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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根据整体色彩规划，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是以天霁蓝和冰蓝为
主色调的场馆，目前，80%的奥
运赛时景观已基本完成。”12月
29 日，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正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中心
品牌形象和赛事景观业务领域
经理刘江向记者介绍说。

刘江说，品牌形象和赛事景
观业务领域负责对场馆进行整
体形象规划，以在整个奥运周期
内表达同一个意象。其中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对场馆进行装饰，
使得每一项景观元素都围绕并
彰显场馆的整体形象。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之所以以天霁蓝和
冰蓝为主色调，是因为冬季两项
含有射击项目，需要运动员具有

冷静的心态。
据介绍，在整体形象

和色彩规划之下，目前，国
家冬季两项中心 80%的奥运赛
时景观已基本完成。站在看台
上，已经可以看到技术楼楼体上
的巨幅挂旗景观、观众席上蓝白
相间的围挡形式景观，以及靶场
后面山坡上的立体雕刻巨型五环
景观等。

电视转播是与场馆品牌形
象和赛事景观业务领域关系最
密切的领域之一。刘江介绍，他
们会和电视转播团队一起分析，
看所设计的景观位置、颜色等，
在电视转播镜头中呈现的是否
和现场一致，根据转播团队的意
见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改。像靶
场的两侧以及靶场后面的山坡，
是电视转播时镜头会重点“光
顾”的位置，奥运赛时会有大量
重要的景观设置。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通讯员刘国伟）从石家庄海关获
悉，12月28日，英国奥委会和残
奥委会首批冬奥会参赛物资抵
达张家口冬奥村。该批货物通
过海运方式从天津港入境，主要
为笔记本电脑、护目镜、打印机、
工作服、沙发等办公用品，数量
21件、货重4.32吨，目前存放在
张家口冬奥村。

“该批物资系张家口赛区首
批北京冬奥会参赛国家（地区）
奥委会入境物资，标志着张家口
赛区各参赛国家（地区）代表团
物资入境正式拉开帷幕。”石家
庄海关所属张家口海关关长李

化说。
据了解，为做好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服务保障工作，石家
庄海关设立“北京冬奥会海关专
用窗口”，为使用ATA单证册方
式暂时进境的奥运物资办理备
案、申报及通关手续。成立冬奥会
工作专班，厘清工作职责，做好张
家口赛区暂时进境奥运物资实际
使用情况的中后期监管工作。该
关还汇编完成服务保障北京冬奥
会工作手册，开展基础业务、工作
技能和北京冬奥会知识等专业培
训与多场景演练，切实提高服务
保障冬奥会的实战水平，提升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张 家 口 赛 区 首 批
参赛国物资抵达冬奥村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80%的奥运赛时景

观基本完成

以天霁蓝和冰蓝为主色调

河北日报讯（记者冯阳）12月
29日，“RCEP燕赵行”启动仪式暨
RCEP 规则企业实务培训会在石
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
主办，省贸易发展中心、中国—东
盟商务理事会、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协办。来自我省各地商务、贸促
会、海关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以
及RCEP成员国政府机构、贸易投
资促进机构、商协会、河北进出口
企业代表等3000余人通过线上和
线下的方式参会。

RCEP全称《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将率先在10个成员国落地
生 效 。 为 引 领 带 动 全 省 做 好
RCEP生效对接准备工作，省商务
厅与石家庄海关、省贸促会共同在
全省开启“RCEP燕赵行”活动，通
过组织政策宣讲、开展项目对接、
举办高端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进一
步密切河北和 RCEP 成员国的交
流与合作。

在“RCEP 燕赵行”活动启动
仪式上，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彦报、

中国—东盟中心贸易投资部主任
郭传维、泰国驻华公使兼投资参
赞婉塔娜·塔丹、菲律宾驻华大使
馆商务参赞格伦·佩尼亚兰达分
别致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执 行 理 事 长 许 宁 宁 作 了 主 旨
演讲。

启动仪式后，会议邀请省贸促
会、石家庄海关、中国亚洲经济发
展协会的三位业务专家，分别就原
产地规则和申领、联合国采购事项
等进行了专业解读。

12月29日至30日，省商务厅
在石家庄和廊坊分别举办 RCEP
燕赵行·东盟国家城市专场对接活
动。2022年，还将陆续在保定、邢
台、承德等地开展此活动。东盟国
家专场对接活动主要针对纺织加
工、食品机械、建筑材料、中医药、
防疫物资等产业，通过与东盟国家
相关企业或境外园区积极开展对
接洽谈，帮助我省企业了解东盟国
家产业方向、市场需求，推动我省
优势企业“走出去”，帮助我省新特
产品开拓东盟市场。

2022年1月1日，RCEP将率先在10个
成员国落地生效

“RCEP 燕赵行”
启动仪式在石举行

阜平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上接第一版） 4月29日，一座漂亮的“啤酒花园”在
曾经的荒地上开张了。

五一假期，“啤酒花园”顾客爆满，服务员由4个增
加到10个仍显紧张。见此情况，顾锦成和村干部们主动
放弃休息义务帮工。那几天，“啤酒花园”每天营业额
达十几万元。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2012
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顾家台村和干部群众进
行座谈时的谆谆教诲，时刻激励着村党支部的每一
个人。

在旅游、林果、食用菌、箱包加工四大产业基础
上，今年村党支部又探索了种植牡丹，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2021年，顾家台村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元。

“我们必须牢记总书记嘱托，理清思路再出发，努
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美
好。”顾锦成说。

马兰处处漾歌声

【邓小岚的厕所情结】
这段时间，78岁的邓小岚一直住在马兰村。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时，她都会前往马兰小学为小

乐队的孩子们教授乐器。
说起马兰村的变化，她感触最深的是厕所。
邓小岚是《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之女，

2004年开始往返于北京和马兰之间。
她不断向人们推介马兰。但当北京的朋友来后，马

兰的条件和环境却很让人尴尬。
“那个旱厕，站得靠前，怕弄脏了外面；站得靠

后，又怕掉进去。有的老人根本蹲不下去。春夏秋冬、
刮风下雨，都得去外面上厕所。”

邓小岚开始走街串巷，宣传使用抽水马桶，并亲手
画了示意图，送到乡亲手里。

在村里，只要看见谁家门前堆着红砖和水泥要盖房
子，她就找过去动员：“你弄个水冲厕所吧，我补你200
块钱。”

几年来，也有村民响应她的号召，但因为当地冬天
气温低，一到冬天，抽水马桶的储水箱就被冻裂了，厕
所不能用。

2019年，马兰21个自然村555户居民，从山上搬进
了易地扶贫安置小区。村民们住上了有暖气、带电梯的
房子，家家户户用上了水冲厕所。

“我十几年没有推动的事情，党和政府一下就解决
了。”邓小岚感慨道。

【马兰村的夜生活】
马兰小区对面是63栋食用菌大棚，旁边还有一片新

建厂房。蜂蜜灌装厂、服装厂、核桃加工厂，土地被集
中流转后，村民都在这里上班。

傍晚，产业园区内渐渐静寂下来，安置小区家家户
户的灯光亮了起来。

“7点了，群里叫我去排练呢。”看了一眼手机，村
民杨红霞匆忙走出家门。

此时，小区的活动中心已是人头攒动。这个厅在练
广场舞，那个厅响器班鼓点敲得急。旁边站满了观看的
老人、孩子。

“原来大家在山里分散着住，一个自然村没几
户，想搞个娱乐活动都闹不起来。现在，都搬到一起
住了，你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爱好，一下子凑出好
几个团。马兰的夜生活可丰富了。”村党支部书记孙
志胜说。

“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特别丰富，他们的水平很
高。”邓小岚十分赞赏。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阜平正努力实现文
化繁荣。”阜平县委宣传部部长邸英说。

“阜平老乡菇”的科技范儿

【华北地区最大冰温库】
24层、44排、32列，3.3万个托盘货位。操作员通

过电脑发出指令，货位上下左右移动，精准调取的货物
很快便沿轨道运行到冰温库一楼货仓门口。

远远望去，矗立在阜平县高阜口食品产业园的河北
国煦公司一号立体果蔬冰温库，与它身后的太行山一样

高大。
冰温库的主人顾明德是土生土长的阜平人。

“在脱贫攻坚战中，阜平香菇闯出了一片天地。现
在要推进乡村振兴，阜平香菇还要有新作为。”作为龙
头企业，香菇产业怎样进一步提档升级，顾明德一直在
寻找突破口。

多次考察后，顾明德相中了冰温库项目。
这个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技术最先进的冰温

库，使用了二氧化碳制冷技术，相较普通冷库节电90%
以上。它恒温恒湿，温差幅度可控制在0.01℃，能最大
程度保持果蔬新鲜度。

一号冰温库的周边，还有香菇烘干及分拣车间、生
产物流车间等。这些项目具备了加工、储藏、保鲜、物
流的综合功能，寄托着顾明德的新希望。

【冬日里的科技培训班】
“液体菌种制作”“大棚吊袋栽培”……
12月17日下午，阜平县农业农村局会议室里不时

飘出一些食用菌种植的“专业词汇”。30多位种植大户
和专家们热烈讨论着。桌子不够用，许多人搬来凳子坐
在墙边。

“阜平已经出了一批‘香菇人’，能不能再出一批
‘木耳人’，要看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技术学到手了。”
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侯桂森最后总结发言时，用力
挥着手激励大家。

扎根阜平六年多，在侯桂森等专家带动下，阜平的
香菇种植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现在，黑木耳种植提上了
日程。

2015年，侯桂森牵头组建了食用菌专家组。从那时
起，食用菌技术培训每周都要进行，从未间断。

侯桂森几乎都要忘记了：最初，为了让菌农掌握技
术，阜平办起了培训班，给前来学习的每人发30元钱，
管一顿午饭。有的人对香菇种植没信心，领了钱就走
了，饭也没吃。

现在，每一次培训，前来参会的人都会爆棚。
截至2021年，阜平食用菌产业种植面积达到2.1万

亩，带动1.5万户农民增收，户均增收1.7万元。“阜平
老乡菇”已成为区域公共品牌。

店房村的“朋友圈”

【结对共建】
自从2016年与浙江滕头村结对共建以来，店房村已

与陕西袁家村、上海塔庙村、浙江鲁家村共4个国内先
进村庄建立共建关系。

提起首次到访“世界十佳和谐乡村”滕头村，村党
支部书记刘淑军用“震撼”来形容。

“村里全域都是5A级景区，年生产总值120亿。村
里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全部都是富裕户。”

从滕头村学习回来，刘淑军坚定了信心：大力发展
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从山脚下的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路向上，一条长18.8
公里的环路将13个自然村串连起来。山间台地上，一座
座工业厂房若隐若现。

“即使是村里的企业，你对接的也是全国市场。”刘
淑军说。

如今，4 家企业产值连年递增，今年将达 6500 万
元，村集体收入将达183万元。

【店房村的“一老一小”】
22幢灰白相间的楼房沿山谷矗立。房前屋后洁净整

齐，旁边是村里分配给每家的小菜园。
店房村村民的福利至少有四项：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由村集体代缴，孩子从上小学开始就享受助学金，幼
儿入托学费和伙食费全免，年满 65 周岁的老人每月
230元。

78 岁的杨瑞珍形容自己的老年生活是“无忧无
虑”，“村里有各种福利，还有志愿者专门为老人提供服
务。子女们不用操一点心。”

2018年，借鉴滕头村的经验，店房村成立志愿者组
织。老人马桶不会冲、热水器不会用，各种小事儿，都
由志愿者解决。如今，志愿者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50多
人，服务已成常态化。

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帮助下，自2016年始，店
房村的孩子每年都会分批到青岛、广州、杭州、上海参
加军事夏令营。飞机、军舰、磁悬浮列车……小小年纪
已眼界大开。

在村委会对面的山上，有一行标语：托起明天的太
阳——将来谁来建设店房，下一代！

北京人进山种黄桃

【传感器控制的农业园区】
留学多年，归来干啥？北京人牛童的选择，是到阜

平的太行山上种黄桃。
盘山公路，蜿蜿蜒蜒。距离县城约20公里，五丈湾

村附近山上的白色厂房，以及满山种植的黄桃树，就是
牛童投资3000多万元建起的五丈湾园区。他现在的身份
是河北光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园区一块块果地旁，矗立着一根根白色栏杆，顶端

是栅栏状面板。
“这是地上传感器，监测光照、气温、风向，地下

也有传感器，监测土壤温湿度情况。”牛童说，1000多
亩的五丈湾园区共有17组传感器，实现了对山上果树环
境变化的精准监测。

监测只是第一步。走进厂房数控室，大屏幕上墙，
蓄水池、泵房、水肥一体机……一幅幅画面，实时
展示。

打开智慧农业系统，输入数据，水肥任务开始远程
自动运行。过去靠人工，水肥难免多了少了。如今，很
多数值通过数字技术精量控制，提升了黄桃品质。

【北京鲜桃 来自阜平】
2019年6月，五丈湾园区第一批黄桃熟了，销往哪

里呢？
“阜平水果很多，但能在北京叫得响的高端水果

少。”父亲启发他，拿黄桃来说，过去，北京商超进
的多是湖南货，路途远，运费高。阜平距北京不到
300 公里，土壤、气候条件也适宜种黄桃，这是一片
蓝海。

牛童给自己的黄桃起了个诗意的品牌名“源自
山”，寓意这里的黄桃源自阜平的太行山。

第一批鲜桃进入北京某商超，很受欢迎。
今年6至9月，黄桃进入成熟期。最忙的时候，牛

童和团队成员在山上住了三天三夜，组织农民采果。满
载黄桃的货车走了又来，奔向北京。

整个销售季，70万公斤黄桃卖往了北京各大商超。
“阜平果、卖北京”，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模式大有

可为。他们一鼓作气，又在阜平建立了3个农业园区。

梦想，从职教中心升腾

【山村女孩成了电商主播】
“阜平大枣‘抱紧你’，今生甜蜜不分离……”在阜

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简称阜平职教中心）的电商创
业园，扎着马尾辫的二年级学生贾妍捧着一款农产品，
对着支架上的手机做介绍。她的旁边，摆放着小米、核
桃、蜂蜜等农特产品。

贾妍来自阜平县东庄村，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全家搬进了阜东新区安置区。未来干什么好呢？

这几年，阜平县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电商全网销售
额从2016年的3000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2.05亿元。

电商时代来了！去年 9 月，贾妍来到阜平职教中
心，开始电子商务专业学习。在课堂上，她用心学习电
商知识。在实训楼，她积极锻炼直播技能。

今年“双十二”，贾妍跟企业主播一块进行阜平农副
产品直播。“为家乡农产品直播带货，这是有意义的事。”

“毕业的师哥师姐有的入职电商公司，有的开网
店。”贾妍说，未来，她将努力提升自己，为家乡电商
产业贡献力量。

【培养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天色微明，黄润的灯光从教学楼的窗户里散出。7

时，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旋律，贾妍和同学一起
快步走进教室。

从电商、汽修到平面设计等专业，有8000多名学生
在阜平职教中心努力学习技能，争当时代栋梁。

发展大计，人才为先。1993年春，时任中国扶贫基
金会会长的项南同志到阜平考察，提出发展职业教育、
培养落地生根人才的脱贫思路。

1994年，阜平职教中心正式成立，拉开了全县职教
扶贫的序幕。

2018年，投资近12亿元、占地518亩的阜平职教中
心新校区建成，全力打造汽车与智能制造类、服务乡村
振兴类、信息技术支撑类三大专业群。

阜平职教中心以“发展职教、志在富民”为办学宗
旨，2016 年以来完成 29340 人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累计向社会输送各类技能型人才24000余人，实现“培
养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阜平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阜平职教中心展板上的 10 个大字，成为今天这片

红色热土的真实写照。牢记总书记嘱托，老区人民奋
斗着，收获着，幸福着，在乡村振兴路上继续奔跑
追梦。

12月17日，在阜平县马兰小学，邓小岚（左）在辅导
学生弹钢琴。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2018年12月4日，阜平县店房村党支部书记刘淑军
（右）在浙江滕头村举办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研讨会
上发言。 本人供图

12 月 19 日，在阜平县五丈湾园区，牛童在修剪果
树。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12月17日，在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老师在指
导贾妍（右）上计算机课。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12月29日，护卫人员展示冬奥会火种灯。当日，2022北京冬奥
会火种展示活动在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中国馆内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12月18日，在阜平县河北国煦公司蘑菇大棚内，员
工在采摘蘑菇。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关注张家口赛区国际测试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