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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观州湖水库盈盈碧波润乡野东光观州湖水库盈盈碧波润乡野

昔日碱蓬满地昔日碱蓬满地 如今鸟类乐园如今鸟类乐园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通讯员郭乾 杨婧）停车收
费系统识别车辆牌照、免
费放行……4月1日，我市
残疾人士闫树靖驾车顺利驶
出位于运河区的建投泊车停
车场。“现在沧州市区很多
停车场都对残疾人专用机动
车提供免费停车服务，非常
贴心。”闫树靖说。

据悉，随着沧州市残
疾人专用机动车免费停车
政策全面落地，中心城区
181 个停车场实现残疾人
专用机动车“识别即放
行”服务。

为让我市残疾人驾驶
员切实享受惠残政策，减
轻经济负担，沧州市政府
组织市残联、市公安局等
部门积极推动我市残疾人
专用机动车免费停车政策

落实。近日，经公安交管
部门排查，精准锁定我市
持C5驾照的残疾人驾驶员
群体名下的残疾人专用机
动车 594辆。目前，这些
车辆的牌照信息已被全部
录入中心城区 181个停车
场的管理系统，当残疾人
车辆驶离时，道闸智能终
端会快速完成车牌识别，
自动抬杆，免费放行。

“市残联将协调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对此项政
策落实的监督力度，发现有
关价格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处
理，保障残疾人驾驶员权
益。”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市残联将定期协调有关
部门排查新增符合条件的车
辆，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各停
车场及时将新增车辆信息录
入管理系统。

沧州中沧州中心城区心城区

594594辆残疾人专用机动车辆残疾人专用机动车
在在181181个停车场可免费停车个停车场可免费停车

本报讯（周洋 邢程 李志杰）春回大地
候鸟归。连日来，位于东光县城东北部的观
州湖水库陆续迎来一批“客人”——近千只
北迁候鸟。它们或在水中嬉戏觅食，或在
湖心岛上驻足栖息，勾勒出一幅美丽的自
然风光。

“这几年，观州湖水库的环境越来越
好，每年二月底到十月底，都会有很多候
鸟来此做客。”4月2日，在观州湖水库围
堤上，望着身前盈盈碧波，水库管理员姜
保顺对记者说。

东光县属于资源型缺水区。 2010
年，当地为改善全县饮用水水质，解决水
资源短缺问题，抢抓“引黄入冀”“南水
北调”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的有利契
机，开始建设观州湖水库。2011年，水
库正式建成蓄水。

东光县水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
员刘洪彬曾参与观州湖水库建设。他说，

这一带土地盐碱化比较严重，荒地里长满
碱蓬，制约了周边村庄发展。水库建好
后，附近区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盐碱地
得到治理，周边村群众的饮水安全也有了
保障，大家告别了苦咸水。

随着水库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好，来这
里歇脚的鸟儿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年，
我们已经在水库发现珍稀鸟类 20余种，
包括大天鹅、东方白鹳等。”姜保顺打趣
地说，这些精灵是在用脚为这里生态环境
的“蝶变”点赞。

为了招待好这些“客人”，水库管理
人员花费了大量心思：设置湖心岛，在岛
上栽种大量垂柳，给鸟儿提供一处静谧的
空间；沿水库围堤栽种近 2000棵绿植，
打造更多鸟类休憩场所；每年向湖中撒鱼
苗，为鸟儿提供食物“补给”；同时，为
工作船只配备了医疗用品等，方便工作人
员及时救助受困受伤的飞鸟。

东光县东光
镇刘八里村紧邻
观州湖水库。该
村党支部书记刘
彦江说，如今，
水库里的鸟儿多
了，周边村民爱
鸟护鸟的意识也
不断增强。爱护
环境、保护鸟类
成为大家的共
识。每当遇到鸟
儿受伤，村民们
会第一时间联系
相关部门或救助
站，对其进行救
治。

“这些‘访客’为村子增添了生机，
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刘彦江说。

如今，光临观州湖水库和附近村子的
鸟儿一年比一年多。当年的盐碱地，如今
已经成为鸟类乐园。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员张晓彤）春暖花开的
时节，居民外出踏青、采摘
的活动逐渐增多。市疾控中
心提醒，此时是蜱虫等媒介
生物开始活动的季节，外出
游玩时应注意防范。

近年来，我市多个县
（市、区）在病媒监测工作
中监测到蜱虫。蜱虫作为多
种病原体的“储存器”，可
导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
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立
克次体病等多种传染病，且
病程进程较快、危害性高，
需高度重视预防。

据介绍，蜱虫多分布
于草地、树林、灌木丛、

农田及动物栖息地，潮
湿、植被茂密且常有人或
动物经过区域为高危区，
牛、羊、狗、猫等家畜也
容易携带蜱虫。蜱虫常附
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
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
等部位。

如何防范蜱虫“侵
袭”？市疾控中心专家提
醒，进入蜱类主要栖息
地，应穿长袖衣服，扎紧
裤腿，避免长时间坐卧；
扎营时尽量选择硬质地
面；皮肤上涂抹驱避剂，
如避蚊胺、异丙啶等；对
家畜进行定期药浴杀蜱，
发现蜱虫及时清除。

市疾控市疾控中心提醒中心提醒

春季踏青春季踏青
当心蜱虫上身当心蜱虫上身

本报讯（记者孙杰）日前，沧州公交集团志
愿者将400余件爱心衣物打包，发往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这些物资将分发给当地 10个困难
家庭。

当天一大早，十几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便聚在快递驿站为衣物分类打包。志愿者冯超
手中拿着一份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受捐赠家
庭的信息，包括家庭人数、家庭成员年龄等。

“这些衣服大多是我们从公司职工及其家属中征
集来的，还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
冯超说。

据了解，沧州公交集团志愿者坚持为凉山
彝族自治州有关地区的贫困家庭捐赠衣物已经
有 3年了，每年都会组织两三次捐赠活动。截
至记者发稿时，40余个爱心包裹全部送达大凉
山的 10 个家庭。孩子们穿着漂亮又合身的衣
服，有的还举着心爱的玩具，给志愿者们发回
感谢的视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沧州公交沧州公交集团志愿者集团志愿者

400400余件爱心衣物余件爱心衣物
赠送大凉山困难家庭赠送大凉山困难家庭

日前，沧县杜
林镇茶棚村沐泽小
园的头茬甜瓜进入
采收高峰期。种植
户刘凤兰介绍，3
个大棚共占地 10
亩，主要种植“博
洋 9” 和 “ 金 芒
果”品种。甜瓜均
为自然成熟，瓜香
脆甜，不腻不齁，
深受广大游客和客
商欢迎。

张金元
高雅靖
李佳芳 摄

观州湖水库候鸟翔集观州湖水库候鸟翔集。。

近日，任丘市石门桥镇东关张
村村民李蒙接到短信通知，他网购
的商品已送达村里的寄递物流综合
服务站。几分钟的工夫，李蒙就从
家里走到服务站，顺利取走了快
递。

家门口取快递，这样的场景，
在城市司空见惯，但在农村，一度
难以实现。以前，为了取一件快
递，许多村民要驱车几十公里赶到
附近乡镇或县城，费时费力。如
今，在沧州市邮政管理局的推动
下，各快递企业积极探索快递进村
模式，通过共建共配中心、快递驿
站或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等方
式，让农民在家门口取快递成为现
实。

“由于农村位置相对偏远、住户
分散等原因，如果一家快递企业单
独进村分拣、派送，耗费时间和人
力不说，在运营成本上很有可能入
不敷出。”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
管科科长杨志寰道出了快递进村的
难点所在。

小包裹，连接着大民生。让
农村群众享受便捷、高效、优质
的快递服务，既是市邮政管理局
今年工作的主抓手和着力点，也
与市委、市政府部署的民生实事
项目不谋而合。如何鼓励沧州快
递企业开展快递进村业务？成为
摆在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党员干部
面前的一道考题。

坚持以改革破题，首先要摸清
农村快递服务现状和群众实际需
求。只有10人团队的沧州市邮政管
理局，仍然成立了 3个党员突击
队，撒到全市 16个县 （市、区）
326个村。“既要做好单位日常工
作，还要利用周末深入农村调研，
有时一天就要往返三四个县市，路
途最远的一次驱车400多公里。”杨
志寰说，农村快递数量有多少？建
设多大规模的驿站可以满足需求？
驿站位置选择的便捷性……带着这

些问题，突击队员们一头扎进了村
里。每到一个村，他们挨家挨户走
访，询问村民意见；为了找到最合
适的快递驿站设置点，他们分组从
村民家步行到预设点，通过计算时
间和路线，选取确定最优方案……

走访过程中，突击队员们发
现，如今沧州农村居民网购数量逐
年上升，几乎和县城居民差不多，
如此多的快递，村里却没有固定的
存放点，给村民生活带来严重不
便。南皮县鲍官屯镇的王书会老人
说，在外工作的孩子经常在网上买
东西寄到家里，可取货点在十几公
里外的县城，自己只能等村里的年
轻人去县城办事儿时帮忙取回，有
时候一等就是半个月。在东光县找
王镇，有的村民则表示，跑远路去
取快递，不仅增加了一笔日常开
销，还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到了快递点也要等工作人员翻找，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在盐山县
小庄镇，有些村子虽然实现了快递
进村，但由于快递员负责好几个乡
村快递的分发，派送速度非常慢
……

摸清了实情，如何推动快递进
村？党员突击队的足迹又从沧州转
战到了保定。保定作为省内开展快

递进村工作较好的城市，沧州市邮
政管理局党员骨干们主动去“取
经”，通过与对方深入沟通交流，发
现当地不同快递企业之间，已经建
立了十分成熟的合作机制，有些在
县级网点共建共配中心，有些在村
里设立快递驿站，还有些和汽车站
合作，实现快递“坐车”进村……
梳理汇总这些经验做法后，工作人
员又认真察看内部数据库，了解到
浙江、山东、四川等地快递进村工
作较为突出。如浙江的数字赋能快
递进村，通过“快递+”引流模式服
务农村电商。山东综合利用党群服
务中心建立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站。
发现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保定基本一
致，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研究，党
员突击队明确了接下来的路径——
整合各品牌快递资源，实现运输、
分拣、派送、售后等工作统一调
度，带动快递企业“抱团取暖”，打
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推进方案定准了，鼓励快递企
业积极践行并不容易。最初，许多
快递企业对开展进村业务不感兴
趣，在他们看来，这项业务耗时耗
力、收益不高，还要和竞争企业分
享资源，十分划不来。沧州市邮政
管理局组织党员骨干深入企业开展

座谈、调查研究，短短一周时间，
就跑了30多家企业。“座谈不是听听
意见、走走过场，结合企业发展现
状，我们帮助他们梳理分析快递进
村的可行性和收益。例如，几家企
业合作后，可以共用一个分拣场
地，从而大大节省租场地费用；整
合各自企业快递员，进行分拣、中
转、派送工作，有效提高工作效
率；利用村村通的公共汽车配送快
递，减少快递车辆单独进村派送费
用；各企业可以统一调配的快递员
多了，基本可以实现一村一名快递
员，配送速度也会有显著提升……”
杨志寰说，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
中，他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
“算账”，帮助企业算清楚进村服务
的盈利点，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
性。其中有一家快递公司，工作人
员先后跑了7趟，负责人被他们这种
拼命三郎的精神深深感动，也主动
参与其中。

青 县 百 世 汇 通 负 责 人 张 彦
鹏，是“快递进村”的首批践行

者。“以前，快递公司各自为政，
势单力薄，很难满足乡村分散派
件需求。”在张彦鹏看来，市邮政
管理局找到的这条路径，十分值
得尝试。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计划将青
县马厂镇打造成为快递进村的典型
乡镇。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
说是‘长’在了这里，逐项确定合作
企业、合作模式，算清了车辆配送、
人力资源、场地租赁等综合运营成
本。”杨志寰说，发往马厂镇的快
递，都统一配送到张彦鹏在镇上的快
递网点，在这里统一分拣后，再由不
同品牌快递员分别配送到对应的村
庄。这样一来，不但村民受益，快递
网点和快递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快
递进村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有了成功的案例，沧州市邮政
管理局“趁热打铁”，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开展探索新模式。在东光县安
屯村等地，乡村超市很是火爆，对
此，工作人员推动当地“三通一
达”四家快递企业和乡村超市共同
合作，成立快递超市，超市老板不
仅能通过收发快递赚取利润，还能
借助快递人流实现其他产品售卖的
增收……随着越来越多村级网点实
现协作，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将推广
的层级前移，带动快递企业把合作
拓展到县级。在他们的鼓励和推动
下，青县5家快递公司率先打造了县
级快递共配中心。共配中心建设过
程中，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多次
现场调度，对厂房建设、分拣区域
设置、物流通道等方面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共配中心建设的科学性和
安全性。

共配中心效果如何？“企业联营
可以共享仓储、车辆、人工，从而

降本增效。仅厂房租赁费每年就能
省出近100万元，算上人力、运力
投入，省得更多。把节省下来的资
金用到‘刀刃’上，就能让快递跑
得更快。”青县快递共配中心负责
人说。

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市邮政管
理局工作人员并没有歇歇脚的打
算。杨志寰说，面对全市400多家
快递企业，他们积极挖掘和培育
“快递进村”服务典型示范点，通
过横向纵向综合对比，筛选出十
几家运营规范、服务优质的农村
快递网点，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服
务水平。

“当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客货
邮融合项目。”杨志寰说，经过实地
调研，他们发现随着私家车增多，
县级汽车站逐渐遭遇客流量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快递企业和汽车站
“资源共享”，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在市邮政管理局的整体统筹下在河
间开设试点，韵达、申通、中通等
快递企业，利用河间汽车站闲置土
地共建库房，用于多家快递企业的
分拣、中转等工作；在河间汽车站
购入的一批新客运车辆上设置“快
递专区”，在不影响乘客正常乘车的
情况下，不同快递公司将各自搭上
发往相应村庄的客车，把快递送到
村民家门口……

“打通快递进村的同时，快递出
村同样重要。”杨志寰说，在下乡调
研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颇具特
色的农产品，苦于较高的运输成
本，不能更好地拓展销售市场。接
下来，市邮政管理局将重点关注农
村电商，进一步优化运输线路，利
用进村快递车将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以 高 质 量 机 关 党 建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与沧州日报合办

沧州市邮政管理局

推 动 快 递 进 村 服 务 全 覆 盖
王汝汀 刘荣胜

沧州市邮政管理局整合各品牌快递资源，实现运输、分拣、派送、售后等工作统一调度，带动快递企业“抱团取暖”，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近日，任丘市石门桥镇东关张
村村民李蒙接到短信通知，他网购
的商品已送达村里的寄递物流综合
服务站。几分钟的工夫，李蒙就从
家里走到服务站，顺利取走了快
递。

家门口取快递，这样的场景，
在城市司空见惯，但在农村，一度
难以实现。以前，为了取一件快
递，许多村民要驱车几十公里赶到
附近乡镇或县城，费时费力。如
今，在沧州市邮政管理局的推动
下，各快递企业积极探索快递进村
模式，通过共建共配中心、快递驿
站或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等方
式，让农民在家门口取快递成为现
实。

“由于农村位置相对偏远、住户
分散等原因，如果一家快递企业单
独进村分拣、派送，耗费时间和人
力不说，在运营成本上很有可能入
不敷出。”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
管科科长杨志寰道出了快递进村的
难点所在。

小包裹，连接着大民生。让
农村群众享受便捷、高效、优质
的快递服务，既是市邮政管理局
今年工作的主抓手和着力点，也
与市委、市政府部署的民生实事
项目不谋而合。如何鼓励沧州快
递企业开展快递进村业务？成为
摆在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党员干部
面前的一道考题。

坚持以改革破题，首先要摸清
农村快递服务现状和群众实际需
求。只有10人团队的沧州市邮政管
理局，仍然成立了 3个党员突击
队，撒到全市 16个县 （市、区）
326个村。“既要做好单位日常工
作，还要利用周末深入农村调研，
有时一天就要往返三四个县市，路
途最远的一次驱车400多公里。”杨
志寰说，农村快递数量有多少？建
设多大规模的驿站可以满足需求？
驿站位置选择的便捷性……带着这

些问题，突击队员们一头扎进了村
里。每到一个村，他们挨家挨户走
访，询问村民意见；为了找到最合
适的快递驿站设置点，他们分组从
村民家步行到预设点，通过计算时
间和路线，选取确定最优方案……

走访过程中，突击队员们发
现，如今沧州农村居民网购数量逐
年上升，几乎和县城居民差不多，
如此多的快递，村里却没有固定的
存放点，给村民生活带来严重不
便。南皮县鲍官屯镇的王书会老人
说，在外工作的孩子经常在网上买
东西寄到家里，可取货点在十几公
里外的县城，自己只能等村里的年
轻人去县城办事儿时帮忙取回，有
时候一等就是半个月。在东光县找
王镇，有的村民则表示，跑远路去
取快递，不仅增加了一笔日常开
销，还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到了快递点也要等工作人员翻找，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在盐山县
小庄镇，有些村子虽然实现了快递
进村，但由于快递员负责好几个乡
村快递的分发，派送速度非常慢
……

摸清了实情，如何推动快递进
村？党员突击队的足迹又从沧州转
战到了保定。保定作为省内开展快

递进村工作较好的城市，沧州市邮
政管理局党员骨干们主动去“取
经”，通过与对方深入沟通交流，发
现当地不同快递企业之间，已经建
立了十分成熟的合作机制，有些在
县级网点共建共配中心，有些在村
里设立快递驿站，还有些和汽车站
合作，实现快递“坐车”进村……
梳理汇总这些经验做法后，工作人
员又认真察看内部数据库，了解到
浙江、山东、四川等地快递进村工
作较为突出。如浙江的数字赋能快
递进村，通过“快递+”引流模式服
务农村电商。山东综合利用党群服
务中心建立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站。
发现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保定基本一
致，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研究，党
员突击队明确了接下来的路径——
整合各品牌快递资源，实现运输、
分拣、派送、售后等工作统一调
度，带动快递企业“抱团取暖”，打
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推进方案定准了，鼓励快递企
业积极践行并不容易。最初，许多
快递企业对开展进村业务不感兴
趣，在他们看来，这项业务耗时耗
力、收益不高，还要和竞争企业分
享资源，十分划不来。沧州市邮政
管理局组织党员骨干深入企业开展

座谈、调查研究，短短一周时间，
就跑了30多家企业。“座谈不是听听
意见、走走过场，结合企业发展现
状，我们帮助他们梳理分析快递进
村的可行性和收益。例如，几家企
业合作后，可以共用一个分拣场
地，从而大大节省租场地费用；整
合各自企业快递员，进行分拣、中
转、派送工作，有效提高工作效
率；利用村村通的公共汽车配送快
递，减少快递车辆单独进村派送费
用；各企业可以统一调配的快递员
多了，基本可以实现一村一名快递
员，配送速度也会有显著提升……”
杨志寰说，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
中，他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
“算账”，帮助企业算清楚进村服务
的盈利点，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
性。其中有一家快递公司，工作人
员先后跑了7趟，负责人被他们这种
拼命三郎的精神深深感动，也主动
参与其中。

青 县 百 世 汇 通 负 责 人 张 彦
鹏，是“快递进村”的首批践行

者。“以前，快递公司各自为政，
势单力薄，很难满足乡村分散派
件需求。”在张彦鹏看来，市邮政
管理局找到的这条路径，十分值
得尝试。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计划将青
县马厂镇打造成为快递进村的典型
乡镇。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可以
说是‘长’在了这里，逐项确定合作
企业、合作模式，算清了车辆配送、
人力资源、场地租赁等综合运营成
本。”杨志寰说，发往马厂镇的快
递，都统一配送到张彦鹏在镇上的快
递网点，在这里统一分拣后，再由不
同品牌快递员分别配送到对应的村
庄。这样一来，不但村民受益，快递
网点和快递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快
递进村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有了成功的案例，沧州市邮政
管理局“趁热打铁”，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开展探索新模式。在东光县安
屯村等地，乡村超市很是火爆，对
此，工作人员推动当地“三通一
达”四家快递企业和乡村超市共同
合作，成立快递超市，超市老板不
仅能通过收发快递赚取利润，还能
借助快递人流实现其他产品售卖的
增收……随着越来越多村级网点实
现协作，沧州市邮政管理局将推广
的层级前移，带动快递企业把合作
拓展到县级。在他们的鼓励和推动
下，青县5家快递公司率先打造了县
级快递共配中心。共配中心建设过
程中，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多次
现场调度，对厂房建设、分拣区域
设置、物流通道等方面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共配中心建设的科学性和
安全性。

共配中心效果如何？“企业联营
可以共享仓储、车辆、人工，从而

降本增效。仅厂房租赁费每年就能
省出近100万元，算上人力、运力
投入，省得更多。把节省下来的资
金用到‘刀刃’上，就能让快递跑
得更快。”青县快递共配中心负责
人说。

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市邮政管
理局工作人员并没有歇歇脚的打
算。杨志寰说，面对全市400多家
快递企业，他们积极挖掘和培育
“快递进村”服务典型示范点，通
过横向纵向综合对比，筛选出十
几家运营规范、服务优质的农村
快递网点，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服
务水平。

“当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客货
邮融合项目。”杨志寰说，经过实地
调研，他们发现随着私家车增多，
县级汽车站逐渐遭遇客流量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快递企业和汽车站
“资源共享”，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在市邮政管理局的整体统筹下在河
间开设试点，韵达、申通、中通等
快递企业，利用河间汽车站闲置土
地共建库房，用于多家快递企业的
分拣、中转等工作；在河间汽车站
购入的一批新客运车辆上设置“快
递专区”，在不影响乘客正常乘车的
情况下，不同快递公司将各自搭上
发往相应村庄的客车，把快递送到
村民家门口……

“打通快递进村的同时，快递出
村同样重要。”杨志寰说，在下乡调
研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颇具特
色的农产品，苦于较高的运输成
本，不能更好地拓展销售市场。接
下来，市邮政管理局将重点关注农
村电商，进一步优化运输线路，利
用进村快递车将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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