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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故郡，旧州新篇。
旧州镇，这座静卧于大运河畔

的千年古镇，曾是渤海郡治的文明
摇篮，承载着“铁狮镇海”的雄浑气
魄，流淌着运河漕运的千年文脉。
如今的旧州镇，古韵未改，新章已
启；青砖黛瓦间跳动着乡村振兴的
脉搏，阡陌田园里书写着生态宜居
的篇章；2024年，旧州镇经济再创
新高、文化欣欣向荣、农业持续发
展，绘就一幅“文明传承、经济腾
飞”的美丽画卷。

早春的旧州镇，冬的寒冷没有
完全褪去，春的活力已隐约可见。
景点上有三五成群的外地游客、厂
房里有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孝老
食堂里老人脸上的笑容温暖又清
晰……

“全国千强镇”和“十佳公务员
集体”的荣誉犹在，2024年各项工
作又创佳绩。2024年，旧州镇围绕
高质量发展战略，紧盯重点、强化支
撑，全面推进“一镇四区”建设，即以
创建现代化经济强镇为目标，重点
实施沧狮工业园区、南排河农业示
范园区、采油三厂商业服务区、铁狮
旅游产业园区“四区同建”，统筹推
进旧州镇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动
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提升。
2024年，旧州镇被评为全国“四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河北省信用乡
镇；在沧州市“双争有我，文明实践
我行动”观摩交流行动中作典型发
言；荣获沧县实绩突出单位等荣誉
表彰。旧州镇贾村被推荐为“全国
文明村”候选村，并获评全省首批
“省级儿童友好村试点”，是我市唯
一获此殊荣的村庄。

腾笼换鸟
闲置资产焕新颜

2024年，孟村鑫隆管件公司落地沧县旧
州镇，更名为中鑫隆发（沧州）管道科技有限
公司，厂址就位于旧州镇的河北鑫怡热电设
备有限公司原址。旧州镇政府成立专班，全
程协调，为该公司的落户省去了很多环节，
节约了不少时间。旧州镇党委书记刘华锋
称其为“腾笼换鸟”。他说，“河北鑫怡热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厂房已经闲置多年，我们通
过积极招商引资，并一路‘保驾护航’，顺利
让中鑫隆发（沧州）管道科技有限公司落户
这里。”在旧州镇宽松的营商环境“滋养”下，
该企业迅速成长，仅一年时间便发展为规上
企业，年销售额近亿元。中鑫隆发（沧州）管
道科技有限公司的故事在旧州镇有很多，是
该镇近年经济发展的缩影。2019年开始，旧
州镇就一直是全国经济千强镇，2024年再上
台阶，全年财政收入2.4亿元，创历史最高水
平。“目前，我们镇有几大支柱产业，分别是
管道装备、服装、饲料、养殖、文旅。”刘华锋
说。

2024年，旧州镇坚持项目立镇，推动经
济建设。

招商引资方面，成立招商专班，实行“点
对点”以商招商，深入开展招商引资“百日攻
坚战”。全年共招商引资项目17个，总投资
6.4亿元，其中投资1.5亿元的飞灰填埋场项
目已开工建设。

积极启动沧狮工业园区新片区，设置沧
东工业园区新片区，目前完成土地挂牌拍卖
3家，引进中信生物、天庆燃气、鑫汇环保3
家企业，在谈新上企业6家。

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发挥科技创新
引领作用，引进科技型企业数量创新高，有
力支撑旧州镇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梯次
培育机制，培育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25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家。

2024年，旧州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8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7.37亿元，各
项经济指标都创新高。

乡村振兴
科技助力希望田

在旧州镇，有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黄羽肉
鸡养殖基地，走进它，立刻感受到年出栏320
万只肉鸡的庞大养殖规模。

近年来，旧州镇持续发力，发展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资
源，有序、高效利用村集体占用地，进一步发
展优势产业，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除支持
温氏黄羽肉鸡养殖基地提产增效外，全面推
行“党建+合作社+土地托管”经营模式，充分
运用科学方法、利用科学技术耕种。“我们组
织后曹等村依托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统一土
地托管合同，提供从播种施肥、病虫草害防
治到收割归仓全程式管理服务。积极探索

‘党支部+养殖公司+农户’新模式，指导贾村
以合作社入股大型养殖公司，成功招商引资
2500万元，带动周边各村养殖业的快速发
展。”旧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全镇
14个村集体收入全部实现“10万+”，其中7
个村集体收入实现“50万+”。

在旧州镇，笔者见识到了“爱心超市”的
魅力。在某爱心超市，正在兑奖的贾村村民
小张手提米面，乐呵呵走出来。“我做志愿者
两年了，每做一次公益，村里都给相应积分，
达到一定积分就能去爱心超市兑换奖品。
村民们都很支持这种形式，村风村貌得到改
进，还领到了生活用品，一举两得。”

2024年，旧州镇继续抓好移风易俗。指
导全镇14个村全部建立村规民约、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引导群众
将文明新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按照“沧县
道德模范”评选要求，组织各村开展“致富能
手”“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评
选，让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标杆。该镇
感化屯村姚思颖、后曹村刘瑞胜、东关村李
艳英等多人荣获“沧州好人”提名奖；以强庄
子村为试点建成了“孝老食堂”，为村里60岁
以上老人提供就餐场所和活动场地，一天10
元就能享用营养三餐。“将来还要进一步经
验化、制度化，推动全镇有条件的村全部建
立‘孝老食堂’，形成敬老、爱老、助老、孝老
的文化氛围，打造乡村振兴工作亮点。”刘华
锋说道。

文脉长流
匠心赋能文旅兴

“大运河畔，沧州过节”。
春节期间，2024年全国“四季村晚”在旧

州镇东关村举办，“村晚”过大年文艺汇演的

地址选在了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人们
欢聚一堂，现场气氛热烈。晚会被新华社、
人民网等媒体争相报道。“这次村晚打造了
文化亮点，扩大了文化宣传范围，提高了旧
州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质量。”

旧州镇贾村的舞狮和大鼓一直以来都
享有盛名，大鼓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近年来，贾村定期举办“大鼓节”文化交
流会，并且已连续四次在央视、新华社、冀云
网、沧州晚报、沧县融媒等媒体平台刊发，成
为旧州镇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这些活动
的举办，不但扩大了旧州知名度，也让该镇
文化旅游蓬勃发展。

2024年，旧州镇为享受低保待遇人员中
88名60周岁以上老人办理了养老护理和养
老服务补贴；对镇域内83家企业职工参保
情况进行逐一排查，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征缴
工作。

党建引领
建设宜居“和美村”

在党建方面，旧州镇一直坚持“评星创
A”，评比五星级乡村、A级村、党建示范区
等，贾村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抓队伍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作
用，建立“镇党委+村党支部+党小组”三级网
格，明确59名网格长和258名网格员，落实
移风易俗各项要求，开展党日活动60余次；
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作用，带动乡村队伍
建设，凝心聚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优

化志愿服务，组建“萤火微光”“手拉手”“抵
制高额彩礼”志愿劝导等文明实践队伍，引
导形成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良好社会风
尚；旧州镇还在沧县率先开展了“旧州无孤、
沧县无孤”救助孤儿活动，累计帮助12名孤
儿完成学业。

夯实党建带群建工作基础，2024年全镇
新建基层企业工会43家，实现企业工会全覆
盖；全镇14个村全部建立基层工会、团支部、
妇联组织，加强群团组织阵地建设，实现党
员活动室、妇儿之家、团员活动室等活动阵
地联建共建。目前，贾村、强庄子村县级家
庭教育指导站打造完毕，强庄子村省级“妇
女儿童之家”顺利完成验收。

站在2025年的起点，旧州镇描绘了壮美
蓝图，深入推进“六个旧州”建设。一是建设
实力旧州。统筹推进沧狮工业园区、南排河
农业示范园区、采油三厂商业服务区、铁狮
旅游产业园区“四区同建”，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飞灰填埋
场等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投产，确保经济社会
发展稳中有进。二是建设文旅旧州。充分
发挥铁狮旅游景区资源优势和南排河通河
汇海区位优势，重点推进铁狮景区配套建设
和神然生态园康养旅游项目，整合镇域中药
种植、特色采摘等创新农业产业，打造市区
周边“1小时文旅生活圈”，擦亮旧州文旅古
镇新名片。三是建设文明旧州。大力推进
乡村振兴，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持续开展
移风易俗行动，以东关村“四季村晚”汇演活
动、贾村大鼓交流会、强庄子村孝老食堂等
为契机，丰富活动表现形式，大力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四是建设平安旧州。积极推进

“无诉无访”村建设工作，打造乡风淳朴、乡
村和谐的新型城镇。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行动”，以燃气安全、用电安全、消防
安全为重点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五是建
设幸福旧州。大力实施“惠民生、暖民心”工
程，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后评估工作，常态化
开展动态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全面提
升入学、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六是建设美丽旧州。坚持生态
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大力推进环
境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旧州大地展现天蓝、地绿、水秀
的美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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