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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世界粮食日和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第二批16家省级粮食安全宣传教育
基地名单公布

消费加速回暖折射经济强劲复苏
——来自“双节”的一线观察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冯 阳

国庆中秋双节假期，一个个数据尽
显经济暖意。

全省联网高速公路预计出口流量
2527.9万辆，入口流量2480.2万辆；全省
151 家商企入账 26.5 亿元，同比增长
4.9%……

在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个
“十一”黄金周，我省消费市场复苏明
显，旅游出行、餐饮购物、文化娱乐均呈
现繁荣景象。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
集中释放，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发展新
动能澎湃涌动，我省经济呈现出强劲韧
性和巨大潜力。

黄金周“动”起来，释放经
济复苏信号

古城墙上游人如织，古街巷里灯火
辉煌，旅游小火车巡游穿梭……歌声十
里，夜不罢市，游客们漫步在夜色阑珊
的大街小巷，听着音乐广场和阳和楼
传来的动情歌声，尽享千年古郡的万
种风情。

“十一”黄金周期间，古城正定38项
200场次文化活动吸引了八方来客。10
月 1日至 8日，客流量达 131.75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旅游总收入 15.2 亿元，
同比增长5.8%。

一起回家享亲情时光，全家出游赏
“诗和远方”，会朋访友叙深厚情谊……
国庆中秋，双节重合，举国同庆。在经
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对这个来
之不易的假期倍加珍惜，纷纷走出家
门，去实现曾经因疫情中断的回家或出
游计划。重新流动起来的河北又现生
机活力。

这个假期，家是很多奔走在路上的
人们共同的目的地。不少人感慨，家国
无恙，今年国庆有迟来的春节味道——

“回到家，真幸福！”在上海工作的
李玲今年第一次回到衡水老家，朋友圈
里简短几个字配上几张家常菜照片，洋
溢满满的幸福感。

省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显示，国庆
中秋假日期间，全省联网高速公路预计
出口流量 2527.9 万辆，入口流量 2480.2
万辆。预计全省道路运输完成客运
197.09 万人次，全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35.1万人次。

这个假期，随着中国迅速控制住疫
情并率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经济逐
月复苏，消费日渐回暖——

10 月 1 日 9 时整，西柏坡纪念馆广
场前，一场升国旗仪式隆重举行。来自
保定的游客李庆伟激动地说：“双节同
庆，家国同心。能在‘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的西柏坡参加升旗仪式，更加能感
受到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喜悦。”

沿着天桥漫步，听列车驶过的隆隆
声，看民国风情的商业拱廊。“十一”黄
金周期间，在廊坊市区老火车站路轨南
端，以“廊坊1898”命名的文化商街开街
面世，成为廊坊的文化新地标。

参加“超级大锅”煮海鲜，品尝十大
扇贝美食名品，欣赏真人皮影戏……中
国·北戴河首届扇贝美食文化节上，近百
家知名海产品企业联袂上演海鲜美食
展，为游客奉献了一道道“饕餮大餐”。

……
“假日经济火热，既体现抗击疫情

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也是表明经济
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的明确信号。”不少
业内人士表示。

利好政策提振，消费需求
集中释放

黄金周期间，邯郸市美食林超市千
鑫店张灯结彩，喜庆热闹。货架上，各
类新鲜蔬果、肉蛋饮品应有尽有。10月
1日至8日，美食林超市线上线下整体销
售额同比增长21.5%，其中线上部分
同比增长3.8%。

夜幕降临，保定军校便民
市场，占地 6000 平方米的夜
市美食城人气正旺。麻辣
烫、烤冷面、铁板鱿鱼、东北
烧烤、麻辣海鲜……商家吆
喝叫卖，食客大快朵颐，浓
浓 的 烟 火 气 ，弥 漫 在 夜
空中。

商超人气旺，餐饮活力
足，都是这个假期消费火、经
济暖的注脚。

把疫情损失补回来！从政府
到企业都拿出实招、硬招，抢抓黄金
周契机提振消费。

石家庄市推出百家商企让利特惠
周、舞动味蕾美食周、e起云购直播周等
主题消费活动。廊坊市在发放电子消
费券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促销
活动……我省深入组织全国“消费促进
月”暨第十六届“幸福河北欢乐购”消费
促进活动，为加速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注入新动力。

利好政策持续释放，消费市场加速
回暖。10 月 1 日至 8 日，全省重点监测
的 96 家大中型商场、超市实现销售额
26.0 亿元，同比增长 4.8%；55 家大型餐
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096.3万元，同比
增长8.1%。

消费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热点不断
涌现。

消费升级趋势显著。汽车、智能家
电、金银珠宝等升级商品销售增幅明
显。唐山市监测的14家家用电器经营企
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3.8%；秦皇岛市
重点监测企业化妆品类、黄金珠宝类商
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和8%以上。

文化消费强劲复苏。各地博物馆、
图书馆、曲艺馆内的市民络绎不绝。国
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

《夺冠》等几部电影口碑不俗，带动了观
影热潮。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董葆茗表示，“十一”黄金周
消费需求旺盛，既来自人们被疫情抑制
的消费热情的集中释放，也来自经济复

苏回暖对消费升级的带动，凸显了我省
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信心。

新业态新气象，澎湃经济
发展新动能

这个假期，经过疫情大考，多种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市场有效供给，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的增
长点。

新模式释放新活力——
在承德避暑山庄，游客可以带上

VR 眼镜，欣赏烟雨楼和文园狮子林的
实时美景，还能手持智能弓箭狩猎，体
验皇家木兰秋狝。

在易县太行水镇，智能伴游机器人
不仅可以给游客提供代步服务，还能为
游客规划旅游线路，讲解景区的人文典
故、历史文化景观由来。

拥抱新科技，老景区展现新气象。
叠加新方式，新场馆有了新玩法。

9 月 30 日，石家庄图书馆新馆开始
试运行，有声图书馆、科普视频图书馆、
电子书借阅机等多媒体设备让读者耳
目一新。

新业态注入新动力——
10 月 5 日至 6 日，邢台市信都区商

务局牵头组织了多场电商直播活动。
在主播们的卖力推介下，小兴台黑豆
酒、“邢州香”红谷小米、老沙河马场梨

等一批当地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方式
销往全国各地。

节日期间，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网
上订餐、定制旅游等新型消费不断蓬勃
壮大。密室逃脱、VR游戏、汉服体验等
新型消费订单量快速增长。

新方式引领新风尚——
“真没想到‘光盘’还能有奖励。”10

月 1 日晚，石家庄市民陈先生一家五口
在渝乡辣婆婆川越食空店吃团圆饭，由
于“光盘行动”执行得好，他们获得了店
里赠送的20元代金券。

今年，中秋节撞上国庆节，以“家”
为单位的消费上涨。团圆宴、婚庆宴、
亲朋宴等推动餐饮市场快速复苏，按需
点菜、“光盘行动”“剩菜打包”等节俭用
餐引领假日消费新风尚。

到乡村去，也成为假日出游的新
潮流。

阳光正好，秋意正浓。10 月 2 日上
午，保定市竞秀区江城乡大激店村，水
如镜，人如织，商家忙。

“快来看看我从集上买的蔬菜多新
鲜。”在村里一处名叫“巢”的民宿院子，刚
采购食材回来的裘哲，一进门就兴奋地
喊。“好久没赶过村里的大集了，各种美
食、小吃、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浓
浓的烟火气，满满的儿时回忆。”裘哲说。

早起闲逛集市，午后沐风对饮，夜
晚赏月观星。国庆假期，很多游客选择
到广袤美丽的乡村田野去休闲度假，在
原木青瓦的民宿里圆诗酒田园梦，与村
民比邻而居，尽情地放松身心，享受原
生态的乡村生活。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秋收时
节，望着正在收获的金灿灿的谷穗，武
安市白府村村民路换叶笑了。

今年，路换叶种了 3 亩冀谷 39 谷
子新品种，专家测产亩产 350 公斤。他
告诉记者，他的责任田是丘陵地带的
旱地，浇不上水，靠雨养。按照目前谷
子的市场价，亩收入在1700元以上，比
以往种玉米每亩能增收 500 多元。“这
全靠省农科院谷子所和我们村合作社
推广的谷子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生产
技术。”

白府村位于浅山丘陵区，耕地多
为旱地。前些年，农民在旱地上种玉

米，只能望天收。近年来，武安市农
业部门和省农科院谷子所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确定了院市合作项
目——省农科院谷子所在武安市建立
谷子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示
范基地，谷子生产实行旱作雨养，白府
村被选定为第一个生产基地。

在白府村的谷子全程机械化绿色
高效生产示范基地，记者看到，冀谷
39、冀谷 45、冀谷 168、冀谷 38、冀谷 42
等抗除草剂新品种长势良好，一派丰
收景象。

该 基 地 负 责 人 朱 海 军 介 绍 ，目
前，基地生产面积 4000 多亩，省农科

院谷子所的抗旱新品种及其配套的
绿色生产技术都先在基地试验示范，
试验成功后向农民推广。基地的谷
子生产采用的是以全程机械化绿色
高效生产技术为核心、订单农业的模
式。示范田种植抗旱谷子新品种，并
以微生物菌肥、家养牲畜的粪肥、配
施部分复合肥做底肥，减施化肥 25%
以上，春季深翻后等雨播种，播前旋
耕，随后播种，以符合绿色标准的拿
捕净除草剂进行间苗除草，太阳能杀
虫灯防治虫害，采用春雷霉素等生物
杀菌剂防治病害，富硒谷子示范田喷
施酵素硒肥，生产过程全部符合绿色

生产标准。与此同时，示范田采用撒
肥机撒肥，旋耕机旋耕，精量播种机
播种，高地隙喷药机、无人机喷施药
剂，成熟期采用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收
获 ，实 现 了 耕 种 管 收 全 程 机 械 化
生产。

在院市合作项目白府村谷子全程
机械化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基地带
动下，近年来，武安市谷子生产面积逐
年扩大，目前已达到30万亩，农民增收
步伐加快。近日，省山区科技创新中
心和省农科院谷子所联合召开现场
会，在全省旱作雨养区推广应用全程
机械化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武安推广应用谷子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旱作雨养，“望天收”变增产田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高蛋白
大豆、高油大豆、无腥味大豆、鲜食大
豆，长花序的、多分枝的、单杆的、抗病
的、抗倒伏的、早熟的、四粒荚的……
各种类型的大豆育种材料，在几十亩
的大田里任由科研人员按育种需要进
行选择。这是记者近日在石家庄举行
的大豆种质基因库基础群体构建与优
异种质创新现场观摩暨交流研讨会上
见到的场景。

“我们的大豆种质基因库基础群体

构建与轮回选择育种试验田，汇集了黄
淮海区域的各类型优质大豆种质资源，
利用这些种质资源构建的群体，近年来
选育出冀豆21、冀豆24等5个新品种。”
省农科院粮油所大豆专家杨春燕介绍，
通过大豆种质基因库基础群体构建与
轮回选择育种，可以将丰富的基因汇集
到一个动态基因库中，有效解决了我国
大豆育成品种亲本来源狭窄、骨干品种
缺乏遗传多样性、多个优异性状聚合育
种困难等问题，为实现大豆育种新突破

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我省领衔的大豆种质基

因库基础群体构建与轮回选择育种
试验田，正在构建黄淮海主产区级种
质基因库基础群体，并对主产区级种
质基因库基础群体进行生态适应性
和育种性调查，开展供体种质测序数
据分析。下一步将构建全国种质基
因库基础群体，努力完善全国大豆合
作育种长效机制，构建公益性大豆育
种平台。

杨春燕介绍，为实现大豆种质资
源大规模高效利用，在我国大豆专家
盖钧镒院士的提议下，2016 年“大豆种
质基因库基础群体构建与优异种质创
新”被列入“十三五”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重点任务。该
研究是以河北省农科院粮油所构建的
大豆雄性核不育基因互交所培育的轮
回选择群体为基础，利用大豆隐性雄
性核不育基因，将我国上千份的优异
种质资源导入到一个自然群体中，形
成一个种质基因库群体，使大豆优良
基因保存在一个开放的田间种植系统
中，不断挖掘种质资源中各种各样的
有利基因，服务于不同生态区的育种
需求。

我省探索建立大豆育种开放型种质资源库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今
年 10 月 16 日为第 40 个世界粮
食日，所在周为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等五部门统一部署，10
月 12 日，我省世界粮食日和全
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
石家庄举行。

第40个世界粮食日的主题
为“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
行动造就未来”；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主题为“端牢中国饭碗，
共筑全球粮安”，我省的宣传主
题为“制止粮食浪费，促进节粮
减损”。

此次活动由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河北局、省农业农村厅、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妇联联合举
办，旨在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大
力宣传我省粮食工作成效，普
及粮食安全知识，弘扬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营造敬
畏自然、尊重劳动的社会风尚，
助力良好家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作出新贡献。

为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宣传
教育长效机制，启动仪式上，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了我省
第二批16家省级粮食安全宣传
教育基地名单，并为企业授牌。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从 10 月 12 日举行的我省世界
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 9 月底，
我省10个“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示范项目全部启动。

10 个示范项目包括 8 地的
9 个 项 目 及 1 个 省 级 示 范 项
目。其中，邯郸市邯山区、衡水
市冀州区已基本完成建设任
务，宁晋县、定州市和中粮面业

（秦皇岛）鹏泰公司已完成项目
建设任务的80%以上，其他4个

“中国好粮油”示范县已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的60%以上。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是
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在粮食流通领域实施的“优
质粮食工程”的三个子项目之
一，旨在促进优粮优产、优粮优
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
优销。

全省10个“中国好粮油”
示 范 项 目 全 部 启 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由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省
发改委组织清华大学、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国家可再生能源
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唐
山市标准化协会专家组成考核
组，对唐山金利海生物柴油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的生物柴油生
产过程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进
行考核评估。经评审，该项目
标准化建设成效明显，以高分
通过考核评估。

该项目于 2017年 2月由国
家标准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发文立项批准建设，是我省
首个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

项目建设3年多来，唐山金

利海生物柴油股份有限公司将
“重复利用、闭路循环”的理念
应用于全过程，围绕餐厨废油
制备生物柴油产业链和污水再
利用链条，形成科研引领、专利
支撑、标准推动“三位一体”的
标准化工作模式，集成建立了
包括 164 项标准的循环经济标
准体系。主持和参与制定《生
物柴油（BD100）原料 废弃油
脂》《生物柴油工业名词术语》
等行业标准6项，填补了生物柴
油行业标准空白。主持制定

《内燃机用生物柴油通用技术
要求》河北省地方标准1项。牵
头制定《生物柴油B100》团体标
准1项。

河北省首个国家循环经济
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河北
省民用水表燃气表强制检定改
革试点方案》，着力破解当前民
用水表、燃气表强制检定制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增强优质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方案提出，构
建强制检定新模式，授权企业
对本企业制造的民用水表、燃
气表在出厂销售前按照国家计
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经检定
合格后，在安装使用前可不再
进行首次强制检定。

方案提出，企业公开承诺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配备符合
要求的计量标准、设施环境和
人员，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对制造销售的每台民用水表、
燃气表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实施计量检定，保证其计量性
能合格。

省市场监管局指定计量检
定机构对被授权企业已检定合
格的民用水表、燃气表通过监督
抽样方式进行核查检定。被指
定的计量检定机构依据《民用水
表燃气表核查检定规则》开展工
作。核查检定不收取费用。

供水、供气经营单位或使
用单位对被授权企业已检定合
格的民用水表、燃气表进行验
收登记，并依法向使用地所在
县（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
经所在县（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确认后方能安装使用。核查检
定不合格结果向社会公开，并
纳入信用监管体系，加强失信
惩戒。对违反公开承诺的，撤
销其强制检定计量授权。

方案提出，改革坚持“企业
自愿，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原
则进行。结合我省情况，确定2
至3家企业开展试点。

我省推行民用水表燃气表
强 制 检 定 改 革 试 点

10月2日，游客在邢台市南和区邵屯村的果丰冬枣观光采摘园
采摘鲜枣。金秋时节，邵屯村的200余亩鲜枣、观赏枣喜获丰收。
近年来，邢台市南和区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优质水果
种植，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国庆假期，
磁县旅游景点
接 待 游 客 逾
180万人次。

图①为磁
州水墨园一角。

图②为游
客在磁县天保
寨景区游玩。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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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