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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镇梁家沟村村民陈锁平靠旅游走上致富路

总书记带着咱奔好日子！

奔小康的精气神儿

□口述/西柏坡镇梁家沟村村民 陈锁平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吴培源 王峻峰

房子刚装修好，这个春节，俺家就是
在这儿过的！

这栋二层小楼是二儿子的，楼下家
里人住，楼上办民宿。这次装修，楼上全
部做成了带独立卫浴的标准间，电视、
WiFi 都安上了。住宿条件不升级，城里
人不愿意住。新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牛
牛民宿”。

西柏坡的红色旅游越来越火，大伙
儿都抢着吃旅游饭，俺家也是，咱老区人
的日子是越来越旺。这，真得好好感谢
总书记啊！

2013 年 7 月 1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到西柏坡视察时召开座谈会，俺就坐
在总书记的正对面，那个情景俺一辈子
也忘不了。总书记关心咱老区人的生
活，惦记着西柏坡旅游业的发展。那时
候俺就想，总书记带着往前走，俺们的
日子肯定好。

跟镇里别的村一样，俺们梁家沟也
是水库移民村，就在西柏坡景区入口的
北边一点。虽然位置好，可是环境脏乱
差，游客都绕着走。

村干部说，要发展旅游，得先把环境
搞好。提升环境，建设新民居，全村人铆
足劲干。到了 2013 年，家家都搬进了二
层小楼。来西柏坡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俺们村因为环境好，游客都愿意来。开
饭店的、办民宿的、当导游的、卖纪念品
的……村里三分之二的人吃上了旅游
饭，生意红红火火，腰包越来越鼓。

俺卖纪念品有十来年了，以前都是
骑着电动三轮车到处逛着卖，2018 年村
里建起了红旅小镇，俺租了门市，卖纪

念册、纪念章、文化衫这些与西柏坡有
关的物件，一年下来差不多能赚 3 万
块钱。

俺的俩儿子过得也挺好。老大在安
徽工作，村里有一栋二层小楼，办着民
宿，有客人了俺老两口就帮着照看。老
二在景区开电瓶车，一年能赚六七万块
钱。老二的民宿生意也不错，今年装修
了一下，生意肯定会更火。

现在过春节，也不像以前那样备年
货了，村口的超市不关门，肉啊菜啊都很
全，想吃啥随时买就行。

俺想跟总书记说，咱老区人的日子
越来越旺，希望总书记能再来西柏坡看
看，看看西柏坡的好风光，看看俺们的好
日子，看看俺们的精气神儿！

记者感言

□河北日报记者 吴培源

提起红色旅游，陈锁平的双眸便
闪着光。他在西柏坡景区卖了十来年
旅游纪念品，先后换了三辆电动三轮
车。随着西柏坡红色旅游不断升温，陈
锁平一家都吃起了旅游饭，日子一年
更比一年旺。

“柏坡梁家沟，圣地大门口。”靠旅
游富村富民，是梁家沟人近些年勤勤
恳恳、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致富路子。

2019 年，西柏坡镇旅游收入 2800 万
元，其中，梁家沟村就占到1025万元，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去年 9 月，梁家沟村最后一个贫
困户陈红波摘了贫困帽，依托景区靠
养蜂致富的他告诉记者，家家都富起
来 了 ，大 伙 儿 比 以 前 更 有 精 气 神
儿了。

守着西柏坡的红色旅游资源，只
要不偷懒，只要肯干，就能拥抱幸福。
这，是梁家沟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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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1月9日大清早，易县桑岗村67岁的
村民许艳红被一阵鸡鸣声唤醒。

两把玉米面、一把麸子、半把花生
饼……这是许艳红给家里的 10 多只土
鸡调配的“营养早餐”。

“这事不能含糊，小鸡们吃好了，下
出来的蛋才好，咱得对得起‘桑岗巢状市
场’这块招牌。”看着羽毛油亮的小鸡们
争着抢着啄食，许艳红露出了微笑。

桑岗村地处深山，距离易县县城 65
公里，村里全是坡地，分散地块多，林果、
养殖等产业都难以实现规模发展，曾是
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

2012 年，易县扶贫办和中国农业大
学研究团队合作，在桑岗村推行“巢状市
场”扶贫模式，整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分散生产绿色农产品，直接对接北京消
费群体，实现“点对点”社群营销。

“去年光靠给‘巢状市场’供应柴鸡
蛋和土鸡，我家就有 3000多元收入。”许
艳红告诉记者，她患有糖尿病，丈夫视力
残疾，原来家里开销全靠闺女接济，“巢
状市场”让她手里有了“活钱儿”。

在桑岗村的“巢状市场”冷库，巢市
利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许永臣正在带
领村民根据订单配货。记者注意到，每
份订单上都贴着标签，上面不仅标有收
件人的姓名、货品详单，还注明了供应货
品的农户姓名。“通过这个标签，客户就
知道是谁为他提供了产品，感觉好可以
指定购买，产品出了问题也方便追溯。”
许永臣介绍。

“要想留住客户，首先得把好产品质
量关。”为此，他们想了不少“土办法”。

许永臣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小箱子，
箱子上有直径不超过3厘米的洞。打开
开关，箱子里面的灯泡亮了，他把一枚鸡
蛋放到小洞上，鸡蛋的蛋黄清晰可见。

“我们给客户供应的农产品，每一件都经
过类似的检查。”

他们还利用扶贫资金建设了一个
216 立方米的冷库和 48 立方米的烘干

房，配备了一辆载重 3.18 吨的冷藏车，
确 保 农 产 品 在 储 藏 运 输 环 节 保 质
保鲜。

“200 斤白菜、100 斤鸡蛋、80 斤排
骨、30 只土鸡……”合作社会计郝贺芬
正在电脑前核对这批订单。“80 斤排骨
不到 1 分钟抢光，100 斤鸡蛋 2 分钟断
货，30 只土鸡上架 4 分钟售空。”郝贺芬

说，他们开设的“巢状市场”消费群共有
2000 多客户，其中不少算得上“铁粉”，
柴鸡蛋、土猪肉等抢手货几乎每次都是

“秒光”。
“2015 年 11 月以来，我们向中国农

业大学、万柳小区等 8 个配送点配送了
超过 5000 个订单，销售额超过 100 万
元。依托‘巢状市场’，2018 年全村 158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9 年人均收入
7025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还多。”桑岗
村村干部张长春说。

“我们和北京的客户可不是单纯的
买卖关系，每次进京送货就像走亲戚，现
在我们使用的这个订单快速生成软件，
就是北京一位客户免费帮我们设计的。”
郝贺芬说，虽然采用“先取货后微信转
账”的付款方式，但 5 年来没有一人欠
款。现在北京的8个配送点还成为周围
居民向桑岗村村民捐赠书籍、棉衣等爱
心货品的捐赠点。

“‘巢状市场’不仅在脱贫攻坚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城乡之间的良
好互动。我们会继续加大对‘巢状市
场’的推广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方
面给予支持，并采取农产品配送交通补
贴、销售奖励补贴等措施，确保贫困户
稳定增收。”易县扶贫办副主任马东
升说。

据统计，“巢状市场”扶贫模式已在
易县坡仓、良岗等 6 个乡镇 22 个贫困村
推行，直接带动 800 个贫困户 2000 多人
实现增收，人均增收1000元。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新军，小心点儿，看着脚下！”
1月 17日上午 9时，天寒地冻，滴水

成冰。在位于辛集市和衡水市交界处附
近的邵村排干渠，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监测员刘新军一手提着采水器，一手提
着水桶，正沿着横跨排干渠的输水管道
一步一步地往渠中心挪动。

当天，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派出 2
个小组对辛集市的断面水质进行每月一
次的采样监测。刘新军和同事王鹏分到
一组，除了邵村排干渠，他们当天还要完
成3个点位的采样工作。

输水管直径不到 1 米，距离水面大
约2米高，上面还盖着一层积雪，人踩上
去随时都有滑入水中的危险。刘新军小
心翼翼地在前面走着，身子不时左右摇
晃，跟在后面的王鹏不断地提醒他注意
安全。

走到排干渠中心位置，刘新军蹲下
身，把系着绳索的采水器投放进水中，然
后缓缓拉动绳索，采取水样上来，倒入一
旁同事手中的水桶里。两个人站起身，
沿着原路缓缓返回到岸边。

“站在上面确实有些滑，心里也有点
儿扑腾，但为了保证水样的代表性，必须
要采到渠中心位置的水。”刚刚松了一口
气的刘新军指着不远处的一座桥说，以
前，采这个断面的水样，都是站在那个桥
上采，那时候桥还没有维修加固，大货车
在身边穿梭而过，桥面都会震动，可比现
在惊险多了。

“水样打上来了，赶紧装瓶吧。”记者
催促道。尽管跟着出来采样前，已经做
足了准备，帽子、棉靴、羽绒服“全副武
装”，但此时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仍然
把记者冻得瑟瑟发抖，手脚冰凉。

“打上来的水样还不能直接采用，要
先静置半小时，才能装入样品瓶中。”刘
新军解释。

“那咱们回车里等吧。”记者提议。
“那可不行，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刘新军说。在这

“冻着”的半小时里，他和同事一刻也没闲着，准备分装的样品
瓶，贴上标签,用水质快速监测仪进行简单的现场监测，记录下
数据……

一个多小时后，水样采集完成，两人的手都已经冻得通红。
他们起身，跺了跺已经被冻麻的脚，把所有“装备”装上车，准备
赶往下一个采样监测点——辛集南水北调水厂，采集地表水。

“今天所有点位全部采集完，估计要到下午 5 时以后了。”
刘新军说，采样结束后，还要赶回实验室用仪器进行监测。“有
些水样监测指标的时限比较短，必须马上完成分析，否则样品
就白采了。”

不只是水监测，记者了解到，刘新军和他的同事们每天还
要对大气、土壤、降尘以及工业污染源等进行监测。遇到一些
突发性的监测任务，比如说哪里水质异常，或是接到了市民的
举报，都需要随时赶到现场。每个监测点的地理位置不同，采
样的“险要”程度也就不同。爬高塔、下河道、钻桥洞，及时高效
采集准确的环境数据，已经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对监测数据来说，质量就是生命线。如果把环境管理比
作一座大厦，那么环境监测就是大厦的‘顶梁柱’。”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主任赵乐说，仅去年一年，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共
报出环境质量手工分析监测数据 19 万个，全年审核水质自动
监测数据 500 万个、大气自动监测数据 1800 万个、重点污染源
监测数据280万个，为全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真实、准
确、全面的数据支撑。

在去下一个监测点的路上，刘新军告诉记者，每次看到朋友
圈有人晒蓝天白云、草长莺飞，他的内心就有无限的满足，因为
这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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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于正月初三赶制出了第一批产
品。初四开始，支委郑茂起、党支部书记张孝
南等党员干部纷纷请缨，冲在前作表率保
生产。

在石家庄，华药新制剂分厂202车间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他们生产的主要品种
环孢素软胶囊是此次疫情需要的药品之一，
为保障产品供应，生产人员自愿放弃了假期
投入到生产工作中。“我是党员，也是组长，在
国家需要、企业需要我们的时候，党员就要以
身作则、冲在前面。”高素敏一边忙碌一边坚
定地说。

全力以赴，企业彰显责任担当

1月31日15时许，在冬日暖阳的笼罩下，
黄骅市康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刚刚生产完毕
的 3000 套医用隔离面罩，紧急发往湖北。该
公司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公司以五倍工资
组织工人提前复产，加班加点生产医用隔离

面罩。1 月 29 日、30 日已经分两批发往湖北
武汉8000套。

2 月 1 日 9 时许，位于新乐市的河北康宁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一派繁忙，员工们正在突
击生产医用口罩。“自 1 月 26 日复产以来，不
少员工提出放弃休假，主动请缨，目前已全员
上岗。”河北康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天鹏说，员工每天加班加点工作13至14个小
时，最大限度保供应。

面对疫情，一家家应急物资生产企业争
分夺秒、夜以继日，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
物资保障。

他们全力以赴，加快医疗防疫物资生产。
河北宝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组织员工两

班倒，24 小时满负荷运转，每天生产口罩 5.5
万个。英诺特（唐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全自
动化生产线已启动 24 小时三班倒的生产，还
新增加了2条人工生产线全力生产，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临床辅助诊断排筛的检

测试剂日产量可达4万到6万人份。
他们响应号召，调整计划转产应急物资。
医用防护服告急，新乐华宝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等企业，及时调整产能方向，将主要力
量用于供应医用防护服。石家庄四药科学调
配生产资源，全力以赴组织盐酸阿比多尔胶
囊生产，1 月 31 日，33.6 万粒盐酸阿比多尔胶
囊再次启运武汉，驰援疫情防控一线。

周密部署，各地各部门护航企业生产

2月1日凌晨1时许，8辆满载疫情防控物
资生产原料的集装箱货车驶入石家庄综合保
税区主卡口。石家庄海关所属正定海关的关
员们立即对货物进行消毒、验放等工作，仅用
15分钟便完成了全部货物的验放流程。这批
原料的及时通关，保障了石家庄四药防疫物
资的生产和供应。

目前，石家庄海关各通关现场均开通了
进口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绿

色通道，第一时间为相关物资办理通关手
续，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零延时”快速
通关。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为保障防控物资生
产作出周密部署、积极靠前服务，为企业保驾
护航，确保生产不停顿、供应不掉链、市场不
断供。

1月31日，黄骅市康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在向湖北紧急驰援了三批总计 1 万余套医用
隔离面罩后，原材料告急。经各种努力，来自
工信部、省工信厅的3名驻企特派员帮助企业
协调到山东一家公司 13 万片 PET 片材物资，
用于生产医用隔离面罩。2月1日晚第一批原
材料抵达后马上安排生产。此外，驻企特派
员还帮企业在沧州寻找了一家新的原材料供
应商，正在进行前期对接。

针对重点企业实施“一对一”包联帮扶，
分类施策，精准解决企业面临难题。省工信
厅选派部分处级干部作为特派员，“一人一

企”进驻22家重点企业帮扶和督导，深入了解
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协调解决企业所需
的原料供应、生产资金、劳动力、产品运输等
要素保障事宜，督促企业开足马力，稳定生
产、扩大生产。

省药监局对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
业因生产防疫产品提请复产、扩大设备生产
能力、委托生产等申请，具有相应生产技术、
能力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的，采取提前介入，
同步开展检验检测、技术审评和现场检查，实
现了一次性并联快速审批。

省财政厅出台经费保障措施，健全应急
反应机制，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2
月 1 日 24 时，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疫情防
控资金 11.69 亿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药品
监管、物资保障和交通防疫等方面。

省交通运输厅协调办理省应急物资保障
组专用通行证，建立重要生产原料省际协调
快速通道，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1月 17日，刘新军采完
水样后，正在进行现场监测。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摄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贾楠、郝东伟摄制

在桑岗村“巢状市场”冷库
内，村民正在配货。
河北日报通讯员 宿雅男摄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徐华、许佳奇
河北日报通讯员 宿雅男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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