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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秦皇岛海关过境
集装箱 6439 标箱

脱了贫，还要让好日子节节高
——青龙满族自治县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探访

对得起自己良心就是最大的诚信
——记秦皇岛市道德模范、开发区一建公司董事长倪宝全

□记者 孙也达

白色的衬衣、笔直的西裤、锃亮的
皮鞋……近日，记者初见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倪宝全时，能感受到他的干练、本分。

倪宝全曾在2018年获评秦皇岛市第
六届道德模范，同年8月又登上过“河北
好人”诚实守信榜单。开发区一建公司也
曾经被省招投标协会授予“诚实守信招
投标5A级施工单位”。

倪宝全是从开饭店开始创业的。凭
着一道道实实在在的菜，饭店名声越来
越好，回头客越来越多。因为老老实实
做人、做菜，倪宝全尝到了甜头，同时也
见过周边人偷奸耍滑吃大亏。所以，他
一直坚信老实人不吃亏。对得起良心，
始终是他做人、做事的标准。

后来，倪宝全进入建筑行业，并在
之后成为开发区一建公司董事长。他坚
持在施工中使用真材实料，并在公司对
原料质量、施工质量都建立了严格的把

关体系，要求员工施工中严格执行技术
交底程序、做好重点部位交底、落实质
量三检制度，并奖罚分明，根治质量通
病，杜绝工程质量事故。

公司凭借坚持使用真材实料，2018
年产值达到3亿多元，利润超2000万元。

倪宝全重视人才队伍培养。“干工程
的人要有真才实学才能保障工程质量，
就像如果不是好厨师，再新鲜的食材也
做不出美味。”倪宝全说，公司会组织员
工不定期参加各类专业知识培训，土建、
市政、水暖、电气等各工种人员都不断学
习，以此满足公司各项工作的需要。

现在，装配式建筑是发展趋势，倪宝
全紧跟形势，不用老把式打市场。2019

年，倪宝全特意安排两个项目经理去浙
江学习了半年，让他们学习、掌握最先进
的理论、实践知识，回来再培训其他员
工，始终保持公司人才队伍不断档。

依靠坚持使用真材实料、培养专业
人才，公司的工程质量验收一次交工合
格率达到100%。

施工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给按计
划工期完工带来困难。对此，倪宝全总
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确保如期完工。

2017年，公司承接了秦皇岛市园博
园的部分建造任务。因为工期紧张，倪宝
全多次优化工艺流程，按时保质完成施
工工作。在建设园博园内桥梁时，倪宝全
决定用高标号水泥，改进工艺流程，缩短

静置时间。最终保证了按时完工。
“做人，吐口唾沫就是钉。啥是诚

信？说到做到就是诚信。”倪宝全说。
在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

情时有发生，倪宝全却从没拖欠过农民
工工资。有一年冬天，眼看要过年了，工
程款迟迟不到账，农民工们又等着拿工
资回家过年。倪宝全就把自己名下的保
时捷轿车卖了，自己家的房子也抵押
了，一分钱不少给农民工发了工资。

“公司想要树立诚信形象，方方面面
都要规规矩矩，我如果拖欠工资，工人
们自然不会认真工作，工程质量从何保
障？”倪宝全说，无论是干建筑行业还是做
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是最大的诚信。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
讯员李鹏）2019年，秦皇岛海关
共监管过境集装箱 6439 标箱，
货运量 6.55 万吨，货值 1.94 亿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4% 、
5%、124%，创历史新高。

针对秦皇岛港过境线路链
条长、海路铁路公路运输方式
多元的特点，秦皇岛海关立足
口岸实际，进一步健全与货物
出境地海关的协调配合机制，
不断提升舱单、转关单电子数
据核销效率，确保多式联运过
境线路顺畅高效；积极向广大
进出口企业宣讲推介“提前申

报”等新政策，鼓励企业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
拓展进出口业务；成立党员先
锋队，货物抵港即停即查，随
到随办，减少货物滞港时间，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倾力打造安
全、高效、便捷、顺畅的海
铁、海陆国际联运过境通道，
服务秦皇岛港真正成为我国北
方“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合作
的重要节点。

据 了 解 ，秦 皇 岛 口 岸 自
2013年获准成为开展过境业务
口岸以来，过境线路已拓展至
11条，过境货物覆盖聚酯面料、
生活用品、食品、机械设备、旧
汽车、油料等集装箱货物和大
宗散货物。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1月9
日，秦皇岛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自 1 月 1 日起，该市生育
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实施。目前，全市已有122人享
受到新的政策待遇，共支付生
育医疗费42万元。

据了解，秦皇岛市全面推
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通过整合两项保
险基金及管理资源，提升基金
共济能力和管理综合效能，管
理运行成本逐步降低。两险合
并实施确定的城镇职工医保基
金统收统支模式，让全市基金
统一调度、统筹使用，将有利于

发挥市域范围内医疗保险基金
互助共济功能。两险合并实施
细则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参保职
工待遇，主要是提高了生育医
疗费定额支付标准、明确了灵
活就业人员不缴费享受待遇标
准，提高了城镇职工基本医保、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支付限额。

会上还透露，今年1月1日
起，秦皇岛市同步执行我省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 品 新 版 目 录 ，共 包 含 药 品
3207个。本次目录调整坚持以
维护参保人健康为根本出发点，
努力提高有限医保资金的使用
效益。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
讯员郭宝刚）1 月 5 日起至 1 月
13 日，秦皇岛市 2020 年首批公
共租赁住房正式办理入住手
续，2000 多户家庭即将在春节
到来之前乔迁新居。

据悉，此次办理入住手续
的是学府嘉园北区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共有 8栋住宅、2000多
套房源，房屋面积在 42 平方米
至 60 平方米之间，已经安装好
水电暖等基础设施，租金为每
月每平方米 9 元。市保障性住
房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杨冀
说，为了保证入住手续办理快
捷高效，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
心提前准备好了有关材料，并
协调了地产公司的物业部门一
同现场办公。

笔者在现场看到，拿到排
号的市民正在排队办理入住手
续。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在审验手续、签订合同、
缴纳租金等方面为市民提供

“一站式”服务，整个入住手序
办理完结仅需大约5分钟。

据了解，目前，秦皇岛市已
经完成东安里温馨家园、东李
庄兴安家园廉租住房以及学府
嘉园等 10 多个项目近 1.1 万套
房源的配租工作。接下来，住
建部门还将继续推进保障性住
房配建工作，符合条件的申请
家庭、新就业职工、引进人才以
及外来务工人员可以随时携带
相关资料到户口所在地或者暂
住地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1月9
日，第四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
动季中国智协主会场暨京津冀
特奥冰雪嘉年华活动在青龙满
族自治县阿布卡小镇开始举
行。智力残疾人运动员以及教
练员、裁判员、志愿者等 300 余
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主办，为期两天，共开展雪
地足球、雪地赶猪、雪鞋走、雪地
拔河等竞赛项目及趣味冰雪体

验活动。活动旨在动员更多残疾
人参加冬季体育康复健身，促进
地域性特奥冰雪运动交流，推动
冰雪运动与特奥运动的深度融
合，激发智力残障人士的运动兴
趣，让更多的智力残障人士享受
到冰雪运动的乐趣，增进智力残
障人士的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
活动期间，秦皇岛市特殊教育学
校作为分会场，开展旱地冰壶项
目竞赛及地滚球项目的推广普
及活动。

全市生育保险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今年首批公租房办理入住手续
2000多户家庭春节前将乔迁新居

第四届中国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中国智协
主会场活动在青龙举行

1月7日，在秦皇岛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来自山海关区的书法
家为职工写春联。当天，山海关区委宣传部在该公司启动“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书法下基层主题实践活动。此次活动
主要是组织书法家走社区、进企业、下乡村，挥毫泼墨，为群众送春
联。 记者 杜柏桦摄

□记 者 郭 猛 史晓多
通讯员 田立民

昔日偏僻的穷山沟，变成了冰花
缀满枝头的美丽画廊；过去无人问津
的小山村“长”出了农家乐、乡村公园，
变身“世外桃源”；曾经杂草丛生的荒
山野岭，板栗、苹果、大枣、山楂已经香
飘远方……

青龙，这个人口多、底子薄、基础
差、包袱重，经济指标曾长期处于全省
落后位置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在脱贫攻坚大潮中咬定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完成了从“贫困样本”到“脱
贫先锋”的精彩蝶变。2018年9月，青龙
二十几年的贫困县帽子终于摘掉了！

“2019年底，全县所有贫困人口已
经全部实现脱贫。”青龙满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霍春利说，“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我们将瞄准高质量脱贫不
松劲，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危房改
造、基本医疗等方面，进一步巩
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切实
提高贫困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1 月 7 日到 8 日，笔者来到
燕山深处的青龙，走农家、访农
户，透过一句句感激党的扶贫
政策的话语、一张张笑脸、一个
个奋斗场面，探寻其中的动人
故事。

脱贫故事一：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暮色中，群山环绕的龙王
庙乡圣宗庙村灯火点点。大山
脚下，一座座农家院错落有致。走
进村民郝克忠的家，室内窗明几净，
室外60多只绒山羊低声咩咩。

正值农闲时节，可郝克忠依然闲
不下来。他每天运花生秧，粉碎玉米秸
秆，为绒山羊准备饲料。脸庞黝黑，身
材消瘦，却有着一双遒劲有力的大手，
眼前的郝克忠虽然不到 50 岁，却已是
满面沧桑。

2000 年，郝克忠迎娶了蒋丽君。
蒋丽君17岁那年，一次意外让她失去
左手，被定为3级肢体残疾。“他不嫌
弃我，交往过程中推心置腹，知冷知
热……”蒋丽君回忆，是郝克忠让她重
拾了对生活的信心，当时她就下定决
心，要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

然而，2013年，郝克忠被确诊为双
侧股骨头坏死。为了治病，两口子债台
高筑。出院后的郝克忠干不了重活儿，
收入没了，两个孩子上学要花钱，看病
吃药也得花钱。就在这一年，郝克忠家
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不能外出打工，怎么还债？”郝克
忠跟蒋丽君说，要想过上好日子，还得
靠自己干。2014年，郝克忠东挪西凑买
来几只绒山羊，点燃了脱贫致富的希
望之火。

“不懂养殖技术，就买书、上网学，
整日‘泡’在羊圈里，摸索羊舍搭建、疫
苗接种。”郝克忠说，他和妻子像呵护孩
子一样，呵护这几只“宝贝疙瘩”。经过3
年多的努力，绒山羊繁衍到上百只。

养殖走上正轨后，郝克忠夫妇又
在自家山地种下 400 多棵苹果树。“去
年有的苹果树已经开始挂果，卖了
1000 多元。”郝克忠说，今年挂果的苹
果树会更多，收益会更好。

脱贫干劲儿足，政策也不断助力。
“两个孩子现在上学，每人每学期补助
625 元。”郝克忠说，2016 年，家里翻盖
新房，政府各部门前后补贴了将近4万
元。“要不然，哪能这么快就能住上这
么宽敞的房子啊！”

“我虽然没了左手，可有人还双手
残疾呢！老郝腿脚不利索，有人还双腿
残疾呢！跟那些人比起来，我们还是幸
运的，没有理由不自立自强。”蒋丽君
信心满满地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记者手记】
“樱桃好吃树难栽，幸福生活等不

来。”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无论是现在解
决绝对贫困问题，还是将来解决相对
贫困问题，归根到底都要靠群众自身
努力，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贫困群众
自己没有内生动力，就算扶贫政策再
好，贫困现状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
变。天雨不润无根之苗。郝克忠夫妇身
残志坚、自立自强的故事启示我们，要
让贫困群众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的思想，依靠自己的双手摘掉穷帽、斩
断穷根，脱贫致富奔小康。

脱贫故事二：
一颗大红枣富了一个家

新年伊始，接连两场瑞雪覆盖了
小山村——草碾乡东蚂蚁滩村，缕缕
炊烟从农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虽是寒冬腊月，但村民韩顺依然
忙忙碌碌。“每天早上7点多，他就骑上
三轮车，到附近的卢龙、迁安等地帮人
修剪果树，下午 5 点多才能回来。一天
能挣150元，人家还管一顿饭。”韩顺的
妻子杨翠平高兴地说。

说起十几年前两个人刚结婚时的
日子，杨翠平说：“那些年，两位老人身
体不好，常年看病吃药，欠下 5 万多元
外债。每到年关，即便别人不来催讨，
心里也不踏实。”

为早日偿还债务，2007年，韩顺种
了 300 多棵枣树，但不懂技术，不会管
理，收效不大，日子一直好不起来。

老韩的困境，直到市档案馆脱贫
工作组入驻该村后，才得以改变。

“我们通过入户走访，
了解到韩顺的家庭状况，第
一时间将其列为重点帮扶
对象，为他‘量身打造’致富
规划。”市档案馆驻村第一
书记郑国凡说，考虑到韩顺
早年有种植枣树的基础，工
作组就从县里请来专家，手
把手教管理技术，并无偿提
供市场走俏的优良枣树苗。

郑国凡告诉笔者，老韩
刻苦学习枣树嫁接、管理技

术，收获颇丰。他嫁接的葫芦枣不
但果型奇特、果面光滑，而且口感好，
价格最高卖到 40 元 1 斤，2016 年赶上

“小年”，他依然有3万元收入。
“花 3 万多元修建了冷库，还翻盖

了房子。”望着窗外的枣树，杨翠平笑
容满面。她说，政府往山上修了 12 条
路，村民开着三轮车，水、肥能运到地
头，这些“摇钱树”长得好，东挪西借还
债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韩顺只是青龙在脱贫中培育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介绍，青龙按照

“一县一业”的思路，将林果产业作为
脱贫致富的第一产业，全县林果总面
积达 130 万亩，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脱贫之路。同时，该县按
照“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的思路，指
导各乡镇各村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
食用菌、设施蔬菜、畜牧、旅游、手工
业、光伏 7 大特色产业，一大批困难群
众由此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记者手记】
拔穷根关键靠产业，产业是脱贫之

基，致富之源。没有产业带动，很难实现
脱贫；缺乏产业支撑，脱贫难以维持。在
青龙，不少贫困群众像韩顺一样，没有
技术，不懂管理，如何让他们找到脱贫
产业？当地的做法是，因地制宜，因人论
事，将贫困群众从“我要脱贫”升级为

“我有本事脱贫”，通过培育贫困群众发
展生产和务工的基本技能，坚持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增强他们搞产业能力，并
以真心的付出、贴心的关怀，唤起他们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脱贫故事三：
易地扶贫搬迁跨越奔小康

笔者走进青龙镇龙潭村，看到村口
有一座座食用菌暖棚，村内有鳞次栉比
的两层小楼。枝头的雪花、山上的冰雕，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上下班”“挣工
资”“分红”成为村民口中的热词。

对这样的场景，前几年，龙潭村
村民还不敢想象。“全村 455 户 1275
人，分散居住在22个沟沟岔岔中，人
均不足 1 亩地，交通闭塞、资源匮
乏，让村民看不到致富的希望。”村委
会副主任宋海军说。

“搬迁前，我住在离村委会 5 公里
外的山沟里，交通靠走、通信靠吼、取
暖靠抖、娱乐没有。”村民宋海说，一大
家子人住着 40 年“高龄”的土坯房，房
子夏漏雨、冬透风。儿媳妇不堪其苦，
跟儿子离了婚。

让宋海发愁的还有致富问题。因
家住偏僻山沟，收获的板栗靠肩扛车
推，走很长时间山路，才能拿到镇上
卖。放在家中卖不掉、吃不完的板栗只
能扔掉。

地理位置偏僻、住房条件差、致富
无门……困扰宋海家的诸多难题，被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破解了。

2018 年，龙潭村 30 个贫困户被纳
入易地扶贫搬迁范畴。根据政策，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人出 3000 元，就能住上
下两层、总面积 125 平方米的楼房。当
村干部告知宋海这一喜讯时，宋海开
始还心存疑虑：“能有这样的好事儿？”

村干部不断做工作，宋海也察看
了新村情况。“两层小楼，马路通到门
口，门外还有旅游景点，为什么不搬？”
2018年5月，宋海搬进新居。

搬迁后，宋海家喜事连连。2018年
国庆节，儿子又娶上了媳妇。2019年国
庆节前，宋海抱上了孙子。更让宋海高
兴的是，他和老伴儿能在村头的食用
菌生产基地上班。“我俩每年有半年时
间在食用菌棚内打工，我一天挣 100
元，她一天挣80元。”

“除去工资外，村里还有光伏、食
用菌产业分红，前几天刚去领了一笔
钱，一年的分红加起来有 3600 元。”宋
海高兴地说，搬迁也不影响种地，板栗
今年还卖了七八千元。

淘宝上买的商品能送到家门口，
儿子、儿媳安心在外打工，宋海全家美
满幸福。“我今年 64 岁了，这样的好日
子做梦都没想过！”他感慨地说。

【记者手记】
当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时候，

易地扶贫搬迁便成了贫困群众摆脱贫
穷的有效途径。青龙按照“搬得出、留
得下、能就业、有保障”的要求，在安置
贫困群众的区域大力发展致富产业，
拓展贫困群众增收渠道，让贫困群众
告别了“穷窝”，实现了跨越式奔小康。

▲龙潭村易地搬迁小区。 通讯员 田立民摄

◀龙潭村村民宋海在收拾房间。 通讯员 田立民摄

货运量6.55万吨，货
值 1.94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