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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搭平台 打开农产品销路
——邢台市供销合作社全力服务农民增收探访

花果满山富农家

邢台市场监管局举办
“代表委员谈质量”活动

清河经济开发区为企业
解决1000余名各类人才需求

专属二维码追踪蔬菜种植全过程
——第二届邢台国际十字花科蔬菜产业大会亮点写真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李建立）日
前，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指导，省公安厅
交通警察总队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慧交通管理产
业联盟年会“交通组织精细化和信号控制优化论
坛”在邢台举行。与会人员认为，邢台市结合实
际，创新推出了一批交通管理精品化小工程，措施
实际管用，效果明显提升，值得借鉴。

新华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曾因大量公交车需
左转，严重影响新华路通行效率。现在，新华路最
右侧车道新设置成一条复合可变车道，左转绿灯亮
时，复合车道允许公交车左转，其余时间为右转加
直行可变车道，这样公交车在左转车道和复合车道
都可以左转，通行效率大幅提高。目前，该市已经
在中华路、守敬路等51个路口103个方向设置了复
合可变车道，在团结大街、开元路等25个路口53个
方向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路口通行效率提升11%。

按照“平峰少停车、高峰少等待”的思路，邢台
市交管部门结合市区交通特点，科学优化信号灯
灯控方案。目前，已经完成全市主城区内 166 个
红绿灯路口信控方案的设计，路口平均车速提升
约10%。

针对学校、幼儿园门前交通秩序混乱问题，邢
台市交管部门联合教育、城管等部门，完善综合治
理机制，设立交警护学岗，创新推出“一校一警一
策一会一档”的工作法，目前，已在中兴路小学、育
才小学等 48 所毗邻市区交通主干道的学校开展
工作，基本达到了“家长等待有序、各类车辆停放
有位、无商贩摆摊设点”的实际效果。

改造增设潮汐、限时停车位，最大限度缓解群
众停车难问题。目前，该市交管部门在新东街等
13条小街道全程设置了潮汐停车带，在省眼科医
院等 64 个公厕点位，设置了限时专用停车位 128
个。在中北世纪城等点位，设置出租车临时落客点
136个，人性化停车管理举措得到群众充分认可。

为规范行人过街秩序，邢台市交管部门在守
敬路与拥军街口、元街口等19个点位设置了可触
摸式人行过街信号灯，在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的同
时兼顾道路通行效率。在市区9个路口设置乌克
兰式防遮挡信号灯，并在信号灯杆上增设LED灯
带，与红绿灯同步闪烁，提升辨识度，彻底解决了
道路树木遮挡信号灯、交通标志的问题。

“通过推进这些交通管理精品化小工程，市区道路交通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优化。”邢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赵建文
表示，下一步，将坚持“需求导向、按需定建、紧贴实战”的原则，构
建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均衡车流分布，全面建设智慧交通大
脑系统，进一步提升交通参与者的出行体验。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范亮虎

“我们的白菜在北京卖到了 50 元
一颗，带去的白菜瞬间被抢光。”近日，
由 中 华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主 办 的

“2020消费扶贫·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产
销对接会”在北京举行，平乡县韩军亮
家庭农场应邀参加。韩军亮说，滏河贡
白菜是平乡特产，个头均匀、味甜可
口，但由于缺少渠道，一直卖不上价，

“这一次有邢台市供销合作社给咱帮
忙，再不愁销路了！”

不只是组织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各
类产销对接，邢台市供销合作社还发挥
优势，围绕如何激活乡村资产、提供土
地托管服务等方面，不断拓展农民增收
的渠道和路径。今年以来，邢台市倾力
开展以全民增收为重点的乡村振兴行
动，全市供销系统积极拓展服务领域，
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
台，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搭建销售平台，畅通
农副产品市场渠道

邢台市供销合作社果品批发市场
是当地唯一一家大型干鲜果品交易批
发市场，外联北京新发地、郑州万邦等
国内大型市场，内销终端遍布全市，共
有 200 多个连锁店、5000 多个零散摊
点，承担着全市八成以上的果品交
易量。

“果品批发市场帮我解决了摊位
问题，还给减免了费用。”临城县黑城
乡前都丰村村民赵军艳说，以前，她种
植梨和柿子收入不高。2019年，在市供
销合作社的鼓励引导下，在果品批发
市场扶贫馆摆摊，如今，每天能卖出约
5000公斤水果，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为使邢台贫困地区干鲜果品快速
进入市场，市供销合作社在果品批发
市场专设扶贫馆专卖区，提供 50 多个
摊位，通过减免费用等措施，鼓励贫困
地区经销商户到市场销售并全力搞好
服务，带动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售。

今年以来，邢台市供销合作社还
先后 6 次组织 60 多家企业、农民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赴北京、廊坊等地参会
参展，帮助推销农副产品3000多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3 年来，共开展各类产
销对接活动 29场，帮扶 1200余名群众
脱贫。

线下“热闹”，线上“火爆”。市供销
合作社开通了淘宝“中华邢台馆”、京
东“中华邢台馆”等电商平台，通过直
播带货、扶贫产品“万单计划”线上促
销活动助农增收。消费扶贫月期间，仅
直播带货就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特产
品10万余单，交易额240万元。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销售遇
阻。没想到电商平台帮我们打开了销
路，1个小时直播带货，就销出去1万多
单。”广宗县手工锅巴生产商王廷强对
邢台市供销合作社的电商平台赞不

绝口。
目前，市供销合作社已筛选252种

农副产品网上销售，包括 18 个县（市、
区）的 60 家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和
1860 户帮扶对象。同时，积极领办、创
办县级电商运营中心 12 个，农村社区
电商服务站（点）1834个。截至10月，全
市供销系统电子商务销售额超过 6.8
亿元，同比增长63.3%。

搭建交易平台，有效激活
农村“沉睡资产”

“实在没想到，村集体的一座废弃
窑坑租价比预计高出好多倍，让村集
体增加了一大笔收入！”宁晋县凤凰镇
亭子头村的几位村干部感叹不已。

日前，亭子头村废弃窑坑流转项
目在县供销合作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顺利完成，镇村干部、村民代表共同监

督交易过程。该竞价项目出租期限为
10年，租金底价为 10万元。5名竞价人
经过 11轮报价，最终以 170万元成交，
溢价率达1600%。

事后，竞得方表示，他们从供销合
作社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获知信息后，
便在平台上办理相关手续，整个过程，
方便快捷，“公平、公开、公正交易，我
们心里有底，也放心！”

据介绍，市供销合作社已在全市
163 个乡（镇）、3426 个村设立服务网
点。今年以来，已有土地流转、集体资
产交易、村集体建设项目招标、产权抵
押融资等200多宗项目，在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实现交易，400余农户流转土地
4000 亩，1750 亩集体土地实现二次流
转，1900万元集体资产实现交易，交易
额突破3000万元。

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

发展，事关乡村振兴和农村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市供销合作社有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交
易，改变了过去交易信息不对称、竞争
不充分、低价转让等现象，杜绝了围标
串标、暗箱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为农
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盘活农村闲置
资产、促进土地增效、农民增收、消除
信访隐患等提供了保障。

搭建服务平台，催生乡村
振兴新动能

“干活的人都是县供销合作社安
排的，我家的耕地都托管给他们了。”
柏乡县内步乡马村村民常计川说，以
前购买农资、耕种、打药、收货、销售都
得自己张罗，管不过来，自从县供销合
作社提供了菜单式托管服务，自己成
了“甩手掌柜”，省心不说，产量也有了
保障。

近年来，邢台市供销系统探索推进
土地托管、半托管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方式，提供包括农资配送、配
方施肥、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收割烘
干、加工销售等“一条龙”式服务，有效
降低了种地成本，提高了农民收入。

沙河市蝉房乡供销合作社联合1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起蝉房乡供
销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推行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种植，3 万亩土地实现托
管，主要种植板栗、核桃、苹果，并注册
了“蝉房板栗”“蝉房香”等多个农产品
商标，经营的板栗和苹果、核桃、柿饼
等系列果品畅销全国，1000 余农户实
现增收。

时下，清河县马屯红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生产车间内马力全开，工人们
分装、封箱，忙得不亦乐乎。马屯红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市供销合作社领
办、创办，托管的2300余亩土地全部种
上了山楂树，亩产山楂5000斤，亩均收
益 1 万元，带动周边 13 个村 3000 多农
户种植山楂，发展成我国平原地区最
大的山楂种植基地之一。山楂酒、山楂
果汁、山楂果脯、山楂茶……马屯红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出了“只恋山楂”
绿色生态品牌，现已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目前，邢台市供销系统已初步形
成柏乡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
户”、宁晋县“专业合作社+村支部+农
户”、内丘县“庄稼医院+农户”、清河县

“基层社+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典型模
式，土地托管、半托管面积达到 185 万
亩，有效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
问题。

同时，通过土地托管和半托管式
服务，改变了“家家地不多，户户各干
各”的经营现状，培育了一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有效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为全市供销系统开展“千
斤粮、万元钱”农民增收行动以及调整
种植结构、产业结构和打造优质农产
品品牌打下了坚实基础。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王聚芬

金秋时节的邢台市信都区西黄村
镇，漫山遍野绿色之中，一嘟噜一嘟噜
的酸枣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一
个个忙碌捡拾酸枣的身影在田间地头
穿梭，农户笑容里绽放出丰收的喜悦。

“这一带最不缺的就是酸枣，有野生
的，有人工抚育的，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酸枣树不光给山场增
添了绿色，还发展成为富农产业。”在西
黄村镇东川口村，镇干部关明峰介绍，东
川口村是全镇酸枣种植最集中的区域，
面积超过4000亩，全村几乎家家户户有
酸枣树，每年酸枣收入人均超过1万元。

多年来，东川口村百姓挖掘野生酸
枣资源优势，开展野生酸枣抚育和人工

种植，同时联合高等院校培育优良品
种，酸枣树成了群众致富的摇钱树。

摇钱树可不只是酸枣树。
在信都区东侯峪村蜜桃种植基地，

种满蜜桃树的水平沟一条一带地在山
腰间弯弯绕绕，沉甸甸的果实和诱人的
桃香令人垂涎欲滴。东侯峪村党支部书
记陈立强说：“早熟蜜桃早就销售一空
了，2000 亩晚熟蜜桃刚刚上市，又是个
好收成。”

位于东岳村的肽吉生态农场，高效
西红柿采收后种植的大白菜、萝卜等秋

季蔬菜长势旺盛，效益可观；小埝村的金
银花种植基地、西黄村村的桑葚种植、踏
溪湖生态观光园的樱桃种植……一个又
一个高效种植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在太行
山扎根拔节，经过生态治理、山场开发、
农业转型，太行山里可谓花果满山。

山场绿了，百姓富了。
为全面破解浅山丘陵区绿化断带

和生态破坏难题，邢台市信都区采用
“郝氏造林法”，对不宜开发的荒山种植
侧柏、山杏等生态林，筑牢绿色生态基
础。宜林山场引导农村群众因地制宜调

整种植结构，全面调动群众治山治坡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吸引社会力量投
资，集中连片实施山场高标准开发治
理，为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千斤粮、万元钱”产业稳步推进，红
杏、山楂、樱桃、桑葚、蜜桃等果树种植如
火如荼，中药材和花卉等特色种植也遍地
开花。目前，在邢台市信都区西部山区，
一批特色农林基地初步形成，农业综合
效益稳步提高，仅在西黄村镇，就有樱
桃、桑葚等特色种植基地15个，发展错季
蔬菜、高效果品等特色种植4.5万余亩。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梁慧丽

蔬菜瓜果鲜翠欲滴，绿意葱郁的叶
菜充盈其间，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林
立……日前，第二届邢台国际十字花科
蔬菜产业大会的新优品种展示现场，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种苗企业负责
人、蔬菜批发商、种植大户、专家学者。

荆丽林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种子生
产加工企业，他说，看过这么多甘蓝品
种，最喜欢的还是邢台市蔬菜种子公司
研发的邢甘279这个品种。今年，他已顺
利完成了这一品种在太原市的试种，年
内就可以投入市场。“这个甘蓝光泽好、
有亮度、水分多，属于水果甘蓝，吃起来
味道发甜、口感清脆。它价格不贵，真正
能满足老百姓吃饱、吃好的要求，是一个

市场前景非常好的蔬菜品种。”说起这个
品种的优点，荆丽林如数家珍。

据了解，来自国内外150余家企业、
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大类 2085 个品种
的十字花科蔬菜亮相地展。在占地面积
为 100 亩的展示园区内，灌溉、排水、道
路及配套设施完善，为品种展示和参观
提供了有力硬件保障。不同作物从播种、
育苗、定植、田间管理、植保等环节都由
经验丰富的作物专员负责，确保每一株
作物都能得到最专业的栽培管理。

同时，数字化地展可以实现品种种
植表现的全程追踪。每一个参展企业、
品种都有专属二维码，参观者扫描二维
码即可查看品种的详细介绍、生长期图
片、视频等。

“我们还将为展示品种提供详细的
生长过程数据记录、图片拍摄、视频拍
摄等，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种植试验报
告。”大会地展承办方河北捷如美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会敏介绍，
今年的地展小程序保留了 2019 年地展

数据，方便连续参加种植的客户查看去
年和今年的品种数据及图片。

近年来，邢台市高度重视十字花科
蔬菜产业发展，专门出台相关政策，在
项目用地、融资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涌现出河北捷如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等种子产业发展龙头企业，正在成
为华北地区蔬菜种子研发生产基地。其
中，任泽区已发展十字花科蔬菜 2.2 万
亩，计划通过3年持续推进，发展十字花
科蔬菜10万亩。

河北日报讯（王岩）“多亏
了清河经济开发区组织的对接
会，我们公司的销售收入突飞
猛进。”河北沃美诺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新跃说，该
公司原是一个家族式小规模企
业，因管理、技术落后，企业经
营困难。在清河经济开发区组
织的一次对接会上，公司招聘
到一名生产经理和一名技术专
家，半年时间，公司的生产效率
就提高了 30%，技术水平也是

“水涨船高”，当年公司实现扭
亏为盈。

近年来，清河经济开发区
强化“以平台聚集人才、以项目
培育人才、以人才吸引人才、以
环境留住人才”4 个有力抓手，
以人才优势助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该区成立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搭建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围
绕企业人才需求，定期开展“人
才赶大集”等活动。同时，创新搭
建人才信息电脑端、手机端、微
信公众号和自助应聘终端 4 个
服务平台，实现用工、应聘信息
一网集成。今年以来，已为企业
解决1000余名各类人才需求。

该区积极推动人才工作项
目化。目前，已建成高等院校产
学研基地 13 家，为企业短期引
进硕士以上人才180余人。大力
推进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创建，聚集高端人才。截
至目前，引导区内企业建成院
士工作站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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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
晨 通讯员张秀云）日前，邢台
市市场监管局邀请近30位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民主党
派骨干成员，举办了“代表委员
谈质量”活动。

在以“建设质量强市 决
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座谈会
上，邢台市“质量强市”战略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场监管
局党组书记柳金钟介绍了全市
质量工作进展情况。近年来，该
市坚持以转型升级和质量提升
为核心，狠抓区域产品质量整
治提升，积极推进品牌战略，认
真落实质量奖励制度，大胆探
索建立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

准体系，持续加强产品、工程、
生态、服务质量监管，全社会质
量意识明显增强，质量整体水
平不断提升。代表委员们立足
邢台实际、结合本职工作，围绕
如何促进全市工业企业、旅游
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等高
质量发展各抒己见，为邢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踊跃出主
意、想办法，建诤言、献良策。

随后，与会人员还实地考察
了南和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和邢台市海裕锂能电池设
备有限公司等，深入了解这些企
业在质量管理、科技创新等方面
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

日前，邢台日报社三下乡“大篷车”走进隆尧县东良镇，此次活
动由邢台日报社和隆尧县委、县政府主办。这是“大篷车”农技专家
为农民朋友送农技资料。 河北日报通讯员 邱洪生摄

近日，清河县马屯红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山楂基地迎来丰收，基地员工在采
摘山楂。在邢台市供销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下，红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了2300
余亩土地种上了山楂树，亩均收益达到1万元。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日前，市果品批发市场扶贫馆专卖区的商户在整理果品。为了帮
助贫困地区干鲜果品快速进入市场，邢台市供销合作社在市果品批发
市场设立扶贫馆专卖区，为贫困果农提供50多个摊位，通过减免费用
鼓励贫困地区经销大户到市场销售产品。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