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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
水利厅获悉，鉴于 8 月 14 日以来的
强降雨过程已经减弱，全省河道水
势平稳，经会商研究，省水利厅决
定，8 月 20 日 10 时终止水旱灾害防
御 IV 级响应。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防汛之
弦仍不能放松。省水利厅要求，各
级水利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
势，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坚持 24 小
时值班值守，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山
洪灾害防御，有效应对水旱灾害事
件发生。

8月20日10时

我省终止水旱灾害
防 御 IV 级 响 应

4636支队伍报名角逐
第八届省创新创业大赛

设置100多个奖项，其中特等奖奖金10万元

河北农业品牌发出创意征集令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科批一志愿投档
3所院校理工类投档线超700分

民生优先 体现时效 注重绩效 强化监督

我省自然灾害救灾救助资金管理新规出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

何菲、何梅晓）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
管理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自然灾害救灾
救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自然灾害救灾救助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支持我省开展
自然灾害救灾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自然灾害救灾救助资金是指中央
和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开展自
然灾害救灾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等工
作的专项资金，包含“中央、省级自然灾
害救灾救助资金”和“农房保险补助”两
大类。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要遵循

“民生优先、体现时效、注重绩效、强化

监督”等原则。
根据支持内容不同，“中央、省级自

然灾害救灾救助资金”分三方面进行
管理。用于支持抢险救灾的资金，作为
自然灾害抢险救灾资金管理；用于解
决受灾群众应急生活救助的资金，作
为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资金管理；用于
解决灾后受灾群众冬令春荒期间生活
困难的资金和日常森林草原航空消防
等应急救灾资金，作为日常救灾补助
资金进行管理。

自然灾害抢险救灾资金方面，我省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后，可及时申请中央
救灾资金，同时可根据灾情和抢险救援

工作需要，按规定程序安排省级财政预
备费支持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所安排
资金与中央救灾资金统筹安排使用。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资金方面，对于
我省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省级和市级
将分别给予各县（市）一定补助。其中，
对于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中央也
将给予一定补助。

自然灾害日常救灾补助资金方面，
省级将根据各地冬令春荒期间灾情向
中央申请补助资金，并统筹省级资金一
并补助县（市）。森林草原航空消防资
金每年由省级向中央提出资金申请并
按规定及时拨付。

农房保险补助是指政府通过购买
商业保险进行农村住房风险管理，各级
财政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对农户参加
农房保险，代为缴纳参保费用的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农房保险参保
保费由财政负担或财政和农户等共同
负担。省级财政对参保县（市、区）给予
一定保费补助。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财
政、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财务管
理，对救灾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
用，不得挤占、截留、挪用和擅自扩大资
金支出范围，确保资金安排使用规范、
透明、安全、有效。

“好日子越过越带劲”
——平泉市桲椤树社区坚持“两区”同建促进百姓增收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8月10日，和丈夫“赌气”有一段时
间没进自家大棚的王莲红被眼前的景
象惊呆了：一株株葡萄秧郁郁葱葱，一
片片翠绿的叶子向外伸展。

“种葡萄只要控制好温度、水分和
营养，不用天天伺候，比种黄瓜省力省
工多了。”49岁的丈夫赵玉明边领着媳
妇“参观”，边当起了“讲解员”，“最要紧
的是，采摘价一斤就能卖到30块钱呢。”

“能卖出去吗？”王莲红有些不
相信。

“方圆十里八村没有种葡萄的，咱
们的葡萄肯定不愁卖。”赵玉明底气十
足，“明年就能产葡萄，咱的好日子越
过越带劲！”

一句话说得王莲红笑声连连。
王莲红“生气”，理由充分：种黄瓜

技术成熟，销路不愁，收入稳定，“还折
腾个啥？”

赵玉明不言语，但心里的算盘打得
啪啪响：“葡萄一茬秧子最少能用5年，
一年投入4年受益，这笔账太划算……”

今年，摘完最后一茬黄瓜，赵玉明决
定“转行”：拔掉黄瓜秧，种上“玫瑰香”。

搁4年前，他可没有这份胆量。那
时，他背着十几万元的外债，戴着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帽子。

赵玉明是平泉市桲椤树镇桲椤树
社区马杖子沟四组村民。桲椤树社区
既是偏远贫困山区又是革命老区，33
个自然村有19个在深山沟里。

四组土地贫瘠，道路弯曲，进出都

是两脚泥，交通极不方便。
更难的是家境。六口之家，爹妈

两个病号，拉下了十多万元的饥荒；两
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刚出生，都
等着花钱……

那时候，赵玉明每天晚上在炕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不愿意出门，就怕听到院外响
起摩托车声。”王莲红解释说，不知道
是不是上门来讨债的。

就在赵玉明一筹莫展之时，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来了。

2013 年，在前两期新民居工程顺
利进行的基础上，桲椤树社区又启动
了第三期。同时，结合国家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通过原有土地复耕，每人获
得了5万元到6万元的建房补贴。

有了政策助力，563户新居很快有
了“主人”，其中像赵玉明这样的贫困
户就有237户。

“133.5平方米，只花了一万两千块
钱。”2017年，赵玉明住上了楼房。

但他心里却不踏实：家里的地咋
办？住楼房处处花钱，今后生计靠啥
维持？

“你的愁心事，我们都想到了。”社
区党委书记金旭东说，从筹建新民居
之初，社区就在思考如何让困难群众
搬得出，住得稳，有就业，能致富。

园区社区一起建。社区先后流转
土地 2200 多亩，建起了日光温室大棚
200 栋、高标准设施冷棚 100 栋的水电
路配套完善的蔬菜产业园区和占地面
积600亩的食用菌产业园区。

农技知识统一培训，农资产品统
一供应，产出的黄瓜由合作社统一销
售，自己只负责生产管理，这让赵玉明
心里有了底儿。2017 年，赵玉明一咬
牙从社区租了4个大棚种黄瓜。

天不亮就忙着打秧、浇水，闲时
拿起书本学技术，有困难就跑去找技
术员……赵玉明一门心思扑在黄瓜
种植上。

人勤地不懒。交完 4400 块租金，
2018年他就赚了4万多块。

赵玉明挣钱，王莲红也没闲着。
她买来40只羊，当起了羊倌。

赵玉明一边学大棚种植技术，一
边学养羊窍门，渐渐成了多面手。

“3个月一出栏，按眼前行情，一只
少说能卖个千儿八百块。”如今他家的
羊已养到120多只，赵玉明心里喜洋洋。

儿子大学毕业，马上要去天津工
作；今春，他又花40多万元分期付款买
了一台钩机，现在活计不断……赵玉
明坚信，今后的生活，就像自己种的葡
萄一样甜。

“山脚大棚覆盖，山中果树缠腰，
山顶休闲观光”——一个标准化产业
园区已在桲椤树社区逐步建成。通过
务工就业、扶贫专岗、资产收益分配等
方式，赵玉明这样的230多个建档立卡
贫困户稳定脱贫。

“搬出土房住楼房，扔掉锄头进厂
房。‘两区同建’改变了乡村生活，也走
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之路。”金
旭东说，去年社区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1.2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8 月 20 日
我省高招录取进行本科批一志愿投档，
今年我省首次将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合
并为本科批，成为录取人数最多的批
次。987所院校在文史类投放了招生计
划，1217所院校在理工类录取。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文史类投档最低分都超出了 650分；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理工
类投档线超过700分。

我省线上优质生源比较充足，700
分以上的考生有 108 人，600 分以上的
考生达 35122 人。一志愿投档后，文史
类中，283所院校投档线高出本科线100
分；理工类中，239所院校投档线超 600
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理工类投档最低分都超690分。

文史类中，高考成绩前 500 名的考
生主要集中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
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

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理工类中，高考
成绩前1000名的考生，填报志愿时更青
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
大学医学院、南京大学等院校。

8 所文史类院校投档线压本科线，
16 所理工类院校生源不足。本批次计
划录取预计到 9 月 2 日结束，本科批设
一志愿、二志愿、三志愿，一、二志愿录
取时不降分，三志愿有降分的可能，允
许线下考生填报。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8月
19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8 月 19 日 24 时，河北

省现有确诊病例 2 例（境外输
入），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43 例

（含境外输入 10 例），累计死亡
病例6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
例 339 例 、境 外 输 入 病 例 12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2例（境外输入）。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为加强外省入
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管，有效控制重大
动物疫病传入传播，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加快推进我省活畜禽运
输指定通道建设，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河北省入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指定通道
建设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1年 5月底，全
省完成规划指定通道建设，实现动物及动物
产品检疫指定通道管理，实现入境监管、运行
轨迹、入厂宰杀等环节全链条信息化管理，做
到外省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

方案明确，根据全省道路交通状况和动
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需要，优化调整经省政
府批准设立的49个河北省公路动物防疫监督
站（点）。在全省9个与周边省份（北京、天津市
除外）毗邻的市省界内建设19条动物及动物
产品检疫指定通道，其中冀豫界1条，冀晋界6
条，冀鲁界6条，冀蒙界4条，冀辽界2条。

全省规划建设的指定通道名称为“××
县（市、区）省际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各地
要统一命名并在主要交通路口挂牌标示。指
定通道工作任务为监督检查运输动物及动物
产品车辆，对进入我省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
车辆进行查证验物，切实做好动物疫情封堵
工作。对照动物疫病防控有关规定查验相关
证明，检查运输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对进入我
省境内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实施消
毒；发现疫情或者疑似染疫的按有关规定报
告，按要求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对动物检疫监
督检查的有关情况进行登记，合格的动物及
动物产品进行签章，发现非法运输珍危、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运输病死畜禽、伪造
动物检疫证明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及时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

各地要按照全省统一的建设标准开展指
定通道建设，高质量完成软硬件建设，配齐配
全各类仪器设备，做好对各类基础设施设备
维护修缮，确保指定通道正常运行，切实发挥
作用。指定通道所在地有关部门要组织选配
政治素质高、责任意识强、业务素质精，能满
足 24 小时上站值班的工作人员。在硬件标
准方面，配备业务用房、隔离消毒场所、指定
通道所需的仪器设备。在软件标准方面，制
作统一的指定通道标示牌，在指定通道办公
区明显位置悬挂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工作制
度、工作流程；在适当位置设置监督台，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在国道、省道及高速公路明显
位置设置指定通道提示牌。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8 月 20 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
办、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
2020 年河北省农业品牌创新
创意设计大赛正式启动，面向
全国征集农业品牌 Logo 及广
告语。

据了解，河北省农业品牌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从2018年开
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两届，是
目前省内规模较大、规格较高
的农业品牌设计类赛事。两年
来，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创 意 设 计 作 品 近 5000 件 ，为
430 多个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
品牌进行了创意设计，对提升
品牌溢价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年的大赛以“品牌创造
价值”为主题，面向全国发出征
集令，旨在通过举办一系列的
赛事活动，为我省农业品牌和
全国优秀设计机构搭建资源有
效对接平台，为我省农业品牌
发展注入新动能。

无论是从活动组织、奖项
设置，还是宣传推介上，今年的

大赛都比往届增加了许多新亮
点。为充分调动全社会关注品
牌、建设品牌的积极性，今年大
赛提高了奖金额度与奖项数
量，共设置 100 多个奖项，其中
特等奖奖金10万元。为激发区
域和企业打造品牌的内生动
力，除了为有设计需求的品牌
主体征集好点子好创意外，还
鼓励近 3 年内已经创建打造的
优秀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
参赛，并分别评奖。

活动期间，河北日报客户
端、河北新闻网将开通大赛官
网，对参赛品牌和设计机构进
行展示。近期，省农业农村厅
将向各地下发通知，在全省征
集有设计需求的品牌参赛。品
牌设计机构和个人均可持续关
注河北新闻网，查看命题素材，
了解品牌需求，为参赛品牌量
身设计优秀作品。

大赛将持续到年底，经过
作品征集、初赛筛选、专家评
审、网络投票等环节，最终遴选
30 至 50 组作品在决赛现场进
行比拼。

赵玉明正在葡萄棚里打秧。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
日前，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河北赛区）暨第八届河北
省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评审会
在石家庄举行。据统计，本届
大赛共有 4636 支队伍参赛，有
效报名及项目质量较去年均
显著提升。

据介绍，本届大赛参赛企
业为 1545 家，参赛团队为 3091
家，企业组参赛队伍较去年增
长 578 家、增幅 60%，报名数量
创新高。从行业分布来看，新
一代信息技术比重最高，占比
达 45.6%，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制 造 、生 物 次 之 ，分 别 占 比

16.5%、17.3%、10.6%。参赛人
员学历结构和整体素质均较上
年有所提升，注册报名参赛人
员总计 30589 人，其中院士 40
人、博士1619人，具备高级职称
2479 人。参赛项目拥有专利
4876 件，其中企业 3412 件，团
队组1464件。专利总量较上年
增加1821件，增幅超59.6%。

据悉，大赛共分为初赛、复
赛、行业决赛、总决赛等环节，
经层层选拔，将决出大赛一二
三等奖，部分优秀企业将推荐
至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目
前，本届大赛已正式进入赛事
环节。

近日，果农在威县七级镇西

七级村葡萄市场销售葡萄。威

县持续推进高效特色果品种植

产业，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方式，目前已发展葡萄、梨、桃

种植20余万亩，提升了经济效

益，促进了农民增收。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威县

特色果品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