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2年3月15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杨倩 视觉编辑：韩永辉

10版 石家庄 11版 秦皇岛 12版 廊坊

衡 水

枣强实施水系连通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河畅润阡陌 水碧绕村落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现代农业成助农增收“金钥匙”
——武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

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通讯员 段文雅

兴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
棚里，村民们喜滋滋地摘下圆滚滚的茄
子；“武罗缘”韭菜种植基地内，鲜嫩的
韭菜即将发往京津冀各地；紫白相间的
甜糯鲜食玉米，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
美食……如今，特色农业在武邑县奏响了

“四季歌”，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
钥匙”。

致力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
年来，传统农业大县武邑积极根据市场需
求和本地实际调优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
业，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

科技赋能:
“院士工作站”建到田垄边

在鑫鼎公司红梨种植基地，建在果园
里的“院士工作站”有8个房间，里面摆
放着各种农具、实验器材等，简单易懂的
种梨技术普及图张贴在院墙上。

这是衡水市建立的第一个农业“院士
工作站”。随着研究人员的进驻，多项实
验室里的果蔬高产高效先进技术，在这里
真正落了地。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
新。”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硕士宋
健，一年里超过半数的时间“扎”在武邑
的田间地头，“产学研”结合让土疙瘩变
成“金疙瘩”。

在促进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上，该县
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大、河北省农科
院、河北农大、郑州果树研究所等多家科
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成立了河北

（衡水） 梨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河北衡水羊
产业研究院两个省级农业技术研究院，并
创建了两个省级农业创新科技驿站。每年
来武邑的国家及省级专家就超过 1000 人
次，全县形成了每个种养项目都有几个专
家指导的喜人局面。专家们进田间、到地
头，把技术、信息和服务带到第一线，对
农技人员、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进行
农业技术培训，还依托当地农业资源做课
题研究，有效提升了武邑县的农业科技化
水平。

绿色农业:
算好生态、经济“两本账”

日前，魏县的客商在微信购销群里
求购无公害韭菜。“我们种的是有机韭

菜，有绿色食品认证。”武邑县“武罗
缘”韭菜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泽的一句
话，立即点燃了客商的购买热情，双方
当即打通电话协商相关事宜。李泽介绍
说，“武罗缘”韭菜是河北省第一个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的韭菜农产品，其所属的
武罗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获评全国农
药零增长示范基地。

目前，武邑县农产品绿色防控覆盖率
超过50%，今年该县顺利通过创建，获评

全国农作物
病虫害“绿
色 防 控 示 范
县”。

成绩背后是
艰 辛 的 探 索 与 实
践。从 2016 年开始，
武邑县开展了熊蜂授粉与
绿色防控集成示范推广等绿色防控工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30%以上的农户

接受了绿色防控培训，并对规模化生产大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田间生产管理档案，全
程记录病虫害防控措施。他们还选用抗性
品种，培育无病无虫苗，利用灯诱、性
诱、食诱、生物农药等控制害虫，化学农
药用量减少30%以上，病虫害综合防控效
果超过80%。

品牌助力:
擦亮种养产业“金招牌”

麻酱西瓜订单预售，“冠扬羊肉”
进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的大型超市，

“蜂狂的老头”蜂蜜通过网络走入千家万
户……说起特色农产品，武邑县有很多。

品牌是质量，是标准，是效益。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武邑县坚持把品牌
建设作为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业效
益的重要举措，围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持续加强农产品品牌
建设。

加大资金扶持，2020 年以来，该县
打 捆 使 用 县 级 涉 农 资 金 7000 多 万 元 ，
重点支持红梨、奶牛、肉羊等产业，并
积极争取省级资金 50 万元用于产业品
牌打造。

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深加工，投资
3000 多万元建立鲜食玉米加工厂，带动
全县种植鲜食玉米 2.2万亩，产品销往黑
龙江、吉林、陕西、河南、湖南等地，种
植户实现亩均增收 3000 元。目前，该县
已经有两家国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参赛参展打品牌，“鑫绿雅”芽菜荣
获第五届河北省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

意大赛最具市场潜力奖；近 200
种特色农产品集体亮相第五届

衡水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绿
色农产品展销会，并随着网
红大 V、文旅体验师、短
视频达人的镜头走进大众
视野。

如今，武邑县品牌农
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注册了

“衡浒”“武罗缘”等 193个
商标，武邑红梨获批河北省

区域公用品牌，获得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认证；中华名果黄口大

枣正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双认证；“冠扬羊肉”获批河北领
军企业品牌，马肥甜桃、韩老汉富硒小米
等一大批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强。

“施工速度要加快，确保春灌前全部完
成，让村里的庄稼都用上清凉江水。”日前，
在枣强县王常乡仉毛庄村西北角，一处压采
坑塘正在加紧施工，村党支部书记王应新边
看图纸边督促。

仉毛庄村位于清凉江东侧，直线距离不
过200米，可村里的2500亩庄稼却只能望江
兴叹。“原来的沟渠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还被
垫平了，清凉江来水，我们只能干看着用不
上。”王应新说，为了让百姓不误农时，他们
只好在村里相继打了 11 眼深井，暂时满足
了灌溉需求。可由于近些年地下水位下降，
农民灌溉成本逐年增加。

“一些偏远的地块，2 个多小时才能浇
一亩，光电费就需要 60到 100多元。而这只
是一次灌溉的费用。”村民仉德刚是村里的
种粮大户，他承包了80亩耕地，每年的灌溉
费用让他苦不堪言。自县里的水系连通工程
实施以来，村里的沟渠进行了清理扩挖，还
铺设了与清凉江的扬水站相连的管道，部分
庄稼“喝”上了清凉江水。仉德刚便是最早受
益者，“不仅每年每亩地可节省 200 元的成
本，产量也从每亩 400 公斤增到了 550 公
斤。”他高兴地说。

枣强县分布有“两河十渠”，索泸河、盐

河故道、中干渠、卫千渠等河渠成为当地的
“用水生命线”，总蓄水能力达 2600 万立方
米。然而，因运行多年滋生淤塞且大多没有
地上固定水源，河道间的水力联系被割断，
水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

为此，枣强确定了“以水为核、以水为
轴、以水为要、以水为统领”的工作思路。
2021 年，该县将“两河十渠”清淤连通和 11
个乡镇支斗毛渠扩挖工程确定为民生实事
项目，并制定了水系连通整治和农田水利建
设大会战实施方案，全县9个乡镇依托既有
引调水线路，最大限度实现河湖、沟渠、坑塘
互联互通、水源共济，补充地下水资源，压减
地下水开采。

“整个项目全长 345.34 公里，其中河渠
连通164.34公里，支斗毛渠181公里。截至目

前，整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引蓄水，
蓄水能力提升到5100万立方米；新增地表水
灌溉面积23万亩，实现地下水压采562万立
方米，灌溉面积达62万亩……”枣强县水利
局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尹东哲说，水系连通工
程，既畅通了水系‘大动脉’，又疏通了耕地
用水的‘毛细血管’，不仅有效补给了县农田
水利灌溉，还有利压减地下水开采，更能节
省农民浇地费用，助力农民群众增产增收。

清凉江畔，枣强县大营镇黄路村外，一
座水闸雏形初现。这里即将成为全县用水
生命线的重要枢纽，让由南向北配水不再
是问题。通水后，每天有 259 万立方米江水
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5 个分支河道并
逐步扩散开来，从而彻底盘活全域水系，结
束历年来农灌多断头、河道毛细血管不通

畅、水体不流动的历史。
与之并行的，是各乡镇村庄里的自选动

作。57 个像仉毛庄村一样的村庄被无缝串
联在了这条举全县之力治理打造的“用水生
命线”上，切实享受到了江水灌溉的甘甜。尹
东哲说，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的实施，不仅可
确保全县 41 万亩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增产，
还可减少抽取地下水4000万立方米。

如今，仉毛庄的3处坑塘扩挖工程即将
完工。“坑塘将通过扬水站、沟渠和地下管道
与清凉江相连。”王应新说，废弃坑塘再次利
用，不仅有了蓄水功能，还会让农村的人居
环境得到改善。他们计划将坑塘周围的路面
进行硬化，为村民提供休闲锻炼的场所。将
来，还会利用坑塘发展特色养殖项目。

水系连通，连通的是各条水系，改善的
是生态环境，夯实的是百姓幸福指数。

仉毛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应新的期许，在
相距不远的北张庄村已经实现。在去年实施
压采坑塘改造完成后，北张庄村就地取材，在
坑塘周边建成了活动广场。平坦的广场上，健
身器材一应俱全，成为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索泸河纵穿枣强县城南北，依水而建的
索泸生态公园、南湖公园、北湖公园、八景生
态公园由一波碧水相连，亭台楼阁依水而筑、
石板小路曲径通幽。从小在河边长大的居民
老贾，每天清晨到公园里散步锻炼。“过去这
里是杂草丛生的臭水，谁能想到现在成了一
道靓丽的生态风景线！”他感慨道。

近年来，枣强县在充分保留坑塘原有地
貌、水系等自然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水系
连通、微地形处理、艺术景观植入等措施，在
污水坑塘原址上建起了一个集湿地观光、生
态园林于一体的生态公园，绿地率达76.64%。

开挖河槽、扩挖坑塘、疏浚淤堵、建设桥
闸……一年多来的全力推进，枣强县域内
345.34 公里长的河湖、沟渠、坑塘水系全部
实现互联互通、水源共济，实现补充地下水
资源和改善人居环境“双提升”。

水系连通工程不仅为当地构建起了“格
局合理、互连互通，蓄泄兼筹、引排得当，水
流通畅、环境优美”的水系新格局，更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头活水。碧水绕村流，岸上景如
画，处处好生态，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美好生态画卷已在枣强县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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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连通 164.34公里，支斗

毛渠181公里。截至目前，整

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

引蓄水，蓄水能力提升到

5100万立方米；新增地表水

灌溉面积23万亩，实现地下

水压采562万立方米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衡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
展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并对全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人员、各类学校及幼儿园主管校长（园长）、食品安全管理员等
1500余人进行食品安全培训。

该市要求，全市学校（含幼儿园）对照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和食
品安全有关规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建立工作台账。自查内容包
括食堂是否获得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制度是否落实，人员健康管理
是否到位，就餐及加工场所是否按要求通风消毒、食堂内外环境卫
生是否干净整洁，原料采购、加工制作、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否规范，
设施设备、餐饮具清洗消毒是否符合要求。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隐患，务必全部整改到位；未整改到位并存在严重问题隐患的，
一律不得供餐。

在自查基础上，该市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开展督导检
查。检查中，以农村地区中小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学校、民办
学校、以往发生过食品安全舆情的学校为重点单位，以畜禽肉类、
食用油等大宗食品原料和进口冷链食品、学生饮用奶、高等院校的
冷荤凉菜等为重点品种，以食品经营许可、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从业人员管理、环境卫生、加工操作、原料贮存、索证索票、追溯
系统应用、清洗消毒、用水卫生等情况为重点内容，加大监督检查
和依法处罚力度。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委、市政府在深州市、饶
阳县、安平县同时举行雄安衡水协作区3个片区挂牌仪式。

为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衡水市提出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的战略构想，将其作为全市
增长极来打造，并依托产业基础布局了智能家居产业园、农副产
品加工产业园、绿色食品产业园、装配式建筑产业园、绿色建材
产业园5个专业园区。目前，《雄安衡水协作区总体规划》和5个
专业园区实施方案已全面编制完成。协作区内在建项目 20 项，
总投资102.97亿元。2021年，深州、饶阳、安平3县 （市） 48家
企业为雄安供货收入达到11.8亿元。

据悉，该市将以 3个片区挂牌为契机，明晰产业定位，建立常
态化对接机制，切实找准雄安需求与本地优势的结合点，围绕“雄
安建设、衡水配套”“雄安研发、衡水制造”“雄安生活、衡水服务”，
为雄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产品供给，着力打造协同发展的
桥头堡、雄衡协作的主力军、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在衡水高新区召开的2022年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71家企业领到

“大红包”。衡水高新区为这些优秀企业颁奖并发放奖励，总金额
3785.3万元。

去年以来，衡水高新区以晋升国家高新区为目标，攻坚克难，
积极进取，全区经济社会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为表彰先
进、树立导向、鼓舞斗志，衡水高新区授予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27家企业“企业发展奖”；授予河北衡冠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等20家企业“项目建设奖”；授予河北宝力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等83家企业“科技创新奖”；授予严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32家
企业“强区建设奖”；授予河北宝力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
企业“生态环境治理奖”。五大奖项涵盖科技创新主体培育奖、企
业研发投入奖、引进高层次人才奖、纳税贡献工业企业奖、外商投
资兴业奖、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等多个类别。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记者从衡水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在“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衡水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建设诚信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维护公
平稳定市场秩序为目标，开展汽车三包责任公开承诺活动；召开衡
水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一届全委会一次会议；举办“共促消
费公平”年主题纪念仪式；开展“3·15 宣传主题展”；在各县（市、
区）积极组织消费维权“五进”“放心消费教育示范基地”参观、“放
心示范单位”引领促进消费公平等各项活动。

深入开展“一区一特色”创建，实现每个县（市、区）打造一个高
标准示范区域特色街区，拟创建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196家，市
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420家，实现“城市乡村全覆盖、商品服务全
覆盖、线上线下全覆盖、生产流通全覆盖”，同时，在全市规范化建
设500个维权服务站。

聚焦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消费领域的问题，该局将有针
对性地开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维权、专项治理等工作；加大消费
乱象治理力度，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加强对消费新模式、新领域的
探索研究，查处新型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3·15”系列活动
维护消费者权益

雄安衡水协作区3个片区挂牌

高新区重奖171家优秀企业

全市排查学校食品
安 全 风 险 隐 患

2021年3月5日开馆的衡水学雷锋志愿服务纪念馆，是一家以
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紧密结合的民间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千余件关于
雷锋的图片、徽章、报纸、邮票、书籍、宣传品等，常年免费向社会开
放，如今已接待近万人次参观学习。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武邑县审坡镇贾寺院村外大棚林立。
▶近日，武邑县审坡镇贾寺院村育苗大棚内，村

民在为幼苗浇水。
本组照片由河北日报记者焦磊摄

依水而建的枣强县索泸生态公园、南湖公园、北湖公园、八景生态公园由一波碧水
相连，成为当地靓丽的生态风景线。 河北日报通讯员 贾献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