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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金色麦浪 粒粒确保归仓
——邯郸“三夏”麦收作业记者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签约项目抓落地 在建项目抓进度 建成项目抓投产

曲周全链条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至5月，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59亿元、15.08亿元，分别占

年度计划的45.9%、49.3%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领导接听日”活动启动

滏阳廉政文化主题公园亮相

临漳建立“1+3+X”
干部教育培训模式

邯郸是全国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今年小麦在田面积
534万亩，较去年增加8.7万亩。通过加强技术指导和田间
管理，该市有效克服了去年秋汛和小麦晚播等影响，促进
了苗情转化，一二类苗占比超 95%，夏粮生产有望迎来又
一个丰收年。

6月6日上午，成安县成安镇南鱼口村麦田内，伴着多
台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的轰鸣，邯郸麦收作业正式拉开序
幕。今年的邯郸“三夏”生产有何特点？日前，记者进行了实
地探访。

绿色通道：农机跨区域作业畅通有序

车辆自动消杀，配备农机易损件，对农机手核酸检测
结果超过48小时的，采用“核酸+抗原”检测方式，实行“即
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6 月 10 日，邯郸东高速出站口

“三夏”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工作人员对进入辖区的
农机手问询需求、主动服务，做到农机防疫、作业两不误。

今年，邯郸将有10万余台（套）农机具投入“三夏”机收
机播作业，为确保机收作业人员和机械畅行无阻，邯郸市建
立绿色通道，在高速路口、国省干道设置了38个机收作业接
待服务站，配置车辆自动消杀点、维修站点，实行双人24小
时轮流值守，及时协调解决农机跨区作业的堵点卡点。

“这里不仅通行速度快，还为我们提供了大礼包。”近
日，在磁县 107 国道漳河中队卡口，从河南邓州远道而来
的“麦客”何静惊喜地打开大礼包，里面有口罩、面包、方便
面、矿泉水等防疫和生活物资，让他感受到了磁县对农机
手的关心。

磁县位于我省最南部，是“三夏”农机跨区作业的重要
节点。该县“三夏”农机跨区域作业接待服务站工作人员巩
学军说，每天都有近百辆农机经过，他们不仅为外地农机
手准备了礼包，对没有“点对点”作业的，还帮助协调麦收
作业地点。

“没想到仅仅10多分钟，正在附近开展保畅通服务的
交警和农机维修人员便来到现场，帮助排除了机械故障。”
6月 9日上午，邯郸市肥乡区农机手王建华的联合收割机
因零部件故障趴了窝，为节省往返城区购买配件的时间，
他试着拨通了连心卡上的热线电话。

针对“三夏”农机手可能遇到的问题，肥乡区为作业农
机手发放连心卡，组建23支由交警、农技、农机维修人员联
合构成的服务夏收小分队，备足农业机械易损部件等物
资，为农机手提供护航引导、油料保供、农机维修等服务，保
障小麦机收进程。截至目前，“三夏”服务小分队累计为农机
手提供政策咨询、农机维修、油料供应等服务330余次。

产粮大县魏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 60 万亩，为实现
小麦颗粒归仓，该县在22个乡镇设立“农机手驿站”，为县
内外农机手提供作业指引、农机维修、油料供应等全方位
服务。同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按时、就近为县内外
农机手提供流动核酸采集服务，保证农机手“两点一线”闭
环作业，避免疫情传播风险。

“收割机出现故障、油料不够等问题，在驿站都有专人负
责解决，真的太省心了！”来自湖北天门的农机手胡方林说。

代收代种：给麦收困难农户吃“定心丸”

“儿子在北京打工回不来，家里只有我和80多岁的老
人，正发愁如何收麦子时，村干部已经帮着联系好了人员
和机械。”6月 10日，冀南新区西玉曹村的田间地头，麦浪
滚滚，机声隆隆，仅仅一个半小时，村民王春玲的8亩小麦
便收割完毕。

考虑到王春玲家缺少劳动力，村党支部书记杨俊峰还
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她将麦粒装袋并运回家中。“多亏了你
们帮忙，昨天儿子打电话时，我还嘱咐他安心在外工作。”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王春玲感激地对志愿者说道。

为帮助因疫情无法返乡、缺乏劳动力等麦收困难群
众，冀南新区各乡（镇、街道办）成立了“三夏”志愿服务队，
通过结对帮扶、调配农机等举措，开展代收代种代管等服
务，确保不误农时、应收尽收。

同样在北京安心务工的还有邱县香城固镇西临河村
55岁的村民宋玉美。今年开春以来，他们一家一直在北京

务工。因疫情原因不便返乡，但农时不等人，家里的麦子成
了宋玉美最大的牵挂。

“放心吧，凡是无法返乡麦收的人员，统一由村里安排
代收代种。”西临河村党支部书记郝军峰的一通电话，让宋
玉美吃上了“定心丸”。在村委会办公室，郝军峰指着一份
帮扶台账介绍道，村里建立了村民小麦种植底数、联合收
割机农机手、农机作业服务队和代收代种服务“4个清单”，
通过调配农机作业，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白长俊介绍，该市坚持精准服
务，有夏收夏种任务的4813个村全部成立了由乡村干部、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组成的服务专班，逐一与在外务工
人员联系，摸排需帮助的农户。据统计，全市因疫情无法返
乡、需代收代种的有 1729 户，代收代种面积 2.52 万亩，对
人员、地块全部确定了帮扶责任人员，确保人不漏一户、地
不少一块。

技术推广：提升亩均效益促增收

6月11日，邯郸市肥乡区辛安镇镇孟张庄村麦收现场，
一台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穿梭，而紧随其后的
是加装了秸秆收集、处理、打捆装置的大型机械，伴着隆隆
轰鸣声，一排排“平躺”着的秸秆瞬间被打捆机“吸走”，经旋
转、压缩、捆绑，最后变成一捆捆整齐的“秸秆包”。

为杜绝秸秆焚烧污染环境，实现环保和增收“双赢”，
肥乡区在全区 265个村大力推广“小麦收获+秸秆打捆一
体化”技术，先后与当地10多家大型养殖场和牧草企业签
订麦秸回收综合利用协议，不仅解决了秸秆处理问题，还
可以变“废”为“宝”。截至目前，肥乡区共引进小麦打捆机
械200余台，已有4000多亩小麦秸秆实现打捆回收利用。

“应用大豆玉米密植分控施肥播种机，合理确定玉米
和大豆的行距、株距，实现智能化精准播种。”6月10日，永
年区小龙马乡曹八汪村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
内，农机马达轰鸣。种植大户许建设告诉记者，之前参加了
农业部门组织的技术培训，专家现场讲解技术要点，让他
对这一新种植模式很有信心。

“通过种肥同播、精细管理，可以实现玉米基本不减
产，亩增收大豆100公斤，亩増经济效益400元。”正在现场
开展技术指导的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段美
生介绍，今年该市将依托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12.9万亩，仅此
一项，可增收5100余万元。

在秋粮生产上，邯郸将大力推广节水、节肥、节药的玉
米绿色简化节本增效技术，普及耐密高产品种、化肥深施
和缓控释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调整玉米种植结
构，依托农业合作社和市场带动，发展鲜食玉米，增加种植
效益。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韩富强、闫娜、张
丹）日前，曲周县总投资47亿元的14个重点
项目开工，涵盖生物健康、新材料等领域，将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曲周县争列省重点项目4个、市重
点项目29个，总投资12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1亿元。按照“签约项目抓落地、在建项目抓
进度、建成项目抓投产”的思路，该县全链条
盯紧抓实重点项目，加快项目投产达效。1至
5 月，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59 亿元、
15.08亿元，分别占年度计划的45.9%、49.3%。

线上线下结合，招商引资不断档

曲周县把2022年作为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突破年，以生物健康、高端童玩、新材料
和纺织、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为主攻方
向，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增强招商引
资实效。

线下，瞄准京津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区，积极引进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企
业、大项目，全面提升招商引资“精准度”，吸
引了中晶高性能微珠、赫伯孙电气设备等多
个优质项目落户。成立四大产业招商组，借

助县校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农大等高校校友
力量，开展招资引项、招才引智活动。今年2
月18日组织的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中，祥盛大健康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台州恒
贝婴童用品等15个项目签约。

线上，克服疫情影响，聚集重点产业、重
点区域，开展“云招商”“云签约”。今年已举
办8次线上招商洽谈活动，通过视频方式参
加了“邯郸市重点招商合作项目境外云发布
会”活动，成功对接6个项目。

曲周县商务局副局长段玉杰介绍，今年
该县已签约项目 17 个，签约金额 101.3 亿
元，签约项目数量、签约额均居全市前列。1
至 4 月，签约项目数量全市居首，签约金额
全市第二，引进外资项目数量全市第一。

扩能提质，提升产业竞争力

“主体工程已完工，眼下正加紧安装调
试设备，预计 6 月中旬投产。”近日，在曲周

县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6.5亿元的中驰新材
料及余热发电项目正快马加鞭推进。

项目负责人赵彬介绍，该项目采用国际
领先的炭化工艺，产品纯度可达 99.999%以
上。项目投产后，年产锂电池负极材料等产
品 65 万吨，将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锂电池
负极材料生产基地。同时，企业生产过程中
每小时可产生 120 蒸吨 400℃饱和蒸汽，用
于开发区内生物健康企业热能来源，可为
15家企业降低用能成本1.15亿元。

今年以来，曲周发挥优质项目引领带动
作用，把现有企业扩能提质作为提升产业竞
争力和促进产业聚集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

“云走访”摸排掌握企业需求，大力支持中驰
新材料、秀源全降解新材料等9家企业实现
产能翻番。

同时，积极培育上市企业。科伦公司近
期将在北交所上市，祥盛、北京中晶科技等
拟上市企业将在曲周投资建厂，2023 年曲

周上市企业有望突破3家。

因企施策，盘活闲置资源

近日，位于曲周县经济开发区的众驰绿
色装配建筑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主要生产
建筑和桥梁用钢结构，是国家重点推广的绿
色建材，市场前景广阔。从项目开工投产不
到 100 天时间，得益于曲周县盘活“僵尸企
业”闲置土地和厂房的政策。“通过购买闲置
厂房，大大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促进了项
目快落地、快投产。”项目负责人赵小虎说。

一方面是优质项目因为土地指标、发展
空间受限“上马难”，另一方面是“僵尸企业”
造成土地和厂房闲置，对此，曲周县经济开
发区全面梳理长期闲置的土地、厂房等资
源，并将其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手续情况等
登记造册，通过整体购买、租赁合作等方式，
盘活企业闲置工业土地452亩、厂房15万平
方米。

为加快项目落地，曲周县建立专班评
审、包联帮扶、强化督导等机制，在开发区设
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企业只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每周由对口单位梳理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困难，由包联县领导现场协调解
决，确保重点项目按时间进度推进。建立问
题台账，逐一解决销号，将项目建设情况与
年终考核挂钩。

去年以来，曲周县利用闲置资源，共引
进东科智能装备、咪娅装饰材料等10个“腾
笼引凤”项目，目前均已竣工投产。今年前5
个月，新增工业产值 9.8 亿元，增加就业
800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
娟 通讯员赵振丰）6月8日
上午，邯郸市经开区管委会
有 关 负 责 人 来 到 邯 郸 市
12345 热线管理中心，现场
接听群众反映的问题，标志
着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领导接听日”活动启动。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领

导接听日”活动具体时间为
每周三 10时至 11时（如遇节假日顺延），每次安排 1个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或市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人
接听。根据汛期、招生季、供暖季等重要时间节点，确定接听部门；
其他时段，采取轮流方式接听。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按月制定领导干
部接听热线计划，同时提前发布公告，向社会告知接听的县（市、
区）或部门、接听时间和受理范围等。超出受理范围或领导干部未
来得及接听的来电、诉求，将由 12345 热线工作人员按常规程序
处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韩艳萍 记者乔宾娟、白增安）以廉政文
化为主题的景观小品、漫画灯箱，与碧波荡漾的河面、清新淡雅的
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近日，邯郸市今年首家城市主题公园——滏阳
廉政文化主题公园正式亮相。

该主题公园历经近4个月完成，建有“三口、一环、三段”。“三
口”即西入口、东入口、大桥下 3 处分别设立“鉴史问廉”“廉洁齐
家”“莲洁风清”三大主题景观；“一环”即通过廉政主题灯箱、廉政
成语、廉政漫画等呈现“一路清廉”的游览环线；“三段”即把廉政文
化展示、廉政漫画、廉洁成语典故3种载体嵌入公园中，让人在耳
濡目染中接受廉政教育。

“秉持‘少动工、少动土、不破坏现状、不大拆大建’的原则，依
托滏阳公园原有基础和风格进行改造提升，突出廉政文化主题，提
升公园整体风貌。”邯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向东介绍。

据悉，今年邯郸将建成园博园太极主题公园、赵苑成语主题公
园、赵王城遗址赵文化主题公园、南湖体育主题公园、植物园科普
主题公园等12个主题公园。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
娟）近年来，邯郸市检察机关
认真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始
终保持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高压态势，提升未成年

人法治意识，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严惩犯罪，提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质效。依法从快、从严追诉

各类危害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形成司法震慑。2019年至2021年，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 585 人，提起公诉
764人。

惩教并重，帮助“问题”少年回归社会。创设未成年人案件同步
审查机制，贯彻少捕慎诉理念，依法宽缓到位，做好后续帮教工作。
2019 年至 2021 年，不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203 人，不起诉 197
人，附条件不起诉157人。对作出不捕不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

“多对一”帮教，经帮教有31人考上大学，129人就业回归社会。开
展涉案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建立“司法救助+心理辅导+教育
帮扶”多元化救助机制，3年来共发放救助金 48.1万元，帮助重返
学校26人，协助开展生活安置29人，一批未成年被害人及涉案困
境儿童走出困境。

加强普法宣传，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
育，推动检察机关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构建“法
治进校园”长效机制，全市360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组建“青
年法治巡讲团”，近3年开展法治宣讲390余场。

综合保护，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
教育、公安等9部门建立“强制报告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沟通联络
机制。突出监护干预，2021年以来，针对监护人侵害行为，共支持
起诉、撤销监护人资格6件；针对失管失教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或受到侵害的，制发督促监护令302份，与相关部门联合设立家庭
教育指导站 59个，对“甩手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促其尽职尽
责。开展公益诉讼，在全市开展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专项行动，2021
年至今，共办理涉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48件，发送诉前检
察建议46份。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跃超、李海波）去年以来，临漳县在干部
教育培训中，充分发挥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作用，着力
打造党史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和红色教育基地，建立“1+3+
X”干部教育培训模式。

“1”，即用好党校主阵地。在县城西南新区建成新党校，改善了
党校办学条件。同时引进高学历、高水平教师，扎实开展教学研究，
制定特色课程，近年来共举办主题培训班次 50余期，培训党员干
部3万余人次。

“3”，即建设党史教育基地——临漳县党史馆、党性教育基
地——邺令廉吏文化展馆、红色教育基地——临漳县烈士陵园，
加强这3个教育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制定配套教学课程，丰富现场
教学内容，增强教学互动性。近年来，3个教育基地累计培训党员
干部和群众5万余人次。

“X”，即在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中实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由
乡镇党委、县直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非公企
业党组织负责人，结合全县中心工作或本单位重点工作，自拟主
题，自选内容，每月举办一次主题培训，带领干部职工学政策、学理
论，有效提升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

2021年至今，共办理涉
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48件，发送诉前检
察建议46份

“领导接听日”活动具体
时间为每周三 10 时至
11 时（如遇节假日顺
延），每次安排 1 个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或市政府有关部门、企
事业单位主要或分管负
责人接听

“检察力量”护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①①

②②

图①：日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邱县支行助收员
联系收割机，帮助因疫情不能返乡的群众收割小麦。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海峰摄
图②：6月10日，肥乡区农技服务志愿者（中）走

进该区元固镇西屯庄村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
河北日报通讯员 薛建东摄

图③：近日，冀南新区“三夏”志愿服务队为农民
进行代收服务。 河北日报通讯员 朱丽君摄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