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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营子镇入围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花厂峪被确定为中
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全县争创国家森林城市、省级文
明县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

“青龙是秦皇岛市重点生态功能县，又是革命老区。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注重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搭建
乡村振兴典型示范平台，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样板工程’，
探索出好做法、蹚出新路子，让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行有示
范、干有目标，带动整体工作提升。”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
书记李耀滨说。

龙头带动，促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黄米面，红豆馅，桲椤叶铺在屉上，一双双巧手忙不迭
地抓面、敷皮、和馅、裹包、搓圆……7月18日，在双合盛
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在忙着生
产“在旗”杂粮主食，以满足全国市场需求。

“我们依托当地优良的杂粮资源，规模发展杂粮主食系
列产品，公司目前有4条日产成品20吨的生产线，年使用各
类杂粮、板栗原料 2 万吨，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 5100 万
元。”双合盛总经理张全利说。

依托传统文化和技艺，双合盛不断创新发展，通过“企
业+基地+合作社”形式，推广和完善企业带动、农民合作
社带动、种植大户带动与农户自营的“四带一自”利益联结
模式，突出资源禀赋优势，激发农户发展产业的内生动力。
目前，已与7个乡镇34个专业合作社、8家种植大户签订杂
粮收购协议，发展杂粮基地 2.7万亩，辐射 5万亩，带动全
县近3万户农户参与杂粮种植。

以杂粮深加工为核心，牵头组建在旗杂粮深加工产业联
合体，吸纳 10 家上下游企业，不断深化杂粮贮藏、收购、
加工等多环节经营，推动杂粮产业纵向延伸、横向扩域，形
成龙头企业带动、新型经营主体跟进、群众广泛受益的良好
格局。

青龙是农业大县，林果、畜牧、中药材、食用菌、杂粮
是主要特色产业。为更好将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以双合盛为
样板，青龙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力促更多特色农业实现由

“一产”向“一二三产”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目前，培育打造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家，2021年完成

产值9.1亿元。总投资5.2亿元的食用香菇产业示范园、在旗
杂粮熟粉等3个食品加工项目正在推进，青龙全面构建林果
加工、肉食品加工、杂粮深加工、食用菌加工、中药材深加
工五大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势日益凸显。

电商赋能，助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7月20日，天色微亮，青龙娄杖子乡狮子坪村村民丁佳
伟家的仓库外，工人们正在忙着核对订单信息，随后将一箱
箱香菇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去年，丁佳伟还和妻子在外打工。眼看着村里基础设
施越来越完善，线上线下渠道越来越畅通，他毅然辞职返
乡，开发食用菌深加工项目，组建电商团队助力产业
做大。

“电商确实给农民带来了新机遇，200 克一瓶的香菇酱
单价可卖到 10 元，产品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了年
底。”丁佳伟说，电商不仅打通了销售渠道，更有利于企业
敏锐地把握消费需求，如今企业效益是原来的三四倍，工
作人员也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 200 多人，人均工资在
3000元以上。

去年以来，青龙满族自治县紧抓教育部和阿里巴巴集团
帮扶县的有利契机，以供给侧连通需求侧，全面启动县乡村

“三级书记”抓电商行动。他们建成了面积2200平方米的县
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以及市级周转仓、县级仓储物流配送
中心和乡镇物流快递分拨中心，覆盖全县396个行政村，市

县乡村四级电商物流配送体系初步形成。
随后，阿里巴巴集团“客服县”项目成功落地青龙。线

下，总投资2亿元的青龙·阿里巴巴智慧物流园正积极建设

中；线上，创设天猫青龙官方旗舰店，在京东平台注册“中
国特产·青龙馆”，全面打通了“产品出山”和“网货下
乡”双向通道。上半年，全县农村网络零售额达9.33亿元，
在全省同批次示范县中排名第三。

“为更好助推青龙好物出山，我们还加大新产品研发和
品牌打造力度，新研发的糖炒栗子老棒冰通过电商平台一经
上市，就出现了销售火爆的场面，连续 11天每天销售平均
涨幅都在 30%左右，极大提升了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活
力。”青龙满族自治县县长张义金说。

疏通电商发展梗阻堵点，青龙还坚持把改善基础设施、
优化商贸流通作为扩大消费、激发活力的主引擎，着力构建
交通商贸物流体系。截至目前，396个行政村100%通光纤，
1400多个自然村 100%通硬化路；同时，迁青铁路、承秦铁
路杨抚线，大冷公路、大巫岚至茨榆山段改建等重大路网建
设稳步推进，交通“大动脉”日臻完善。

“一村一品”，绘乡村旅游新画卷

连日来，祖山镇花厂峪村格外忙碌，前来参观抗日纪念
馆的群众络绎不绝。

今年，花厂峪村在成功入选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
的基础上，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现有的老村落、老院子
进行修缮，对民宿产业提档升级，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同
时，与培训、研学、旅行社等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建立党建
主题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将党建引领、红色传承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突
出红色主题元素，着力打造既有红色故事、又有秀丽山水的
红色村落。”村党总支书记赵凤鸣介绍。

一改往年游客多收益少的尴尬局面，近两年，村里在保
护历史遗址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去年单旅
游一项就给村民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

“红绿融合”旅游不仅为花厂峪带来了新的发展活
力，也为全县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样板。如今，青龙立足红
色和生态资源，形成了“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
游+康养”“旅游+新能源”的发展局面，实现了“美丽乡
村”向“美丽经济”的蝶变。

今年以来，青龙共确定100个行政村为首批美丽乡村样
板村。在样板村的带动下，众多乡村立足本村自然地理条件
和集体经济发展现状，高起点规划设计，打造“一村一
品”，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让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干有目标

青龙实施乡村振兴“样板工程”
河北日报记者 师源 孙也达 通讯员 崔岭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孙也
达）“这个是智能闸板的延时程序，
这个符号表示定时器，到时间闸门
就会自动闭合。”7 月 20 日，在河
北港口集团张海波劳模联合创新
工作室，全国劳模张海波带着同
事们一起研究皮带机流量恒定自
动控制系统。从一名普通电工成
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张海波称
赞集团为他们搭建了好平台，让
他们有了站在聚光灯下的机会。

张海波口中的“平台”是河北
港口集团（简称河港集团）搭建的
技能提升平台。该平台建立了“一
室一站一网”创新工作体系（即创
新工作室、技能提升工作站、职工
网校），形成选题、立项、攻关、评
审、转化的创新机制，设立创新工
作室专项资金，加大先进创新工作
室、优秀创新成果奖励力度，激发
产业工人内驱动能和创新活力。

河港集团作为全省第一批产
改工作试点单位，除搭建技能提
升平台外，还通过筑牢工人队伍
思想根基、完善岗位流通机制、打
通职业技能成长通道、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等重点领域改革创新，
推动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
作提质增效。

为引导产业工人听党话、跟
党走，河港集团开设了“大学习课
堂”“学习风采”新媒体专栏，夯实
思想根基。利用百年港口废旧库
房，改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党建教育基地、秦皇岛劳动者驿
站，高质量传播好党的创新理论。
举办“启航新时代·永远跟党走”

“百年诗韵颂党情”等主题活动，
推进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走深走实。

河港集团强化企业内部培训
师队伍建设，举办“大港工匠研修
班”等培训班，实现五大港口主体
工种培训全覆盖。依托劳模、标兵
先进打造技术创新导师队伍，建
立一对一、多对多导师带徒体系，
增强人才队伍建设传承性和有效
性。与燕山大学、秦皇岛技师学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企业内外培训平台深度融合，相互补充。

河港集团打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立“纵向可
升降、横向可转换”有序贯通的产业工人职位晋升体系，
将产业工人岗位分为技术工种和普通工种两大序列的同
时，每类工种分别设置了首席技师、高级技师、技师、高级
工、中级工、初级工、辅助工等横向两大序列9大职类，纵
向 18 级，形成了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的管理
闭环。

同时，河港集团以职位晋升体系为依托，实施薪酬制
度改革，建立了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做到一
岗一薪、易岗易薪，薪酬待遇向一线技术工人倾斜，实现

“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形成多劳者多得、
技高者多得的良性激励机制。

通过全面改革，截至目前，河港集团共培养全国劳动
模范10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人，省劳动模范22人，省
五一劳动奖状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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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
达 通讯员贾一凡）近日，在昌
黎滦河口风力发电场，50余台
风力发电机组整齐排列，硕大
的风叶迎风旋转，源源不断地
向外界输送绿色电能。

“风力发电清洁环保，没有
燃料问题，也不会产生辐射或空气污染。”山东凯润能源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昌黎滦河口风力发电场负责人邸
志新指着一台正在工作的风机介绍，目前，一台风机的年
发电量约为1000万千瓦时。

近年来，昌黎县将风力发电项目作为全县重点新能
源项目，充分利用沿海地区丰富的风力资源，积极建设风
力发电项目，发展风能绿色经济产业，有效促进区域节能
降耗，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该县已建
成大滩、刘台庄、滦河口3个风力发电场，年发电总量达7
亿多千瓦时，可替代节约标准煤 2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60余万吨、二氧化硫排放两万余吨。

昌黎建成3个风力发电场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7月19日，记者
从秦皇岛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该市于近期正
式印发了《秦皇岛市“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计划通过实施八大工
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秦皇岛”。

《规划》由规划背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
重点工程、保障措施等 5 部分组成，其中重点
工程部分最为引人注目。

秦皇岛市将通过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工程，持续推进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各项工作，突出地震、洪水、台风、地质灾
害，开展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审核汇集普查
数据，摸清全市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推动灾害
普查成果深度应用。

通过应急救援指挥和监测预警平台能力
提升工程，完善市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优化
市应急管理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加强灾害监测
预警平台网络建设，推进灾害事故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建设。

通过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

建设工程，开发党政系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
实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

同时，该市将通过实施航空护林站建设工
程，加快推进森林航空消防建设，重点将北戴
河联峰山主要林区和重点火险区纳入全市森
林航空消防覆盖范围，建设全功能“林-直Ⅰ”
级机场的航空护林站。

通过地震灾害防御工程，推进区域地震安
全性评价工程，完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网

建设，优化地震监测台网布局，提升地震监测
预警能力，提高震情研判和预报水平。

通过实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程，利用
好现有或拟建的城市广场、绿地、公园、人民
防空工程、学校操场等空旷区域或者其他场
所，合理规划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重点推进和
固定避难场所建设，贮备必需物资，为社会公
众提供应急避险和避难安置场地以及基本生
活保障。

此外，该市还将通过实施应急物资储备库
建设工程，完成原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的
改扩建工程，积极推进县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
库建设，全面提升应急救灾物资管理的科学
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通过实施应急管理实训基地建设工程，推
进市应急管理实训基地建设，打造矿山应急救
援、森林防火应急救援、海防应急救援等培训、
考核、训练的专业性综合应急救援基地。

秦皇岛市“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规划出台

八大工程建设“平安秦皇岛”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讯员翟羽佳、张铭洋）

“你们的防汛物资是否充足？”“最近一次防洪防汛应急演
练是什么时候？”近日，山海关区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
室到区石河镇监督检查防汛工作。随着汛期的来临，山
海关区纪委监委闻“汛”而动，主动靠前监督，压实责任，
以清单式管理提升监督质效。

指导区水务局完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 10 个应急
预案，对区内水库、塘坝、主要河道、闸涵等防汛重点部位
和行洪河道、小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进行全面排
查，建立工作台账，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
限，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以室组联动模式，通过
实地察看等方式，围绕防汛责任落实、物资保障储备、应
急值班值守、风险隐患排查等重点环节开展精准监督检
查，对石河、潮河、水墨河、金沙河、郭口水库和梁家沟水
库逐一开展实地踏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
各级各部门将责任落实到位。截至目前，已排查一般隐
患5处，现已全部完成整改。

山海关区纪委监委

清单式管理靠前
监督检查防汛工作

眼下，正是昌黎县冷棚葡萄上市的季
节。在十里铺乡张各庄二村杨玉春的葡萄冷
棚里，果农们正熟练地采摘、分拣和装运，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棚里种植的是玫瑰香品种，今年的葡
萄长势不错，每个棚能有 2 万余元的收
益。”杨玉春说。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杨玉春积极
注册“老呔儿”精品玫瑰香葡萄商标，并通
过控制密度等方式，提升葡萄的口感和
糖度。

冷棚葡萄销售正如火如荼，露天葡萄也
即将接力上市。在十里铺乡西山场村，枝繁
叶茂的葡萄棚下，果农们正忙着给葡萄疏
果，为8月葡萄丰收做准备。

十里铺乡西山场村位于碣石山深处，十
分适合葡萄的生长。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空地
以及沿路、沟谷两侧和山坡栽植各种葡萄，
自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十里葡
萄长廊”。

满山的葡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氧
吧”，不仅培育出的葡萄香甜可口，更吸引

了大量的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游玩。依托优
美的环境和丰富的葡萄资源，头脑灵活的西
山场村人积极开展特色旅游开发项目，着力
打造一条集“采摘、餐饮、住宿”于一体的
新型乡村游，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的游客，
享受葡萄藤下的慢生活。

近年来，昌黎县不断优化调整农村种植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依托当地优势
和特长，大面积发展葡萄种植，通过大棚和
露天种植的方式，让不同品种的葡萄从4月
到10月均能陆续成熟上市。

为适应市场需求，昌黎还积极引进新技
术、新品种，提升葡萄品质，并鼓励种植大
户传授种植经验，辐射带动更多的群众通过
种植大棚葡萄增收致富。目前，鲜食葡萄的
种植范围已辐射十里铺等多个乡镇，种植面
积达1万余亩，年收益达2亿元。

与此同时，昌黎还以葡萄为依托，大力
发展葡萄酒、农家饭庄、民宿等，积极做好

“葡萄+”文章，形成了乡村产业发展集
群，让小葡萄真正成为带动种植户增收的

“致富果”。

昌黎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提升葡萄品质

冷棚葡萄夏天卖火了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通讯员 贾一凡

不同品种的葡萄从4月到10月均

能陆续成熟上市，鲜食葡萄种植面

积达1万余亩，年收益达2亿元

乡村振兴一线行

上图：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保留传统工艺，
进行粘豆包生产。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中图：青龙满族自治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开展
2022助农直播活动。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下图：大石岭乡的漂流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漂
流戏水，乐享清凉。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年发电总量达
7 亿 多 千 瓦
时，可替代节
约标准煤 20
多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