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冉亚雄 视觉编辑：韩永辉张家口
10版 邢台 11版 唐山 12版 邯郸

崇礼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一户一块特色田 产业扶贫富农家

脱贫攻坚县区行

省工商联驻阳原县东白马营村工作队

用真情动真招让群众早脱贫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邵俊琴 靳磊

夏日，崇礼区绿缎铺染的田野上，一
片勃勃生机。沿着国道 335 线驶进白旗
乡门二营村，千亩蚕豆长势喜人。

“小满前后种了 860 亩，开花时定是
崇礼到赤城的一条旅游风景线。”崇礼区
扶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晓虎
介绍，今年他们启动了“千亩蚕豆基地”
建设，流转土地 1086 亩，涉及贫困户 37
户，与爱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了一条蚕豆的油炸生产线，计划形成“基
地种植+采摘旅游+精深加工”全产业链，
辐射门二营附近 4个村，能解决 100余名
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

今年以来，崇礼区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统领，严格按照“三不脱、四不摘”
要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开辟
新途径，打出“特色牌”，向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迈进。

叫响特色品牌，脱贫攻坚更有底气

白旗乡门二营村的千亩蚕豆，只是
崇礼叫响特色产业品牌的一个缩影。

今年，该区按照“一户一亩菜园、一
户一块特色田、一户一人务工”的要求，
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富民工程，重点发展
以蔬菜、中药材、光伏、乡村旅游等为主
的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产业扶贫质量与
水平，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在石窑子、驿马图、狮子沟、清
三营等乡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在 242
省 道 西 狮 子 沟 村 至 草 原 天 路 入 口 沿
线，发展观赏类中药材金莲花、桔梗、
瞿麦 3 个品种种植；在石窑子乡板申图
区域集中打造“药田花海”景观区，发
展金莲花种植。同时引进知名医药企
业，建立“品牌带产业、企业带基地、合
作社带贫困户”的中药材产业精准扶
贫模式。

——在石嘴子乡、驿马图乡、高家营
镇部分彩椒种植主产区，推动“企业+合
作社+农户+市场”的模式，建立崇礼彩椒
特色产业基地。

——通过龙头带动，在红旗营乡区
域依托莓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草莓
育苗产业，以华田绿色生态庄园有限公
司带动周边农户朝着节水花卉产业转
变。

“千亩蚕豆基地”“千亩金莲花基地”
“中药材种植基地”“农田花海”“药田花
海”……2020年，全区蔬菜、马铃薯、中药
材、草莓、花卉产业种植百花齐放，计划
带动9300户群众稳定增收。

创新“四个一批”，扶贫产业
更有活力

6月底，冬季草莓成熟收尾。红旗营
乡“莓好庄园”3 号大棚内，顶着潮热高
温，王帽营村贫困户宇翠美正和老姐妹

疏花疏果。
“每年都来，一天120元，一年也能挣

一万多。”65岁的宇翠美边干活边和笔者
唠嗑。她说：“老伴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
活，家里有五六亩地，种些土豆啥的，来
庄园打临工能贴补不少呢！”

2015 年，程俊江注册了崇礼莓好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了莓好庄园。庄
园一期占地 300 亩，现在崇礼有 3 个基
地，张北、秦皇岛有 2 个基地，草莓、草莓
苗客户辐射京津冀、山东、内蒙古等多个
地区。

莓好庄园以土地流转、企业用工、合
作入股、企业救助等形式，辐射带动海流
图、老芽茬、贾麻沟等 7 个村 459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现了精准脱贫。

在崇礼，像这样的省级龙头企业有5
家、市级龙头企业有 18 家，带动贫困户
1653户实现户均增收2000元。

今年，崇礼区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培
育扶贫龙头企业，建设扶贫产业园，发展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通过
这些新型主体推行“四个一批”产业扶贫
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龙头企业带动一批。推行“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或“龙头企业+贫困

户”模式，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参与发
展和优先务工实现了“产业脱贫”；龙头
企业和贫困村、贫困户签订农产品购销
协议，实现“订单脱贫”。

合作组织吸纳一批。推行“农民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全区 18 家农
民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3396 户，户均增收
1200元。

能人大户联动一批。推行“能人大
户+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或“能人大
户+贫困户”模式，吸收、组织、带领贫困
户增收，实现带动贫困户 240 户，户均增
收2000元。

帮扶干部促动一批。推行“帮扶干
部+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或“帮扶干
部+贫困户”模式，指导贫困户产业发展
实现全覆盖。

线上线下齐发力，致富增收
更有保障

端午节前，装满亚麻籽油、小蚕崇、
杂粮、金莲花茶等农产品的“崇礼好礼”
被运往北京，这是对口帮扶“消费扶贫”
活动内容之一。

崇礼区“消费扶贫”活动由区扶农公
司承担，公司副总经理马晓虎告诉笔者，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从 1 月到 6 月，北
京“消费扶贫”订单额已达到 360 万元。
沿袭去年帮扶，今年北京东西部协作“消
费扶贫项目”增加了 300 万元资金，支持
专业合作社来收购崇礼区农特产品，以
每斤高于市场价 0.1至 0.2元直接补贴贫
困户。

农产品市场销路直接影响农民收
入，除了“消费扶贫”，崇礼今年继续举办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推动批发市场、电
商企业、大型超市等市场主体与贫困村
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拓宽营销渠
道；打造“崇礼彩椒”“崇礼蚕豆”和“崇礼
好礼”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崇礼农产品形
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该区积极构建服务体系，发挥产业
扶贫专家组指导和帮助选准扶贫主导产
业、解决产业发展难题的作用，并开展了
系列科技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提高扶贫产业项目抵御自然灾害
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该区还继续优化农
业保险品种，为到户扶贫产业项目投保
自然灾害险和特色产业收益险，为与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实施主体投保
财产损失险和雇主责任险，构建起防返
贫的农业保险长效机制。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李丽华）今年以
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市场主体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张
家口市行政审批等部门坚持“三个结合”，全方位、多方面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场主体培育由下行下幅转变为稳
中有进。截至今年 6月底，全市市场主体净增 15958户，
完成30357户任务的52.57%，完成省级任务的58.41%，同
比增长14.25%，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复工复产与创优创业相结合，突出政策引领稳住市场
预期。市行政审批局制定了《关于优化审批服务促进企业
开办复工的若干举措》，在企业登记、食品生产、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进一步简化办理流程，放
宽准入条件，最大限度借助审批手段加速企业快生快育，
恢复市场预期信心，逐步将社会经济秩序引入正轨。

线上审批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瞄准重点领域深挖新
增潜力。针对企业登记数量多，规模大等特点，市行政审
批局大力推广名称自主申报、“云窗办照”App的应用，简
化了登记程序，便捷了市场准入，同时围绕防疫物资生产
等重点领域，主动与意向公司对接，审批前移，调动企业
创办的积极性。据统计，今年1至6月新批医疗器械相关
事项390件。

压缩时限与周末无休相结合，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效
能水平。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打破信息壁垒，突破技术瓶
颈，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线上审批”，开创了集企业
登记、税票申领、公章刻制于一体的自助审批模式，实现
了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
日内。同时，为切实解决企业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事，
休息时间没处办事”的难题，利用双休日及节假日时间为
办事企业提供审批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张艳梅

“以前的土窑四面透风，漏雨掉土。
现在住上了易地搬迁的新房子，省工商联
还出资盖了南房，企业家捐赠了43英寸的
电视，这日子想都不敢想。”阳原县东坊城
堡乡东白马营村的武连奎夫妇做梦也想
不到，80多岁了还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

东白马营村共有 86户 208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33 户 62 人，45 岁以下有劳动
能力的留守村民只有 3 人，是典型的空心
村。

住房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是脱贫出列
的重要指标，为了让老百姓住上安全舒适
的新民居，2018年省工商联扶贫工作队进
驻东白马营村后，开始入户走访，深入了
解村民居住情况，谋划推动易地搬迁项
目。经过一年多的谋划实施，2019 年 9月
19日，55户村民全部顺利入住新居。

眼看着小日子日新月异，东白马营村
的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
盼。可东白马营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

全村耕地 1551 亩，其中水浇地仅仅 300
亩，没有特色种植业，更没有特色养殖业，
靠天吃饭，村民主要收入依靠低保、社保、
农业种植和外出打工。

省工商联驻村干部多次赴先进地区
考察调研，确定了优先发展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

发展绒山羊养殖产业，变输血为造
血。省工商联研究确定了“基金会+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省
中冀扶贫基金会投入资金 1200 余万元，
新建占地 77.1 亩的养殖场。引进河北安
隆红太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成立阳原县
爱生山羊养殖有限公司，负责羊场基础
建设、生产运营、技术输出和订单回购。

以《委托代建协议》《租赁协议》《发起人
协议》《赠予协议书》《合作协议》五项协
议合同为保障，建立起了科学化、法治
化、规范化利益联结机制。成立“阳原县
中冀养殖专业合作社”，实现了收益共创
共享，覆盖全体村民。2019 年，羊场实现
经营收益 132万元，村里 86户每户拿到分
红 878元，村集体拿到了 2486元。有了实
实在在的产业，村民对未来的发展更是
充满了信心。据了解，2020 年，羊场新产
羊羔 600 余只，共存栏 2700 余只绒山羊，
剪绒 4000 余斤，这必将更有力地促进村
民稳定增收和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
贫攻坚成效，省工商联还引进了河北冠

林园林绿化公司，在东白马营村开展桑
树苗圃种植。以每亩每年 200 元的标准
流转农户土地，补贴农户粮补每亩 100
元，流转期为 10 年。现共流转全村旱地
1000 亩。同时企业投入 400 余万元，购买
移栽机、拖拉机、打药机、发电机等设备，
搭建喷灌管道 3300 余米，嫁接菜桑、果
桑、饲料桑等树苗 20 万余株，带动村民务
工 400人次，贫困户务工 186人次，帮助村
民增收4万余元。

“以前我种庄稼，一亩地一年的纯利
润也就200多块，现在我在桑园打工，活儿
不累，干两个月就挣了一年的钱，而且我
还拿着土地流转金，这日子再也不用吃了
今年愁明年了！”村民武力激动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雪威 通讯员谷
城）近年来，张家口市积极发挥体育在脱
贫攻坚中的特殊作用，从举办夏季体育赛
事扶贫，到体育公共服务扶贫，再到体育
产业扶贫，切实让贫困群众共享发展带来
的红利。

2019年，张家口市体育局在承办的25

项省级比赛和市级举办的“登峰越城·跑
遍张家口”积分赛、“一轴六环·骑遍张家
口”以及“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等赛
事中，设立赛事扶贫公益岗位，共发放补
助金17.62万元，惠及该市8个贫困县区。

市体育局与比赛承办地合作开启“体
育+旅游+扶贫”新模式，利用比赛承办地

优美的自然风光，鼓励支持贫困村、贫困
户发展农家乐、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业、
传统手工业和乡村旅游观光，帮助贫困家
庭就业、增收，共享赛事红利；利用该市丰
富的冰雪资源，在坝上地区举办张家口零
度以下经济发展论坛、京津冀滑雪定向挑
战赛、京津冀青少年冰雪体验等活动，带

动坝上四县旅游发展，以及特色产品销
售、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

为推动体育公共服务扶贫，市体育局
为全市 638 个贫困村配建室外健身器材
5104件；为10个贫困县区、112个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区配建健身器材794件，进一
步满足了贫困群众的健身需求。联合张家
口慈善义工联合会设立“扶贫孝老基金”项
目，出台《体育赛事扶贫孝老基金管理办
法》，按照子女孝敬老人生活费10%的比例
配捐孝老基金，目前共筹集孝老基金30.51
万元，已配比4.53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李旭东、邢鹏飞）
今年，万全区出台村（社区）“两委”干部任职资格条件联
审办法，把政治体检关口前移，把研判分析放在平时，推
动村干部队伍整体优化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建立“三个清单”，明确村干部任职资格。该区通过
建立“正向清单”，把什么人能当村干部、应该选什么样的
村干部进行了规范；将政治素质不高、群众反映不好等10
种表现纳入村干部“负面清单”；将政治觉悟不高、法治意
识不强、履职能力不强等 10种表现列为“监控清单”，把
各种行为规范前置。

实行“三步程序”，严把村干部任职关口。换届前或
村干部调整前，村党组织对有参选意向的对象进行乡村
初审；对不符合资格条件的，阐明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劝
其主动退出；区级成立联审工作协调小组，对乡镇上报人
选进行联审，确保联审工作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健全“三项机制”，实现联审工作常态化。每隔半年，
乡镇党委对村“两委”干部履职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并形成
专题报告。区委组织部进行综合分析，对需要调整的村
干部下发调整建议书；联审成员单位每月以书面形式向
区委组织部集中通报一次村干部违纪违法有关情况，把
牢村干部选任关口。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郭霞）随着汛期到
来，突发降雨等极端天气增多，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
尾矿库溃坝等风险性增高。为此，张家口市开展形式多
样的防汛应急演练，以此提高应急救援、风险应对能力，
检验应急预案的操作性。

桥东区组织开展了泥石流地质灾害避险演练。此次
演练模拟受前期连续降雨影响，可能发生重大泥石流灾
害，威胁山下村民安全。在此情况下，桥东区政府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应急管理局、当地镇政府、救援队等各部门
迅速响应、各司其职，在最短时间内将群众撤离至安全
区域。通过演练，各部门协调反应能力得到了增强，群众
了解了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应急避险场所等知识。

怀来县开展了防汛抢险救援拉动演练。该县应急救
灾救援队、供电分公司应急抢修队、县气象局等数十个部
门单位参与了演练，此次演练检验了《怀来县防汛抗旱应
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下花园区开展了 2020 年城市防汛抗洪抢险应急演
练。重点演练了水情预报测报、指挥调度会商、抗洪抢
险、橡胶坝操控等内容。演练分室内防汛抗洪指挥调度
模拟演练和防汛抗洪抢险实战演练、现场橡胶坝操控演
练，共演练了3个科目。

张家口“体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全市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万全区

实行村（社区）“两委”
干部任职资格条件联审

▲崇礼区扶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白旗乡门二营村
流转土地1086亩，全力打造“崇礼蚕豆”品牌，保障了37
户100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这是门二营村村民在田间
间苗。 崇礼区委宣传部供图

◀西湾子镇上三道河村彩椒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已成
为当地的龙头蔬菜基地，种植的彩椒、白菜花等特菜品种
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这是近日在彩椒
交易市场菜农对收获的彩椒进行装箱。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 刚摄

上半年市场主体
净 增 15958 户
同比增长14.25%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白永珍）日前，笔
者从张家口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雪川农业
首次通过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马铃薯实生种子送入太
空进行育种试验。目前，从太空返回的实生种子已经进
入种植试验环节。

这是雪川农业首次将马铃薯实生种子送入太空，期
望在较短时间内诱发实生种子发生积极变化，获得马铃
薯罕见突变种质材料和基因资源，从而选育突破性新品
种马铃薯，开辟一条马铃薯育种新途径。

雪川农业注册地在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该公司是
一家以马铃薯种业为核心、现代农业服务为延伸、食品加
工为龙头，集育、繁、推、储、加、销于一体的马铃薯全产业
链集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察北管理区

雪川农业马铃薯
首次实现太空育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