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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紧急通知

全力做好“七下八上”强降雨防范应对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白 云

“治山治水造福乡亲，富村富民流
芳千古。”

“咬定青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解
温饱；扎根太行，工副商游齐头并进奔
小康。”

……
7 月 17 日上午，全国劳动模范、邢

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党委第一书记郭
成志，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76 岁。
连日来，前南峪村沉浸在悲痛中，很多
人送来挽联，以示哀悼。

21 日一早，前南峪村口广场上临
时搭建一间简易的灵堂，广场周边摆
满花圈。哀乐低回，挽联高悬。这一
天，是郭成志骨灰安放的日子。上千
名群众胸前佩戴白花，神情凝重，夹道
相送，泪别“老书记”。

“在我们心目中，老书记永远活
着！”村党委书记郭天林眼含热泪，言
语哽咽，“成志老书记生前说过，是党
员，就要苦第一个吃，福最后一个享。”

1977 年，郭成志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面对重重困难，全村男女老少横

下一条心，人人当愚公，一起上了山。
72 岁的村民郭群保记忆犹新：打

眼放炮，郭成志拣最大的锤抡，出现哑
炮，他率先冲上去排险。每天清早看
着星星上山，夜晚顶着星星回村，从没
听过他说一声累。

而村里为村民统一新建的二层楼
房，郭成志一家是最后搬进去住的。

前南峪人最清楚，村里能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正是郭成志当年带领村
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汗水和生命换来的绿色丛林，成

了前南峪生态环境保护的屏障。
1996 年，一场比 1963 年更大的暴

雨不期而至，附近村都严重受灾，而前
南峪村受灾不见灾，依然绿荫环绕，林
茂粮丰。

“山上的树多了，可乡亲们的日子
还是苦，成志心里急，四处打听，外出取
经。”郭群保说，郭成志带着他还有其他
几位生产队长，到唐山遵化市学习板栗
种植技术，再后来种苹果，请来了于宗
周、王金章等专家，再后来，李保国老师
也到了前南峪，一住4年多。有了这些

“科技财神”，前南峪的日子越过越甜，
成为“太行山道路”的先行地和引领者。

为什么说前南峪是“太行山最绿
的地方”？前南峪生态旅游区管理处
副经理郭河山自问自答：“这里林木覆
盖 率 达 到 90.7% ，植 被 覆 盖 率 达 到
94.6%，名副其实。”

追思会现场，前南峪村周边 50 多
个村组织代表前来吊唁。邯郸武安市
一些村庄派代表来了，李保国老师的
爱人郭素萍也来了。

“友谊长存，无私援助！”武安市活
水乡后掌村几位村民，一大早赶了 30
多公里山路来到这里。“前南峪村富起
来后，郭成志没忘记同为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的群众。30 多年前，他们开始
无偿支援像我们一样的穷山村种板
栗、种果树，免费提供技术服务……”
翕张的嘴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有眼角，淌下了两行热泪。

“郭成志书记带领前南峪人走过的
路，就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郭素萍说。
“成志从不因为亲戚关系而偏向

谁，不仅不偏，要求更严。”村民郭天锁

是郭成志亲戚。他说，郭成志一碗水端
平，公正无私，才让村民打心眼儿里服。

“你和群众心贴心，群众才把你当
亲人。”郭成志生前多次给村里 100 多
名党员“上课”：“要把群众的要求，作
为衡量我们干事的标准。群众满意
了，工作也就做到位了。”

红色抗大，信念不灭。
郭成志同志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党

旗，还有一面抗日军政大学校旗。
这些天来，抗大学员后人苏北一

直在前南峪，他也是抗大陈列馆名誉
馆长。“前南峪是一块红色故土。”苏北
说，许多抗大学员后人和前南峪结下
了深厚友谊，“正是抗大这一红色资
源，孕育了昔日贫困落后的前南峪人
战天斗地、再造秀美山川的英雄气概
和豪情壮志。”

“老书记临终前，说话已经很困难
了，但字字句句最牵挂的，还是前南
峪。”郭天林说，老书记再三交代，丧事
一切从简，不能给组织添麻烦，遗体火
化，不设账单，不收礼金。

郭成志走了。巍巍太行，一定会
记住这位好“儿子”！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当前，我
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 7 月 20 日
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海河防
总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树牢底线思维，
压实各级责任，科学安排应对，最大限
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据国家有关部门预测，7 月 21 日至
23 日，华北南部将出现一次强降雨过
程，累积面降雨量 30 至 70 毫米。受降
雨影响，海河南系卫河等将出现涨水过
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

通知要求，各级气象、水利、应急管
理、自然资源等部门要严密监测强降
雨天气，随时掌握研判发展趋势，强化
联合会商，进一步提高预测预报精准
度。切实做好强降雨区域、山洪灾害
易发区、病险水库、尾矿库、城市易涝
区等区域精细化、精准化预警工作。
充分发挥各类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
防体系作用，综合利用各类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预警信息
和防灾避险提示，坚决做到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抓好水库安全和科学调度。切实
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
节”，强化水库值班值守和巡查排险，确
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上报；加强水
库汛限水位和防洪调度监督检查，严禁
水库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依法依规、
科学调度，有条件的要精细开展水工程
联合调度，结合预报适时做好水库预
泄，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加强堤防巡查防守。我省河流堤
防多年未经洪水考验，出险可能性大，
要加强险工险段和薄弱堤段巡查，及时
排查隐患，堵塞漏洞。一些中小河流洪
水来势猛，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堤防
巡查防守，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处置、
及时预警、及时上报。

做好行蓄洪区运用准备。全面做
好蓄滞洪区、超标洪水临时分洪区运用
准备有关工作，进一步落实监测预警、
指挥调度、分洪运用、巡查值守、转移安
置等各环节责任。蓄滞洪区、超标准洪

水临时分洪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
要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相关准备工作，细
化转移路线、交通工具、安置地点、物资
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需要时洪水能有
序分蓄，人员能迅速安全转移。

做好山洪灾害防御。要将减少人员
伤亡放在首要位置，紧盯山洪灾害易发
区和暴雨重合区，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各

项责任。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三大电信运营商作
用，确保监测预警信息及时发送到位，及
时提请当地政府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
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严格做好值班值守。各地各部门
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带班领导要坚持在岗在位，及时研

判各类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并采取有
效措施应对处置。严格落实突发事件
和重要紧急情况信息报告制度，实时掌
握雨情、水情、汛情和防范应对工作进
展，遇有问题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处置。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任追
究，坚决杜绝脱岗、漏岗以及迟报、漏报
和瞒报现象发生。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丽红 记
者赵红梅）7 月 21 日开始，我省进入

“七下八上”盛汛期。据省水文勘测研
究中心统计，截至7月21日8时，我省
今年以来的平均降水量为238毫米，比
常年同期（244毫米）偏少2%。入汛以
来，全省平均降水量141毫米，比常年
同期（168毫米）偏少16%。

7月10日开始，我省进入主汛期。7
月中旬（7月10日至20日），全省平均降

水量37毫米，比常年同期（52毫米）偏少
29%。旬降水量地区分布不均，其中张
家口、保定市分别为56毫米和60毫米，
衡水、沧州分别为4毫米和5毫米，其他
市平均降水量为24至43毫米。各市旬
降水量与常年同期比较，张家口偏多
65%，保定偏多11%，廊坊、沧州、衡水市
分别偏少85%、92%、93%，其他市偏少11%
至60%。7月10日至20日，受降雨影响，
我省各主要河道出现31站次小幅涨水

过程，其他主要河道汛情平稳。
截至7月21日8时，全省大中型水

库总蓄水量21.9亿立方米，比去年同
期少蓄水3.22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
多蓄水2.83亿立方米。其中18座大型
水库蓄水18.4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
多蓄水2.60亿立方米；44座中型水库
蓄水3.4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
水0.23亿立方米；平原洼淀（白洋淀、
衡水湖、大浪淀）蓄水4.95亿立方米。

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141毫米

日前，工作人员正在滦平县牤牛河（县城段）河道进行日常维护工作。近年来，该县不断改善区域环境，恢复河道生态
系统，提高防洪能力，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因病去世，上千名群众夹道相送——

他把“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留给父老乡亲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从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2019 年以来，我省加大
政策落实和招商引资力度，全力促进生
猪产能恢复。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生
猪存栏达到 1532.1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存 栏 达 154.7 万 头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8%、10.2%。

我省高度重视生猪生产恢复工作，
积极出台稳定生猪生产政策措施，大力推
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全省生猪生产呈

现“一升、一稳、两增、多出、快恢复”特点。
“一升”即生猪生产逐步回升，全省

生猪存栏自 2019 年 6 月底开始止跌回
升，连续环比增长。“一稳”即猪肉市场供
应平稳，据30个价格监测点统计，截至6
月26日，全省猪肉均价48.8元/公斤，较
全国平均价格低2.2%，全省猪肉市场供
应相对稳定。“两增”即生猪补栏积极性
和猪肉替代品明显增加，截至6月26日，
全省仔猪均价100.74元/公斤，商品猪纯

盈利约2000元/头，效益提升，生猪养殖
场户补栏积极性明显提高；全省肉类替
代品生产充足，特别是禽肉产量增幅明
显，价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出”即
猪肉调出量较多，去年调出生猪1050万
头，今年1至6月调出生猪470万头。近
期全省每天净调出生猪2.5万多头，其中
调往京津约7500头。“快恢复”即生猪生
产加快恢复，已恢复到正常年份存栏量
的78.6%，高于全国约2个百分点。其中

能繁母猪存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82.7%，
高于全国约1.5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对生猪、能繁
母猪存出栏量的跟踪调度，对进度偏慢
的地方及时督促，统筹抓好禽肉、禽蛋、
牛羊肉等替代品生产，满足市场供应。
督促各地落实恢复生猪生产的财政补
贴、信贷保险、贷款贴息、养殖用地等各
项政策措施。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和“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
滩）等发展生猪生产。大力推进生猪养
殖企业（场）转型升级，通过创建畜禽养
殖标准化示范场，带动生猪养殖转型升
级。合理规划生猪产业布局，引导生猪
养殖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承载力空间
大、饲料资源丰富地区转移。

生猪生产呈现“一升、一稳、两增、多出、快恢复”特点

全省生猪存栏达1532.1万头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
桃城区何家庄乡乔村两天拆除违章建筑面
积 1000 余平方米，河东街道实施“百日攻
坚战”拆迁行动第一周就签订协议 74 户，
签订率达 90%……各项工作的快速推进，
是农村“两委”干部勇挑重担、奋勇争先的
表现，更与该区创新实施农村“两委”班子
和干部五星级绩效考核密不可分。

桃城区辖221个行政村，城中村、城郊
村、农业村类型多样，任务大小各有不同，
工作方向各有侧重，“一刀切”的考核评价，
难以充分调动农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去年底，该区经过调研论证，出台了《关于
对农村“两委”班子和干部实行五星级绩效
考核的指导意见》，通过实行“以实绩定分
数、以分数定排名、以排名定星级、以星级
定报酬”的办法，构建了责权利相结合、绩
奖惩相统一的考评体系。

五星绩效考核全面对标对表乡村振
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设置35
个基础考核项，逐条明确“应该干什么、干
到什么标准”。在此基础上，设置4个加分
项、3个减分项，对经济社会发展新上较大
项目、村庄面貌发生较大变化、重项工作
取得较大突破、承担上级安排任务完成较
好的，奖励加分；对存在工作不在状态、不
服从管理、完不成任务的，依规扣分。各
乡镇还可对照指导性指标，相应调整考核
项目、分值，突出各自重项工作设置，制定
符合自身实际的考核办法。邓庄镇便围
绕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在考核上着
力强化现代农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三
区同建”等工作权重，而河东街道则针对
老城区改造的实际，就平稳拆迁、快速拆
迁，设计加分项目，更加有利调动了农村
干部积极性。

干部干得怎么样，考核结果凭数据说
话。该区实行定目标、核基数、评星级、严
抽查、双公示、发补贴“六步”工作法对农村

“两委”班子和干部进行评价。在年中、年
末进行两次绩效考核，进行“三层打分、集
体定级”，即乡镇委办打分、党员群众打
分、考核组打分，最后乡镇党委集体综合
排位、评星定级，并将考核得分、星级等
次、工资标准在乡村两级公示，最大限度
减少“人情分”。同时严把审核关口，由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合纪
委、政法、信访等部门，对星级考核结果进行抽查审核，做到考核阳
光操作，公正公平。

拿“星”既是荣誉，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待遇。桃城区合理运
用五星绩效考核结果，打破“大锅饭”“平均分”，根据服务的人群大
小、任职年限、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工作实绩等，设定了以基本补
贴、任职年限补贴、党务补贴、星级补贴和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补贴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干部工资结构，并逐项赋予功能定位，传导压
力，激发动力。广大农村干部“有奔头”“有干头”，群众对农村干部
为民服务满意度也大幅提升。

给精准考核“打call”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李恕佳

城中村、城郊村、农业
村……类型多样、村情各异，
重点工作各不相同、同一任
务有轻有重，怎么考核才科
学、公平、有效？衡水市桃城
区对标乡村振兴战略，改进
干部考评，采取“五星绩效考
核法”，有效调动起了农村

“两委”班子和干部的积极
性、创造性，提升了群众对基
层干部工作的满意度。今天
的《河北日报》，对此进行了
详细报道。

桃城区的“五星绩效考核
法”，最大的特点是精准，值得
借鉴的具体做法有三条。

一是差异化设置考核内
容。指标体系分类差异化设
置，既突出乡村振兴的总体要
求、主要工作，又兼顾各村的
实际情况、客观需要，避免了

“一刀切”“一锅煮”，让考核内
容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

二是创新、完善考评方
法。同一考核内容的分值、
权重因村而异，考核结果凭
数据说话，考核程序健全严
密、公开透明，保证了结果的

精确无误、公平公正。
三 是 切 实 强 化 结 果 应

用。直接把考核结果和村
“两委”干部经济待遇挂钩，
打破“大锅饭”“平均分”，考
核办法跟工资、待遇、收入挂
钩，精准、有效地传导了压
力、激发了动力。

考核是根“指挥棒”，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努力方
向、工作成效。指挥棒“指”
准了，劲才能使对；“指”不
准，劲就会跑偏，甚至导致不
重实际、只看指标，

不重结果、只看形式。
现实当中，一些考核为啥难
以发挥“指挥棒”的应有作
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
了地域、单位、部门、岗位的
差异，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既不精准，也不科学。

考核就像做菜，“一刀
切”咋能切出色香味？“一锅
煮”只会煮混酸甜苦辣咸。
我们应该给桃城区的五星绩
效考核法“打 call”，更应该主
动学习借鉴，让各种考核更
加精准、更重实效。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寇国莹 通讯员刘艳）从保定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日前，保定
市林果技术推广站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核准颁发的“保定苹
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证书，

“保定苹果”成为保定市首个市
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保定市是全国较早引种并

繁育红富士苹果的城市之一。
2006年，顺平县政府与河北农业
大学深入合作，在顺平县南神南
村建立首个“三优富士”苹果基
地。2014年又建起河北农业大
学顺平水果试验示范站，创建太
行山“第壹驿站”。目前，成方连
片、高标准、现代化苹果基地已
建成10余处，面积2万余亩。

“保定苹果”获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