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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早春圆茄喜获丰收肃宁早春圆茄喜获丰收

日前，肃宁县窝北镇垣城南村日光温室大棚内，农
户正在采摘成熟的圆茄。

2016 年，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授予肃宁县“中国圆
茄之乡”称号。肃宁圆茄因其果肉细嫩、口感好，畅销
北京各大商超，在采摘旺季，日均供应北京各大市场的
圆茄可达60吨。

近年来，肃宁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土地流
转、成立合作组织、注册协会、建设批发市场等措施，
积极引导种植户进行标准化生产。目前，该县圆茄种植
面积达 1 万余亩，直接带动 2000 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刘巨雷 摄

我市新我市新增增2222个个
市级科普市级科普教育基地教育基地
同时新增同时新增1111个科普示范社区个科普示范社区

九年公益路九年公益路九年公益路 一颗赤子心一颗赤子心一颗赤子心
———南皮县志愿者宫冬梅的故事—南皮县志愿者宫冬梅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李 晗 周宝升

在南皮，提起宫冬梅，从事志愿服务
的人都知道。作为南皮县志愿者协会的一
名老志愿者，九年来，她策划并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100余次。她不仅自己坚持
参加志愿服务，还带动丈夫、女儿加入协
会，成为志愿者。她说：“通过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我们帮助了别人，让他们感受
到了温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在一次慰问活动中，宫冬梅遇到一

位孤寡老人，见老人头发凌乱，衣服上
也满是油污，她叫上一位志愿者给老人
理了发，并为老人换了干净的衣服。临
走时，老人拉着宫冬梅的手，不停道
谢。“我当时觉得特别温暖，做公益让我
踏实、充实。”宫冬梅说，这种充实又踏
实的感觉支持着她行走在公益路上，慰
问贫困户、爱心助学、巡河护水、文明
创城服务、无偿献血……

南皮县志愿者协会有一个“爱心妈
妈”项目，有一个孩子从小由爷爷带大，
父母不在身边，一直是协会长期关注的对
象。宫冬梅发现孩子存在一些心理问题，
及时给孩子做教育引导和心理疏导。

在配合南皮县公安局开展青少年法
治教育的过程中，宫冬梅积极参与，深
入了解帮教对象的相关情况，进行心理
辅导、教育矫正。她设身处地为孩子以

及他们的家庭着想，给了他们直面错误
的勇气和重拾生活的信心，帮助他们重
新融入社会。加入帮教团队半年多来，
她接触并成功引导 20余名孩子步入正常
生活。

九年来，宫冬梅参加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 500 余次，获得诸多荣誉。宫冬梅
说：“对我来说，志愿者不是一个简单的
称谓，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她将继续在
平凡的志愿者岗位上，竭尽所能帮助他
人，实现自己的价值。

转作风 优环境 促发展

港城产港城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分局业园区行政审批分局

1010分钟完成分钟完成
两家跨境电两家跨境电商商登记登记注注册册

本报讯 （记者张梓欣
通讯员张诗启）日前，港城
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分局通过
全程帮办、高效审批等服
务，为沧州大陆桥跨境电商
服务有限公司、沧州海发跨
境电商有限公司办理了企业
登记注册业务。“从我们提
交申请，到完成企业的登记
注册仅用了10分钟。”沧州
大陆桥跨境电商服务有限公
司办事人员说。

跨境电商是推动外贸增
长的重要力量。聚焦跨境电
商各项审批事项，港城产业
园区行政审批分局推进服务
创新，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
通道，全程贴心帮办，灵活

多样提供服务。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提前和企业进行沟
通对接，了解企业的名称、
经营范围、股东、管理人员
等信息，帮助企业把这些信
息录入系统，以最快速度完
成登记注册业务。

此外，港城产业园区行
政审批分局深入推行线下

“一站式服务”，加强对政务
服务精细化管理，拓展增值
服务内容，在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帮办代办服务专区、
7×24 小时自助服务专区、
企业开办专区等 7个专区，
实现了专业的事在专业区域
有专人盯办，大大提升了办
事效率。

任丘市议论堡镇阁辛庄村，一个不
足千户的村庄，一条长约3公里的主干道
两侧，密集分布着160余家农机生产及配
套企业。从不起眼的螺丝钉到耕地犁、
旋耕机、播种机，这里每年产出超 20万
台 （套） 农机设备，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并出口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印
度尼西亚等国家。一个村庄何以成为北
方农机制造产业的重要“磁场”？记者实
地探访，解码其发展脉络。

眼下，春季田间管理和春耕生产陆
续展开，农业机械企业抓紧生产，助力
春耕。走进阁辛庄村工业园区，厂房内
焊接声、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空气里
弥漫着金属加工特有的味道。“最初就是
几户人家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制作零件，
谁也没想到能发展成今天的气候。”村党
支部书记、任丘市农业机械行业协会会
长胡卫民回忆，上世纪 80年代，村里仅
有几家车床、电焊加工厂，农忙时常为
农民维修简单农机，后来开始摸索零部
件制造、组装整机。

随着市场需求增加，一批“能人”
带头办厂，村民边双印就是其中之一。
他创办了河北峥嵘农机有限公司，经过
30多年发展，边双印的企业成长为年生
产3万多台农业机械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近年来，河北峥嵘农机有限公司建
立研发中心，每年将销售额的5%用于研
发。去年，他们与河北农业大学通过沧
州市揭榜挂帅项目，合作研发用于盐碱
地的旱碱麦精量宽苗幅播种机。目前，
第一代样机已经在渤海新区黄骅市的农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进行了大面积试验
示范，取得了良好效果。

“通过田间试验，我们发现播种机械

装备存在结构不紧凑、成本高、播种质
量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在今年将进行
第二代产品的优化设计和质量提升，满
足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赵晓顺说。

田间作业时，农机掀起的灰尘，干
扰了系统对种子的识别，影响播种精
度……面对市场反馈的问题，阁辛庄村
的企业家们和研发团队通过多次试验
探索将问题一个个破解，研发出的播
种机能精准监控播种面积、撒种子的
粒数以及株距、行距等。有企业研发
了一款用于改良盐碱地的“深翻深松
鼠道犁”，安装上这个设备，机器耕地
后，在地底下能留下一条条水沟，就
像老鼠打出来的洞一样，之后通过联
通管线接入沟渠，能达到渗水、洗
盐、排碱、改良农田的目的。

阁 辛 庄 村 构 建 了 “ 半 小 时 配 套
圈”。“生产一台农机涉及的 100到 200
余种零部件，90%可在村内采购。”胡卫
民介绍，产业聚集让本村企业生产成本
降低约 10%，交货周期缩短 10天，紧急
订单甚至能实现“当天接单、当天交
付”。

这种高效分工让中小企业“各显神
通”：有的专攻播种箱，有的专攻施肥
箱，有的深耕精密排种器。龙头企业则
整合资源，专注整机研发和品牌营销。
边双印坦言：“在这里，我们只需专注核
心技术，其他环节‘喊一嗓子’就能找
到供应商。”

在任丘市喜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车
间里，总经理边涛指着正在组装的播
种机说：“这台机器的轴承来自村东头部
件厂，齿轮箱是隔壁机械厂生产的，控
制系统由几百米外的公司提供。”这种

“出门即配套”的产业生态，正是阁辛庄
村的最大竞争力。

农机具配件好，农机整机才会好。
任丘市顺盈冲压件厂是一家生产农机具
配件的企业，每年生产农机轴承座 50多
万个、地轮5万多个。轴承座大小一般在
3厘米到6厘米之间，企业可以根据客户
需要进行定做。“轴承放进轴承座需要严
丝合缝，中间只能有几根头发丝空隙。”
企业负责人边连昼说，他们企业生产的
轴承座精密度高，安装后，与轴承之间
最小装配间隙达到0.02毫米。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
政府精准扶持。任丘市设立相关专项资
金，对智能化改造等项目给予补贴；建

设标准化产业园区，统一解决环保、消
防等瓶颈问题。

阁辛庄村并未止步于传统农业机械
的生产制造，激光切割机器人、数控机
床加工、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已成车间标
配。多家企业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浙江省农机化研究
所、华南农业大学等结成战略联盟，承
担“水稻旱地直播机”“寒地粳稻直播农
机农艺关键技术与集成应用”国家、省
级科研项目，拥有上百项专利。

“我们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技
术’。”胡卫民说，未来，他们将推动企
业研发与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
合，打造智慧农机新高地。

工人在河北峥嵘农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 苑立伟 摄

坚定信心干字当头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本报讯（记者杨昊文）
近日，沧州市科协印发《关
于命名沧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和沧州市科普示范社区的通
知》，命名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
院 （沧州） 等 22个单位为
沧州市科普教育基地，命名
运河区育才路社区居民委员
会等 11个单位为沧州市科
普示范社区。

据了解，科普教育基
地是指涉及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农业、安全、
自然资源、旅游等领域，
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
有科普和教育功能的示范
性场所。科普示范社区是
指科普网络健全，基础设
施、科普手段完善，科普
活动活跃的社区。此次评
定出的科普教育基地广泛
分布于多个领域，将成为

我 市 开 展 社 会 性 、 群 众
性、经常性科普活动的重
要平台。截至目前，我市
共有 1 个国家级科普教育
基地、26个省级科普教育
基地、58个市级科普教育
基地和 21个市级科普示范
社区。

近年来，市科协高度
重视科普阵地建设，通过
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完善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建强
科普宣传队伍、创新科普宣
传方式方法，成功打造了一
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科
普阵地。下一步，市科协将
持续强化对各类科普阵地的
指导和监管工作，充分发
挥各级科普阵地的引领示
范作用，积极为社会大众
提 供 优 质 的 科 普 教 育 服
务，为全面提升我市民众
的科学素质贡献力量。

为弘扬雷锋精神，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日前，河
北省毛体书法家协会组织书法家走进企业，现场挥毫泼墨，
创作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奋发向上”等书法作品，并与
书法爱好者交流互动。 魏志广 摄

本报讯（记者孙晓卉）
昨天，沧州市中心血站的采
血车如约驶入河间市景和镇
曾家务村。采血车刚停稳，
群众便从四面八方赶来，参
加无偿献血。据悉，曾家务
村 20年间组织村民无偿献
血 23 次，累计献血量 31.7
万毫升。

39 岁的时鹏辉是当天
第一个完成献血的，他是河
南省周口市人，2022 年到
河间市景和镇打工，得知曾
家务村每年都组织无偿献
血活动，时鹏辉毫不犹豫地
加入献血队伍。“能够帮助
别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时鹏辉微笑着说。

据 悉 ， 自 2006 年 开
始，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郭兴旺带领下，曾家
务村开始组织无偿献血活
动，成为沧州市第一个开展
集体无偿献血的行政村。之
后，曾家务村每年都会组织

村民无偿献血。“汶川地
震、新冠疫情等特殊时期，
我们村组织了两次献血活
动。目前，在全村 900 多
人、200余户家庭中，除了
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家庭，几
乎家家都有献血证。”郭兴
旺自豪地说。

如今，无偿献血已成为
曾家务村的优良传统。曾家
务村不仅组织本村村民献
血，还积极动员周边村庄、
商铺的爱心人士加入无偿献
血队伍。

让曾家务村村民惊喜的
是，当天献血结束后，市中
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送
上一个蛋糕，蛋糕中间写着

“曾家务村无偿献血20周年
感恩有你”，郭兴旺与市中
心血站工作人员共同切蛋糕
分给众人。“我会继续组织
村民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用
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爱心和
力量。”郭兴旺说。

河间曾家务河间曾家务村村民村村民2020年年
无偿献无偿献血血3131..77万毫升万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