业影响力打下良好基
础。这是记者日前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指在一个具
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
区域内，由相关组织所有，并由若干农
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

黄骅旱碱麦种植历史悠久，全程采用旱
作雨养的天然种植方式，种植面积较
大、品质优良，深受市场欢迎。2024
年全市夏收麦碱麦 154.7万亩，总产量
40.22万吨，全市年加工能力达到 100
万吨以上，生产面粉种类包括颗粒粉、
全麦粉、麦芯粉、水饺粉等 10余种，
制成旱碱麦馒头、面花、挂面等 30余
种产品。旱碱麦具有品质天然、出粉率
高、韧性强等特性，其产品如馒头、面
花等蒸制出来后麦香浓郁、软绵筋道。
经过几十年的选种与改良，沧州已经拥
有自己的旱碱麦“种子芯片”。目前，

我市已形成旱碱麦种植、收储中转、面
粉加工、食品生产等于一体的旱碱麦全
产业链。

据介绍，围绕打造黄骅旱碱麦品
牌，我市通过组织产销对接会，形成
可操作性强、系统性高的产品及渠道
推广方案，集中展示展销旱碱麦优质
产品的同时，提升了黄骅旱碱麦区域
公用品牌的形象。通过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将黄骅旱碱麦的播种、雨养、
收割、磨粉、制作等各个环节展现在
消费者面前，拓展其销售渠道，丰富
消费者与当地区域品牌相关联的情景

体验，大大提升了黄骅旱碱麦的品牌
附加值。此外，2023年，黄骅旱碱麦
进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进一
步扩大了其市场影响力。今年 3 月，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
我市设立旱碱麦特色产业创新基地，
进一步提升了旱碱麦农产品品质和质
量安全水平。我市今年 9 月发布的
《沧州旱碱麦》 地方标准，进一步加
强了旱碱麦标准化生产，促进了旱碱
麦产业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政策、
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黄骅旱碱
麦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近日，在献县西城
乡蔡西村一家育苗基
地，一排排育苗盘整齐
摆放，一株株瓜苗青翠
欲滴，长势喜人。工人
分工协作，熟练地贴接
幼苗，为农业生产播下
新的丰收希望。

近年来，献县积极
发展果蔬种植产业、探
索农业产业化发展模
式，初步形成集育苗、
种植、储藏等为一体的
果蔬产业集群，有效带
动农民增收。目前献县
全县绿色果蔬种植面积
达15万亩。

李 莹 史明鉴 摄

“我们的大棚‘多刀茴香’进入了
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大型商
超，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近日，
在海兴县张会亭镇特色茴香种植示范
区内，康源蔬菜种植联合社负责人刘
雪竣向记者介绍他们种植的“多刀茴
香”。在他的身后，村民们正在剔除茴
香黄叶、杂草，并用保鲜袋将茴香分
装成小包装，准备装车发货。

据介绍，张会亭镇特色茴香种植示
范区是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起来的。2022
年，在海兴县委、县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下，张会亭镇双庙村、南齐村、北齐村
等 10个村联合成立康源蔬菜种植联合
社，在北齐村流转土地，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致富项
目，提升土地的产出效益。

“这周边都是轻度盐碱地，但灌溉
用水并不苦咸，正适合种植茴香。发
展茴香种植产业，不仅能带动村集体

稳步增收，还能充分挖掘盐碱地的综
合利用潜力，这里已被确立为省级盐
碱地综合改造利用试点。”张会亭镇相
关负责人王瑞鸿介绍，近年来，他们
依据地域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

“多刀茴香”适种地带的村庄流转土
地，推进规模化大棚茴香种植。目
前，张会亭镇建立起3个联合社、75个
温室大棚，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自建
110座温室大棚，带动联合社每个村集
体年增收 3万余元，吸引 300余名村民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和张会亭镇一样，海兴县小山乡
也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发展了蘑菇种
植项目。

“蘑菇种植管理技术相对简单，一
包菌棒可实现多次采收。成本低、收
益高、见效快，现在蘑菇种植已成为
我们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小

山乡盘洼村党支部书记董海玉介绍，
为带动村民增收，他们流转了村内闲
置空地，发展蘑菇种植项目，目前，
他们建设了 10个种植大棚和 1个菌棒
生产车间，完成培育菌棒 18万个，一
次可采摘蘑菇 25万公斤以上，全年可
创收100万元左右。

2023年，小山乡围绕盐碱地综合
开发利用，逐村探索研究盐碱地整
合、开发、利用的可行性，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鼓励以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为经营主体，积极
通过引资引技、土地流转等方式，大
力发展规模化特色农业种植培育等项
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助力
农业增效，带动村民增收。

据介绍，近年来，海兴县以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目标，以促进农
村土地流转为抓手，有效盘活撂荒、
闲置土地，唤醒“沉睡资产”，推进土

地连片规模化流转、集约化经营，发
展特色农业，着力破解产业发展、农
民增收的难题。海兴县还制定了《海
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
法》，鼓励村集体通过线上产权交易平
台与线下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两种方
式，自主流转土地，集中连片发展特
色产业。截至目前，这个县7个乡镇共
流转土地 16.81万亩，成立合作社 191
个、家庭农场 157家，打造 2个旱碱麦
万亩高产片区、3个千亩示范片区、8
个百亩攻关片区，种植“南齐茴香”

“茶棚甜瓜”等盐碱地蔬果，有效提高
了农村土地资源使用效益。

本报讯（记者张梓欣）为
带动全省中试平台布局优化和
质量提升，近日，省科技厅首
批立项支持建设 6家示范特色
鲜明、引领性突出、产业支撑
作用强的河北省科技成果中试
示范平台，分别给予 200万元
资金支持。位于沧州高新区的
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成功
入选。

据介绍，2022年，沧州高
新区管委会与天津工业大学成
立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
作为先进膜材料及应用科技成
果转化中试基地的运营主体，
研究院以企业的形式对中试平

台进行市场化运作。在 16000
多平方米的中试、孵化转化产
业园区，研究院配备了高端分
析测试设备和膜材料加工设备
100余台套，干法、湿法膜制
备、表面改性等中试线 10 余
条。

沧州高新区将以入选河北
首批立项支持的科技成果中试
示范平台为契机，加快推进

“中试放大平台”建设，全力打
造京津冀G2产业创新走廊成果
转化基地，推动“京津研发，
沧州转化”，加速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膜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任振宇
赵俊杰 记者康学翠） 日前，
河北特瑞菲科装备有限公司稀
土、有色金属冶炼成套设备项
目开工建设。记者在位于渤海
新区黄骅市旧城产业园区的项
目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压
路机协同作业，将土地压实、
平整，方便后续物资运输和设
备进场。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5.6亿
元，将新建容器和反应釜生产
车间、萃取设备生产车间、机
械设备生产车间等，预计 2025
年12月建成投产。

冶炼成套设备广泛用于钢
铁、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环保的监
管力度，推动冶炼行业向绿
色、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

为冶炼成套设备市场带来了新
的机遇。

项目负责人王之升介绍，
该项目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
系统，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
化、智能化，确保生产过程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生产的冶炼
设备采用目前行业先进工艺，
不仅可以提高热效率、降低能
耗，还能减少废水、固体废渣
的排放，降低环境污染。

据悉，项目投产后，可年
产稀土、有色金属冶炼成套设
备 500台 （套），年产值达 2.6
亿元，将为渤海新区黄骅市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张峻豪 通讯
员尹向平）日前，在青县新兴
镇小街子村孝老食堂里，老人
们围坐在一起，欣赏由新兴镇
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的节目，
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祥和。据
悉，这是青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开展的以“尊老、敬老、
爱老”为主题的文明实践系列
活动的缩影。

同样，在青县木门店镇，
镇卫生院的医疗志愿者在桥北
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
人们进行健康义诊。志愿者为
老人们检查身体，并耐心解答
他们的健康疑问。活动中，志
愿者还为老人们提供免费理发
服务。青县县委宣传部为当
地老人捐赠了围棋、象棋、

笔墨纸砚等物品。“这样的活
动太好了，志愿者们关心我
们的身体状况，还为我们免
费 理 发 ， 让 我 们 心 里 暖 暖
的。”青县桥北头村村民张德
明说。

据了解，青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开展的文明实践系列
活动已在全县 11个乡镇进行，
各类敬老活动精彩纷呈，营造
出浓厚的敬老、爱老、助老新
风尚。“通过一系列扎实且贴心
的举措，让广大老年朋友们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大家庭所
传递出的温暖与关怀。下一
步，我们将不断拓展孝老服务
领域，让敬老之风吹遍青县每
个角落。”青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负责人敬桂甫说。

日前，肃宁县第五中学开展“科技照亮安全 创新引领未来”
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朔黄铁路安全体验馆，沉浸式
感受科技的魅力。图为学生们在模拟汽车驾驶体验区体验安全驾
驶。 刘巨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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