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春节，秦皇岛市海港区海滨路街道耀华社区走访慰
问片区内的老党员、行动不便的居民等，并为他们送上米面
油和春联福字等慰问品。 河北日报通讯员 曹建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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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今年20项民生实事项目确定

棚户区改造今年新开工1.3万套

外卖“年夜饭” 年味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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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创业担保贷款2亿元；对4.5万
名城乡企业职工和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人员、退役军人
等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新建、改扩建5所中小学校、6所公
办幼儿园，新增普惠幼儿园50所，新增普惠学位1万个；改造
98个老旧小区；新增公共停车位不少于7500个；完成106个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新改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3万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2月4日，秦
皇岛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倡议书，号召
广大市民群众和在外学习工作的朋友们
春节假期减少流动、就地过年。在此期间，
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将保持“一办十二组”
疫情防控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组织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抓实抓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温
暖幸福、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据了解，秦皇岛市始终筑牢境外输入
防线、中高风险地区来返秦防线、人物同防
防线、重点场所防线、人员聚集防线等5道
疫情防线，保障群众健康安全过年。

秦皇岛市聚焦 5 类重点人员，保障群
众温暖幸福过年。针对来秦务工人员，该市
引导企业依法依规全面落实加班补贴政
策，并做好防寒保暖以及吃、住等全方位生
活保障，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
包”，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
活动。针对困难老人、孤儿、留守妇女和儿
童、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精神
病人等特殊群体，包括因就地过年无法探
望的老人、儿童等，全面摸底排查，主动帮
扶关爱，开展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和情感
关怀活动。针对留校师生，鼓励大中专院校
加强师生食堂保供稳价和住宿保障，提前
制定错峰开学方案，并做好留校师生的关
心关爱和安全管理。针对集中隔离人员，严
格要求集中隔离场所加强人文关怀和温馨
服务，并根据需求做好心理疏导。针对有就
业需求的群众，要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机构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
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就业困难人员开展

“一对一”就业服务，确保让每个人都能安
心留下、舒心过年。

如何才能让就地过年的群众欢乐祥和
过大年？秦皇岛市多部门联动稳岗留工，人
社、工信、民政、交通、扶贫、工会、妇联七部
门成立工作专班，联合开展“迎新春送温
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送温暖”留心、强
政策留岗、稳生产留工、优服务留人，让就
地过年务工人员得到更多关怀。

同时，该市多措并举备足年货，组织大
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商超拓展货源渠
道、增加库存数量、丰富商品种类，引导物
流配送企业保持正常运营，倡导社区、乡村
零售网点春节假期每日营业时间不少于8
小时，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保障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年货更丰富更多样。

此外，该市通过文旅活动增添年味，鼓励天下第一关景区正常
开放，保障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等文体场所开放时间，同时推动
文化惠民活动由线下转为线上，组织新春公益演出周、正月十五元
宵节有奖灯谜等72项线上文化活动，让就地过年过出浓浓年味。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近日，秦
皇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召开。会议中，经全体代表投票表
决，确定 2021 年市政府 20 项民生实事
项目。

秦皇岛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按照省政府有关要求，及早着手该市民
生实事谋划工作。从 2020 年 12 月中旬
开始，通过组织市直部门研究、人大代
表建言献策、新闻媒体向社会征集，以
及市长公开电话分析等形式，共收集各
类事项 87 项，对接省 2021 年拟实施的
20项民心工程相关内容，重点筛选整理
出候选民生实事项目初稿。之后，多次
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深
入研究、修改完善，经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并报请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

秦皇岛市在确定民生实事过程中，
始终坚持贴近民心、年内见效、责任明
晰、省市衔接等原则。在贴近民心方
面，该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
先安排群众最需要、最迫切、代表性
强、感受深的项目。为保障年内见效，
该市选择可操作、能落地、能干成的项
目，尽量做到年内有成效、有结果。为
确保责任明晰，该市明确项目目标任
务，全力做到可监督、可测评考核。在
省市衔接工作中，该市在确定民生实
事项目时尽可能与省民心工程相对
应，既完成省下达任务，又结合该市实
际予以充实完善。

最终，秦皇岛市 2021 年市政府 20
项民生实事项目确定，涉及创业、教育、
医疗等多个方面。

创业帮扶服务工程项目。该市将支
持 56 家创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创业
帮扶服务 6 万人次；为小微企业融资提
供创业担保贷款 2 亿元；继续落实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援
企稳岗政策。

职业技能提升工程项目。发放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1亿元，对4.5万名城乡企
业职工和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人
员、退役军人等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资源扩容工程项目。新建、改扩
建 5所中小学校、6所公办幼儿园。新增
普惠幼儿园50所，新增普惠学位1万个。

重大医疗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市中医医院
新病房楼年内实现主体完工；市第三医
院整体迁建、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和医学创伤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门诊慢性病利民便民工程项目。将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门诊慢性
病病种分别由 28种和 24种统一调增至
32种，评审权下放到各定点医疗机构。

救护车信息化管理工程项目。建设
救护车信息化管理平台，将全市公办、
民营医疗机构 200 台救护车纳入平台，
实行统一管理调度、统一服务价格，全

力提升急救服务能力。
防贫、防返贫工程项目。保持脱贫

县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设立防
贫保险和社会救助基金；对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零就业防贫监测户，实行
公益岗托底，确保每户至少有1人就业；
对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残疾人服务工程项目。为2000名以
上持证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为4860名
持证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为1000名有
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提供就业
培训，为1500名16岁以上有需求的重度
残疾人提供照护和托养服务，为580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扶老助弱工程项目。开展康复辅助
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对本市户籍65
岁以上老年人、符合条件的伤病人员等
群体租赁康复辅助器具，给予租金总额
60%补贴（每人每年不超过1200元）。

社区和居家养老工程项目。新设立
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点）22个，为老年
人提供膳食、保洁、出行等服务。

食用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工程项
目。抓好 2 个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示范试点，实现对主要食用农产品销售
信息源头追溯。

特色街区和便民市场建设工程项
目。新建万达广场、开滦路2条高端特色
街区；新建改建菜市场、生鲜超市10个。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改造98个
老旧小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

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新开工 1.3
万套，基本建成2500套。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工程项目。全面
推进前端智能感知设备安装工作，全市
达标型智慧安防小区建设完成率达到
80％以上。

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新增
公共停车位不少于7500个，缓解停车难
问题。

市政设施完善提升工程项目。累计
改造老旧管网 31.72 公里，惠及 20 个老
旧小区；实施 11 处易积水区域改造工
程，提高城市内涝防治能力；新建迎秋
里小学秦皇东大街路口、第八中学门前
2座过街天桥。

道路安全畅通工程项目。建设农村
公路 100 公里，国道 102 线秦皇岛市区
段改建工程、海滨路东西延伸工程全线
建成通车。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改造工
程项目。完成106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
新改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3万座。

全民健身工程项目。举办大型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10项（次）；组织万名中小
学生开展帆船（帆板）水上运动体验培
训活动，组织万名中小学生开展冰雪体
验活动；为100个行政村（小区）、公园等
安装或更新体育健身设施。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通讯员 吴双 苑云鹏

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了就地过年、居家过年。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很多家庭
已经把置办年夜饭提上了日程。
连日来，笔者走访多家餐饮企业
了解到，通过外卖的方式订购年
夜饭成为很多家庭的新选择。

近日，市民周先生在如意
坊用餐后，觉得“年夜饭大礼包”
很新颖，顺便预订了一套。“往年
过年我们都是自己在家做，特别
麻烦而且耽误时间，今年选择了
外卖的‘年夜饭大礼包’，就准备
在家里吃了，感觉特别方便。”周
先生说。

为了响应疫情防控要求，
目前秦皇岛市饭店烹饪餐饮行
业协会发起了“同舟共‘冀’，就
地过年”的活动。截至目前，全
市已有38家餐饮企业报名参加

“年夜饭大礼包”销售推广活
动，年夜饭的“主战场”由堂食
转向了外卖，这些餐饮企业推
出的“年夜饭大礼包”备受消费
者青睐，预订红火。

“今年我们首次推出了年

夜饭外卖产品，到目前已经预
订了20多单。”如意坊市场部总
监陈蕊告诉笔者，顾客可以通
过外卖平台或电话进行预订，
价位从几十元至百元不等，菜品
种类齐全，德式肉山拼盘、火焰
牛排、花胶鸡炖汤、佛跳墙火锅
套餐等菜品都深受顾客喜爱，顾
客可以根据喜好自由搭配。这种
年夜饭外卖都由厨师现做，做好
后立即封装，保证口感新鲜。

在秦家味道南店，工作人
员正在包饺子。笔者了解到，秦
家味同样提供了年夜饭外卖服
务，顾客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
群预订，价格亲民、菜量实惠，
需要提前3天预订，送货上门。

“秦家味打破了原有的年
夜饭套餐模式，为顾客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顾客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定制菜品，我们4个
门店同时推出了这项服务。”秦
家味餐饮公司秦家味业态总经
理杨素珍说。

“年夜饭大礼包”除了外卖
服务外，还包括企业线下折扣
活动、企业线上秒杀活动、企业
净菜销售、厨师团队到家服务
等多项内容。秦皇岛市饭店烹
饪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胡铁
说：“此次活动一方面帮助本地
市民和就地过年不能返乡的群
众把美味带回家，过个健康又
不失仪式感的中国年。另一方
面，能够带领秦皇岛市餐饮企
业同舟共‘冀’，在倡导大家共
抗疫情的同时，能够让餐饮企
业保持一定的经营收益。”

截至目前，全市已
有 38 家餐饮企业
报名参加“年夜饭
大礼包”销售推广
活动，年夜饭的“主
战场”由堂食转向
了外卖，预订红火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师 源

“你一会儿来取货？我让工人给
你摘去。”“北京的货已经准备好了，你
晚上过来就行。”……近日，昌黎县郝
宋庄村的大棚草莓进入丰收时节，果
农郝国清的电话响个不停。

郝宋庄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草莓
种植村，现有草莓大棚1100余亩，年产
值5000余万元。该村种植大棚草莓已
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 90 年
代，郝国清成为全村第一批种植大棚
草莓的果农。

2019 年，郝国清在村主任李向前
的带领下开始种植高端红岩草莓，成
功走进北京超市，每公斤草莓售价比
在传统市场上高出 4-6元。尝到甜头
的郝国清当年就和朋友一起流转了40
亩地，新建了 16 个高端红岩草莓种植
大棚，专供北京超市。

走进郝国清家的大棚，新鲜的草
莓挂满田垄，红彤彤的惹人喜爱。“来，
没农药直接吃，保甜。”郝国清顺手摘
下又红又大的草莓递给记者，“我们这
大棚北面是棉被和塑料膜，南面是钢
骨架和塑料膜，卷帘机都是电动的，用
个10年都不成问题。”

记者看到，大棚内放有一个木制
蜂箱，不时有蜜蜂从里面飞出。郝国
清说，草莓每年能长 6 到 7 茬，这期间
需要不断授粉，原来人工授粉费工费
力，现在蜜蜂授粉方便多了。大棚内
每条地垄上都覆盖着黑色的地膜，草
莓的茎从地膜洞里钻出来，草莓在地
膜外生长，不和土地直接接触，避免了
草莓和有机肥接触。

但这样一来怎么浇水？
“呶，水管在下面。”面对记者的疑

问，郝国清轻轻掀起地膜，指着下面的

水管说，“现在浇水都是滴灌，一按开
关就自动浇水，水和人工都省老了。”

郝国清告诉记者，提高草莓品质
最重要的工序是疏果。“疏果、控制湿
度有利于草莓果形好看，在市场上能
卖个好价钱。”郝国清说，尽管今年草
莓价格不如往年，但他家草莓的批发
价还能卖到每公斤28元。

“现在村里人都渐渐意识到草莓
管理的重要性了，大家也都在逐渐

接受这种高端红岩草莓。”李向前说，
村民原来很不能接受疏果这一工序，
认为那是浪费，但看到郝国清家的草
莓疏果后果形好、价格高，反而更挣
钱，便都开始学着疏果，“最重要的
是，疏果还能解决村里部分闲置劳
动力呢。”

如今，郝宋庄村成立了昌黎县九
玉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将种植户团
结起来，大家彼此学习、讨论草莓种植

技术，越来越多的草莓能卖进北京超
市，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

“2019 年你来的时候，我们村只
有不到 20 吨的草莓能达到北京超市
的标准，今年按现在的形势，突破 200
吨问题不大。”李向前说，要想在超市
直供市场站稳脚跟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他相信，只要坚持走高质量种植
之路，郝宋庄村的草莓将来一定会成
为市场的抢手货。

昌黎县郝宋庄村发展高端大棚草莓种植专供北京超市

草莓红了 腰包鼓了

上图：近日，郝国清向记者展示自家的草莓，丰收的喜悦充盈在脸上。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下图：近日，郝国清家的工人在大棚里疏果。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河北日报讯 （记者师源 通讯员
杨楠、李静慧）“截至目前，本届区委
已经完成了六轮常规巡察，实现了对
全区乡镇、管区及所辖363个村的巡察
任务，率先在全市完成了对乡镇、村
级党组织的巡察全覆盖，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近日，抚
宁区委巡察办负责人骆志国说。

近年来，抚宁区纪委监委牢牢把
握政治巡察定位不动摇，坚持问题导
向不偏位，立足“当下改”、着眼“长
效治”，聚力推进巡察工作向村一级党

组织神经末梢延伸，疏通乡村发展的
“痛点”“堵点”，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巡察组刚进村里的时候，我们还
觉得是来找事儿的，原来是帮我们老
百姓解决事儿的。多亏了巡察组，我
们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抚宁区
榆关镇东新寨村村民吕某抓住巡察干
部的手激动地说。区委第三巡察组巡
察期间，在进驻榆关镇东新寨村巡察
中发现，土地承包户刘某拖欠村民承
包款已有一年之久，巡察组通过多方

努力，耐心细致做当事人工作，及时
帮助 40 户村民要回了承包款，扎在村
民心头的“刺”终于被拔了出来。这
只是巡察组帮助基层群众解决烦心
事、揪心事，着力推动村级党组织建
设中的一个缩影。

巡察发现问题是手段，帮助群众
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在区委各轮常规
巡察中，各巡察组派出工作人员深入
乡村一线，兼顾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
要求，走访调研、体察民情，真正把
困扰群众的难题找出来、解决掉。每

轮常规巡察中，各巡察组牢牢把好政
治巡察定位，采取“常规巡察+专项巡
察”工作模式，严格落实“五必看”

“五必访”“五必查”，逐步探索形成一
套接地气、有实效的群众工作法，同
时建立健全区委巡察机构与纪委监委
有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形成监
督合力，提升基层监督质效。

2018 年以来，巡察反馈乡镇、村
两级党组织在实施、保障和服务乡村
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239 个，目前全部
整改到位，提出建议 83 条。巡察整
改过程中制定整改措施 442 个，完善
制度 64 项，被巡察过的村都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变化，提高了广大农村群
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有力
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抚宁区落地
落实。

抚宁区推进巡察工作向村级党组织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