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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白富美！白富美！大的老抢食，小的
吃不上，这可咋整？”8月19日下午，阜平
硒鸽健康产业园里，养殖新手郝林江气
喘吁吁，一溜小跑到A3号鸽仓来求援。

“养雏鸽有规矩，大的和小的不能
放一起。”头戴白色防尘帽，身着蓝色工
作服，“白富美”一语道出病根儿，娴熟
地帮着郝林江“调崽”。

“白富美”名叫白富慧。自从2018年
到硒鸽产业园区打工后，不仅轻松稳定
脱贫，日子奔了小康，还是园区挣钱最
多的明星养殖户，并且成了金牌教员，
人们都管她叫“白富美”。

“现在心里是真有底了！”白富慧的
脸上露出沉稳自信的笑容。

而在两年前，她还在为如何稳定脱
贫发愁。

白富慧是阜平县北果园乡草场口
村人，正值壮年，却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这让她很不甘心。可是，村子紧挨着王
快水库，三面环水，一家七口人，耕地不
足二亩。俩老人是病号，仨孩子在上学，
收入来源全靠丈夫李勃谊打零工，日子
过得紧巴巴。

虽然靠着扶贫政策帮扶脱了贫，通
过易地搬迁在阜东新区安置区分了一
大一小两套楼房，但白富慧高兴之余总
担心：搬过去靠啥过日子？

可巧，2018 年 9 月，村里大喇叭响
了：招收硒鸽养殖工，进门工资就有
2000多元。

原来，北京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野

谷健康产业集团落户阜平，和县里的阜
裕公司合作，总投资5.1亿元，建起阜平
硒鸽健康产业园区，采用“政府+龙头企
业+园区+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
增收致富。

“我先探探路，要真靠谱你再来！”
虽然园区离家不远，可白富慧的心里还
是不踏实，决定让丈夫“按兵不动”。得
知自己竟是第一个报名的员工，白富慧
越发忐忑。

园区副总经理谢辉看出了白富慧
的心思，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前3个月带
薪培训，月平均工资2700元，公司管吃
住；基地有成熟的技术、有最先进的设
备，养殖只需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现

在就差你下决心了。”
“无论如何不能再过穷日子！”咬咬

牙，白富慧留了下来。
自动化投料系统让硒鸽定量吃食，

地源热泵解决冬季供暖，饲料、除粪、防
疫全流程专人负责……几天下来，白富
慧相信谢辉所言不假。基地还为她分配
了技术最好的师傅，手把手带教。很快，
对打扫鸽舍、加料上水、调崽换笼等工
作流程，白富慧熟悉起来。

“养鸽子不难，收入还有保障！”两
个月后，白富慧的心定了，忙把丈夫也
拉过来，两人成为园区第一对养鸽夫妻
档。慢慢地，两人都具备了独立管理鸽
仓的能力。

沙河水哗哗地流淌，硒鸽一茬茬地
出栏，白富慧的致富梦也在滋滋地生长。

“不能挣死工资，独立承包鸽仓才能
多挣钱！”2019年4月的一个晚上，白富慧
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一骨碌爬起来，拉
着李勃谊算起账：一个鸽仓养1800对硒
鸽，出栏一只鸽能平均挣1.7元，按最低
月产量2700只算，每月至少挣4500元。

第二天一大早，白富慧找到谢辉主动
请缨。正好园区有扩产计划，便为夫妇俩
分配了A3、A4相邻的两个鸽仓。夫妻俩成
为园区第一批独立承包鸽仓的养殖户。

坐在整洁的鸽仓里，看着嗷嗷待哺
的小雏鸽，白富慧的眼里透着亮光，恨
不得它们马上就能长大出笼，变成能换
钱的“金凤凰”。

硒鸽本来就不容易得病，园区又有
成熟的养殖规范。但白富慧还是把技术
员小王拉过来当“贴身保镖”，给自己壮
胆儿。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月白富慧就出
栏了3000只硒鸽，收入达到5100元，成
为园区第一批月薪过5000元的养殖户。

养殖户收入增多，园区养殖规模也
逐步扩大。谢辉说，目前园区硒鸽存栏
量有 40 万对，解决了 600 多人就业，其
中不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达产
后，存栏硒鸽将达到55万对，带富增收
能力会更强。

6 月至 9 月，是硒鸽生长最快的时
节，忙碌的季节收获最多。前不久，白富
慧夫妇又申请“加仓”，硒鸽养殖数量由
3600 对增加到 4800 对，按照目前的产
量，每月每人都能挣6000多元。“只要肯
付出，致富不是梦！”

鸽变“金凤凰”稳定奔小康
——阜平县草场口村白富慧的养鸽致富故事

白富慧在仔细查看肉鸽长势。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摄

让乡村教师留得住、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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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9月8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
简称“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改造工程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一期
工程现场安静了许多。新落成的冬奥保
障创伤中心大楼清洁明亮，工人们正在
进行医疗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一期工程，是
我省 76 个冬奥项目之一，已于今年 8
月底完工。”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副院长
赵奇侠介绍说，该工程总建筑面积
38079平方米，其中重点项目为新建的
冬奥保障创伤中心，设有急诊急救中
心、现代化复合CT手术室、复合DSA
手术室、康复中心、检验中心、重症监
护中心、门诊及病房，并配置先进的医

疗设备，配套可降落直8型直升机的救
援设施，而且设置与北医三院总院同
质化的信息化系统。8月26日，冬奥保
障创伤中心停机坪通过试飞验收。

“冬奥保障创伤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后，将为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构
建起专业的运动创伤保障体系，同时
辐射带动区域医疗发展，持续有效地
提高区域内整体医疗水平，减少跨省、
跨区域就医问题。”赵奇侠说。

此外，河北华奥医院暨张家口市
第二医院创伤诊疗中心项目、解放军
第 81 集团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251 医
院）改扩建项目等两个冬奥医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也于8月底全部完工，标
志着张家口赛区冬奥医疗卫生保障体
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9月8日，位于张家口市区的河北

华奥医院暨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创伤诊
疗中心，玻璃窗与铝板建成的幕墙看
上去极具现代感，门诊及出入院大厅
设计简洁，宽8米的医疗街宽敞明亮。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11.85 万平方
米，总建设床位约750张，分两期建设。
其中，冬奥保障区域使用面积1.5万平
方米、床位150张，自2017年10月破土
动工，2018年12月主体建设封顶，今年
8月完成了停机坪救护起降演练，8月
底前顺利完工。

“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多
工种严密交叉、多工序相互制约、医疗
专项施工精细等诸多困难，严格按照冬
奥项目的建设规范要求超前谋划、精益
求精，确保了项目各节点任务按时完
成。”河北华奥医院工程部部长田海虹
介绍说，河北华奥医院暨张家口市第二

医院创伤诊疗中心项目建成后，将为参
加冬奥会赛事的运动员及观众提供紧
急创伤救治及转运医疗服务，并将极大
改善张家口群众就医环境。

解放军第81集团军医院（原解放
军第251医院）改扩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8785平方米，包含门急诊楼（含检验科）
扩建、直升机停机坪两个项目。其中，门
急诊楼（含检验科）扩建是在原门诊楼
东侧扩建门急诊综合楼一栋，扩建面积
共计6485平方米；直升机停机坪能够
同时满足民用、军用直升机的起降。

解放军第81集团军医院副院长安
树忠介绍说，该院改扩建项目于去年6
月28日开工，今年8月30日完工。北京
冬奥会期间项目主要服务冬奥应急医
疗保障，冬奥会后则将作为医院急诊
及检验科供群众日常诊疗使用。

8月底又有3个冬奥医疗基础设施项目完工
张家口赛区冬奥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昨天是教师节。这几天，
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很多人
民教师的感人事迹，也看到
很多尊师重教的活动和举
措。其中，《河北日报》关于乡
村教师事迹的报道，让人感
动；关于河北省“多举措提升
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报
道，让人暖心。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
“活的灵魂”，是许多农村孩
子看外面世界的“第一面镜
子”。建设高质量的乡村教师
队伍，对于全国乡村乃至整
个国家的未来发展，重要性
不言而喻。

这些年来，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
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教育部等六部门最近下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其中就
提到，乡村教师队伍存在结
构性缺员较为突出、素质能
力有待提升、发展通道相对
偏 窄、职 业 吸 引 力 不 强 等
问题。

细想起来，“职业吸引力

不强”，应该算是“问题中的
问题”，是引发其他问题的重
要原因。河北专门针对这一
问题出台措施，抓住了关键，
效果值得期待。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让教师真正成为最
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
职业。六部门印发的《意见》
中，也明确提出，力争经过
3-5 年努力，乡村教师数量
基本满足需求，质量水平明
显 提 升 ，队 伍 结 构 明 显 优
化，地位大幅提高，待遇得
到有效保障，职业吸引力持
续增强……

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
乡村未来。

落实总书记的要求，重
点在乡村，难点也在乡村。对
照六部门《意见》明确的“时
间表”“任务图”，我们也会发
现，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
力，让乡村教师留得住、受尊
重，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必
须加大力度、快马加鞭，才能
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才
能确保任务如期完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
9 月 10 日，雄安新区项目一线
百日行总结大会暨“十月突破”
启动仪式在雄安新区高铁站
枢纽片区施工现场举行。会
上，雄安新区评选出100名“雄
安工匠”。

8月以来，雄安集团组织开
展了百名“雄安工匠”评选活
动，通过参建单位、建设单位和
雄安集团层层评选，最终选拔
出100名“雄安工匠”。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工匠精
神，创造“雄安质量”更需要“雄
安工匠”。据介绍，“雄安工匠”
覆盖钢筋工、混凝土工、砌筑
工、架子工等 16 个专业工种，
年龄最小者 25 岁，最大 58 岁，
平均年龄 41.7 岁，涉及参建企
业 33 家。3 个多月来，雄安集
团投资增长 300 亿元，容东安
置房全面出正负零，322栋建筑
节节高升；雄安商务服务中心
会展中心提前实现主体封顶；
高铁站枢纽片区建设全力冲

刺，“雄安质量”深入人心。这
百名“雄安工匠”主要是在“百
日攻坚”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
建设者。

“工匠精神是一种敬业、
专注的精神，从图纸到钢筋绑
扎，再到混凝土质量的把控等
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
要一丝不苟地去对待，精工细
作。”“雄安工匠”代表周向东
表示，未来的工作中，将从每
一个细节去认真落实，保证每
一个环节的质量，真正落实

“雄安质量”。
本次颁奖嘉宾由新区各参

建单位中的10位全国劳动模范
担任，这是劳模精神的传承，也
是工匠精神的弘扬，更是铁人
精神的践行。会上，雄安新区
在总结“百日攻坚”经验的基础
上，还启动了“十月突破”活动，
进一步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推广片区建设管理成功模
式，开创新区大规模建设新
局面。

雄安新区评选
百名“雄安工匠”

（上接第一版）褐色沉积岩就露了出来。“我们
林场大部分都是这种石质山，以上世纪50年代
的技术水平，造林之难可想而知。”迟明峰说。

1954年，黄土梁子林场建立，全场干部职
工只有9人。林场负责7.5个公社、35个村的造
林，辖区森林覆盖率仅0.6%。

“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山无柴烧，
用材更发愁。”不绿荒山誓不回，林场决心啃下
硬骨头，目标就选在地质条件最差的龙潭山。

“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霜，吃的百家饭，
住的饲养站。”9名汉子凭着一种使命至上的
责任感，追逐着心中的绿色梦想。

60余年三代林场人奋斗不止，如今,黄土
梁子林场林地面积达22万亩，森林覆盖率超
71%。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无山不绿，有
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的绿水青山。

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发展定位，平泉
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创新实施了围山转、围田
转、围水转、围川转、围矿转“五围”生态治理
模式，全市宜林荒山全部实现绿化。目前，全
市有林地面积达到 296.6 万亩，森林蓄积量
55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6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加快国土绿化
的同时，平泉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南五十家子镇后甸子村后山，株株果树
排成行、连成片。4年来，在村党支部书记李金
山带领下，全体村民栽植果树2000亩、15.8万
株，荒山变成“花果山”。

“不看人均看人人，我要带领村民实现
‘人人收入超万元’，让荒山真正成为金山。”
李金山信心满满。

冬春季节有大棚樱桃、葡萄，夏季有李
子、桃，秋季有梨和苹果，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经过持续扶持打造，平泉市经济林基地已达
105万亩，其中67万亩是山杏。

山杏抗寒耐瘠，生态效益显著。近几年，
平泉在浅山缓坡上新栽山杏 25.2 万亩，使全
县森林覆盖率提高近14个百分点。

过去，山杏除杏仁能用来熬粥、腌咸菜
外，别无他用。如今山杏却成为平泉人的“摇
钱树”，更带起了循环经济产业链。

山杏不用人伺候，成熟后用竿子一敲打，
百姓捡到篮子里就能卖钱。脱壳后，杏仁可制
作杏仁露、杏瓣、干果，杏仁壳可用来制作活
性炭。生产活性炭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可以用
来发电，废渣则是最好的生物肥料。

这还不是终点。在杏林春晓承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3300万元的超临界苦杏仁
萃取生产线正在加紧建设，公司董事长霍剑
军说，从杏仁中提取的苦杏仁苷、苦杏仁总黄
酮、脂肪酸等产品，将用来制药和制作高端化
妆品。项目建成后，每颗杏仁利用率达到95%。

凭借不断延长的产业链条，一株株山杏
成就了一道生态、生产、生活“三生有杏”的独
特景观。

“山顶绿树盖帽、山中果树缠腰、平地菌
菜唱主调”。平泉在建设生态涵养功能区的同
时，实现了产业发展生态化。

“三全”防贫，小康路上不让一户掉队

2017年，平泉市以“零漏评、零错退，群众
认可度全省之首（97.71%）”的成绩，成为我省
首批脱贫摘帽县之一。

如何真正让贫困户脱贫不返贫，平泉创
新实施全民健康工程、全民素质工程、全民致
富工程“三全工程”，让老百姓壮身板、富脑
袋、鼓腰包。

52岁的南五十家子镇杨杖子村村民董尚
武原是一名木匠，凭着好手艺月入 5000 元。
2018年，董尚武颈椎病加重，压迫下肢神经致
残，收入锐减大半。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脱贫攻坚的难
点所在。”平泉市扶贫办主任鲁文学说，最高
峰时，该市因病致贫、返贫比例高达47%。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该市实施
全民健康工程，投资15亿元，不断加强疾病预

防措施，改善基层医疗条件，完善医疗保险制
度，有效解决贫困群众“未病在哪里防”“小病去
哪里看”和“大病费用从哪里出”等突出问题。

从2019年起，政府出资为45岁至64岁城乡
居民提供免费体检。截至目前，平泉已有10万城
乡居民享受到免费体检，检出病例4.5万人次，
提出住院、转诊、复查等医学建议7.6万人次。

小病治在“村前”。针对村医年龄高、少办
公场所、普遍学历低的问题，该市选派100名
适龄青年到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免费参加乡村
医生定向培养，为村级医疗补充“新鲜血液”；
面向546名在岗乡村医生每年开展基本医疗
知识培训；累计投资4.8亿元，实施乡镇卫生院
改扩建、84个贫困村卫生室升级改造等项目。

治病钱送到“跟前”。在全额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费用的基础上，
平泉为 4.2 万名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购
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
过500元的部分，按照60%的比例获得报销。

要富“口袋”，先富“脑袋”。为提升群众自
我发展能力，平泉推出“志智双扶”，实施全民
素质提升工程。以《新时代村民素质提升准
则》为蓝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
科学技能、文化修养等综合素质，为脱贫成果
巩固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撑。

壮了身板，富了脑袋，还得帮农民找准致
富路子。

最近，卧龙镇碾子沟村村民徐海峰忙得不
可开交。他承包的4个大棚香菇长势喜人，已
经收了四五茬，公司统一收购，销路根本不愁。

徐海峰一家5口，原本父母多病，主要经济
来源仅仅依靠几亩薄田，生活过得很是艰难。

“致富没门路、投入没本钱、经营怕风
险”，曾一度困扰贫困群众，对此，平泉市探索
实施了“投入零成本、经营零风险、就业零距
离”的“三零”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以徐海峰为例，食用菌生产园区赊给他2
万个菌棒，并无偿提供菌棚及配套设备，待获

得稳定收益后再收回欠款。
“今年赚上10万块钱没问题。”在“三零”

模式带动下，徐海峰走上了致富路。
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整合各类资金2.9

亿元，持续投向以食用菌为主，以设施菜、经果
林等为辅的“一主多辅”特色产业。大力推进“户
均2万袋菌”“一户一棚”“人均百株果”等致富子
工程，使贫困户2项产业覆盖率达到100%。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逐步实现贫困户由
“政府管”变成“产业管”，让贫困户人人有事
做、户户有活干、生活更富裕。

城乡统筹，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
每一名百姓

平泉“七山一水二分田”，总面积3294平
方公里，区域面积大、人口居住分散、经济相
对落后。原有行政村291个，自然村1918个，最
小的自然村仅有9口人。

想发展就必须闯出一条适合山区推进城
镇化的新路。

2011 年，平泉在全省率先启动中心村建
设，推动农村人口集中、要素集约、配套集聚。
通过把偏远山区的人口有序转移出来，集中
力量完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集中配备学
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并把腾退的土地用
来发展产业，从根上化解制约城乡统筹的难
题，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桲椤树社区是我省最大的农村社区，曾
经，33个自然村中有19个居住在深山沟里，饮
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制约着发展。

借助县里推进中心村建设契机，桲椤树
社区坚持园区社区一起建，产业围着社区转，
帮助贫困户挪出了穷窝窝。

“多亏了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133.5平方
米楼房，我只花了12000元。”2017年，村民赵玉
明脱掉泥鞋换拖鞋、拆掉土坯大炕住上了楼房。

为了让赵玉明们搬得出，能致富，社区建
起了蔬菜产业园区和食用菌产业园区，让他

们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稳定增收。
寄宿制小学、养老院、卫生所、中心公园、

标准足球场……如今，桲椤树社区各种配套
设施一点不比城市差，还被评为中国美丽乡
村百家范例。

一个社区的变化，折射全市的变迁。截至目
前，该市累计投入资金18亿多元，实施中心村
新民居工程48个，共有3万多名居民从低矮的
平房搬进具有田园特色、城市服务的居民小区。

该市按照以生产方式转变带动生活方式
转变的思路，将项目和资金摆布在中心村。
2012年以来，平泉106个投资千万元的农业产
业化项目，就有79个摆布在中心村，建成农业
产业园区16个，7300多户参与经营或入园打
工实现增收。

早上6点30分，台头山镇裁缝沟村63岁
的王金山，拎上两筐菜出家门抬脚便上了开
往县城的公交车。2个小时后抵达县城，转手
就卖了160多块钱。

“新公交车又安全又方便。”王金山说，以
前菜吃不完就烂地里，现在到县城不但卖上
了好价，还能到大超市买点高档日用品。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交通要先行。”市交
通运输局局长刘国权说，该市先后投入资金
近2亿元，规划运营线路70条，投入新能源公
交车150台，率先在全省完成了城乡道路客运
一体化改革，形成城市公交、城乡公交、镇村
公交三级联网、互联互通、无缝衔接，零距离
换乘的快速公共交通网络。

城乡公交全部采用阶梯票价、分段计费，
群众出行费用比原来平均降低50%。“村村通
公交”，打通了农村人流、物流、信息流“最后
一公里”，缩小城乡差距，提升百姓幸福感。

“生态是平泉的最大优势，也是平泉发展
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平泉市市长曹佐金说，
向绿而行，平泉正全力打造京津冀水源涵养功
能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全国城乡融合
发展先行区和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生态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