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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话，如今依然
不过时。

沙河市银河沟村在天机硇隧道修通前
后，其样貌迥然不同。之前如“日暮苍山
远，天寒白屋贫”，而今则是“青山遮不住，
天堑变通途”。蜿蜒的山路上，车辆疾驰，
外面观山看水的人走进来，里面的瓜果梨
桃等特产运出去。坦途如虹，大道欢歌。
村民说，这一条山路，激起了大家迈进美好
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一条条“四好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串起邢
襄大地各个村落，与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
相连相通。这些“毛细血管”让村庄旧貌换
新颜，让老百姓的致富路越发畅达。

修好路，产业振兴通达路

驱车行驶在平乡县河古庙镇董家庄到
袁家庄的公路上，清风飒爽、郁郁葱葱，路
上不时看到满载自行车、童车零部件的
车辆。

2021 年，河古庙镇被评为省级“四好
农村路”示范乡（镇）。该镇是远近闻名的
自行车、童车生产基地，很多村庄都有大大
小小的厂家门店。人流熙攘，物流发达，农
村公路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村公路修好了，对我们童车生产销
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河古庙镇一家童车
企业负责人姚先生说，童车组装需要的一
些零部件，大都来自周边厂家，以前乡道、
村道较窄，车辆一多就容易堵车。现在，路
宽了，两边景色也美了。

目前，平乡县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
网络节点全覆盖，从事网络销售童车、玩具
的农户越来越多，现在全县拥有 4 个中国
淘宝镇、26 个中国淘宝村，网上活跃店铺
约7000家。

“我脚下这条路以前坑坑洼洼，外面收
菜的车都进不来，政府帮我们把路面硬化、
加宽后，胡萝卜从滞销变畅销。”说起农村
公路带来的巨大变化，任泽区西固城镇前
宋村立农白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车
伟哲难掩心中喜悦。

车伟哲的胡萝卜畅销，得益于一条农
村公路建成通车。“东通隆南线，西至昌平
路，不仅货车畅通无阻，物流也能通到家门
口。”车伟哲说，合作社 1800 多亩胡萝卜，
一部分会被买家直接拉走，另一部分会放
入冷库，通过物流公司销往全国。

路通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一条产业
链，路延伸到哪里，哪里就会造福一方百
姓。“四好农村路”有力推动了当地产业发
展。如今，西固城镇形成樱桃、蟠桃、富硒
苹果、白山药、胡萝卜、金银花、甘蓝、设施
蔬菜等特色种植产业，被列入全国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名单。

据 了 解 ， 邢 台 积 极 推 动 “ 农 村 公
路+”模式，加快乡村产业路、旅游路、
资源路建设，鼓励农村公路与乡村旅游、
产业园区等经营性项目一体化开发。今

年，该市以实施“对接路”、乡 （镇） 通
三级及以上公路、2000 人规模以上建制
村通双车道、20 户规模以上自然村通硬
化路、存量危桥改造和村道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为建设重点，全面提高农村公路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将为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起到积极作用。

护好路，保障高效运营路

威县是邢台首个“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

“我们探索了农村公路养护新模式，即
将县道和重要乡道养护全部推向市场，通
过公开招标设立县乡道公路养护中心。所
有乡镇成立乡村公路养管所，创建 5 个农
村公路示范乡（镇），建成 100 多公里的农
村公路养护示范圈。”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刘延勇介绍。

当地俗称“沙土窝”的威县西沙河流
域，一条“梨想之路”串起了这里的梨产业
带。竖在路旁的养护公示牌上，标有养护
标准、养护单位和责任人等养护七公开内
容。“一方面方便群众监督，另一方面县政
府对乡（镇）养管所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
果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拨付养护经费。”
刘延勇说，目前全县农村公路好路率90%，
经常性养护率100%。

至 2021 年末，邢台市农村公路共计
18687.533 公里，农村公路路网密度 150 公
里/百平方公里，居全省第二。其中，县道
660 多 公 里 、乡 道 3958.986 公 里 、村 道
14002.231 公里、专用公路 65.087 公里，另
外还有10座隧道。

据统计，平乡、内丘、宁晋等 13 个县
（市、区）荣获“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称
号。前不久，省交通运输厅推荐沙河市、信
都区入选 2022 年“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区县公示名单。

同时，该市各县（市、区）严格落实“路
长制”，将农村公路建设与群众需求相结
合，不断提升公路的技术等级，推动实施责
任化、网格化、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农
村公路管护机制。

另外，2019 年，邢台成为我省首个在
全市域内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城市，让
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一步进城的
公交出行服务。

变思路，铺就小康致富路

初夏，邢台市信都区后青峪村桑葚采
摘园内，游客络绎不绝。后青峪村位于西
黄村镇东北角，隔山与南石门镇、会宁镇和
皇寺镇的村落相邻，“一眼望四镇”。事实
上，后青峪村位于一个山谷中，当地俗称

“闷葫芦村”，2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60多名
常住人口，村集体收入一直排在全镇末位。

“我们村三面环山，还有一个小型水
库，旅游资源丰富。”后青峪村党支部书记
苑志国说，之前因路不好走，村里旅游开发
一度受限，直到打通了和前马厂村之间 3
公里山路，村里才旧貌换新颜。

早些年，信都区有不少类似后青峪村
的山村，山里人守着“金饭碗”吃不上“旅游
饭”。“现在从邢台市区到村里只用40多分
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乡创业了。”
苑志国说，“现在村里桑葚采摘园游客不
少，一年能带来三四万元收益，下一步还计
划种樱桃、五彩西红柿等，把全村打造成近
郊旅游地。”

3年来，信都区建了旅游专线30条，38
家景区全部联通，许多闲置多年的老房子
陆续变身新民宿，不少村民不出村就能挣
到钱。

2021 年 4月，全长 1660 米的天机硇隧

道正式启用。银河沟村党支部原书记牛
魁生聊起村里一年多的变化，一下打开了
话匣子：以前银河沟曾叫“养活沟”，“出门
便爬坡，吃粮靠肩驮”，老人很少走出大
山。隧道开通后，路宽了，进出更通畅了，
解决了群众长期生活出行不便问题。

据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通报，在各市
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一季度考核中，邢台
位列全省第一。在省“双创双服”活动领导
小组办关于 20 项民生工程进展情况通报
中，截至4月25日，邢台市“四好农村路”提
升工程项目完工率 30.2%，在全省排名
第一。

记者从邢台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省
下达的邢台市农村公路建设任务目标为建
设改造农村公路677公里，其中对接路8.3公
里。目前，累计开工里程427.1公里，完工里
程352.3公里。农村公路对接路已开工18.8公
里，完工15.2公里，完成任务目标的183%。

一条农村路 带起百业兴
——邢台推进“农村公路+”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至2021年末，邢台市农村公
路共计18687.533公里，农村
公路路网密度150公里/百平
方公里，居全省第二。今年在
各市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一
季度考核中，邢台位列全省第
一。截至4月25日，邢台市“四
好农村路”提升工程项目完工
率30.2%，在全省排名第一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6 月 17
日，邢台经济开发区林义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约 2万亩订单式小麦良种繁育
基地全部收获完毕，负责人魏林义的
脸上乐开了花：“今年是合作社发展
小麦良种繁育规模最大的一年，也是
小麦单产最高的一年，小麦亩产大面
积突破 1500 斤。经初步估算，这季冬
小麦的亩均纯收益能达到 1400 元，比
去年翻了一番。”

65 岁的魏林义牵头成立林义合作
社 10 年来，专注于粮食种植。合作社
以邢台经济开发区留村 6300 亩成方连
片的农田为基地，积极探索形成了一
套高产高效节水管理模式，带动了粮
食增产、农户增收，2016 年被评为省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近年来，林义
合作社采取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
一 农 资 、 统 一 储 存 、 统 一 销 售 的 方

式，将合作对象扩大到区内外的 6万亩
土地。2021 年，合作社与河北大地种
业有限公司等两家种业公司进一步加
强合作，将订单式小麦良种繁育面积
扩大到 2 万亩，重点种植马兰 1 号等小
麦新品种。

6 月 14 日，邢台经济开发区留村
6300亩订单式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统一收
割首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台大型
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声隆隆。合作
社的场地上，不一会儿，金黄色的麦粒
就堆成了小山。

“这就是马兰 1 号，你看多饱满！”
最早一批入社的职业农民王小五抓起一
把麦粒高兴地说。在合作社的统一指导
调度下，他专职侍弄着 390 亩农田，冬
种小麦夏种玉米。这是头一回种植马兰
1 号，他按照繁育种子的技术规范精心
管理，如愿以偿迎来了大丰收。

“王小五管理的小麦产量属于最高
的一档。”麦收完毕，魏林义报出了王
小五种麦的新收成：亩均产量 1554 斤，
售给种子公司每斤 1.695 元，比普通小
麦高出约 0.2 元，亩均毛收入创纪录地
超过了2600元。

从 10 年前的小麦亩产 500 斤，到 6
年前的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再到今年
的小麦亩产大面积突破1500斤，林义合
作社专业化种植小麦的产量节节升高，
取得的成果分外喜人。

“能走到这一步，好的种子、好的
技术和管理缺一不可。”魏林义说，算
小账，合作社和农户今年的收成都不
错。但他更愿意算算大账：“高产离不
开好种子。今年我们一亩地的收获，
足以支持 50 亩地左右的小麦种植，这
就 为 明 年 更 大 面 积 的 丰 收 打 好 了 基
础。”

邢台经济开发区林义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2万亩马兰1号“订单小麦”丰收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谢谢‘小鹿灯’，它不仅让孩
子有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也让
我们一家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
望！”林秀雨 （化名） 是巨鹿
县白家寨村村民，她的女儿乐
乐出生不久就被确诊为先天性
心脏病。一年前，得益于“小
鹿灯”儿童重疾救助项目，乐
乐在北京阜外医院成功手术，
经过半年多康复，现在身体已
没有大碍。

去年5月，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会、阿里健康公益共同发
起的“小鹿灯”儿童重疾救助
平台在巨鹿正式运行。救助方
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患者
医保报销之外的自费部分给予
最高3万元的经济帮扶，帮助
减轻赴外地就医带来的出行及
住宿负担。二是对接整合国内
优质医疗资源，提供就医爱心
通道，实施医疗救助。

巨鹿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工
作专班，由卫健局牵头，统筹

“小鹿灯”项目实施。截至目
前，共计筛查患儿416名，已
有42名患儿成功申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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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从6月16
日举办的邢台市政务新闻发布会获悉，
按照新印发的《邢台市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十四五”规划》，该市将全面打造“美
丽邢台、品质养老”的特色模式。到
2025 年，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
市基本形成“一刻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圈，助餐等日间照料服务覆盖所有居住
小区；农村全面建立“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以农村幸福院、邻里互助点等设施为
依托，互助性养老基本实现全覆盖。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对健
康、失能、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人群体，
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
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强化公办养
老机构保障作用，重点为经济困难的空
巢、留守、失能、残疾、高龄老年人以及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特殊困难老年
人提供服务。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完善高龄津贴、经济困难高龄老年
人养老服务补贴和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护理补贴制度，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定
期探访制度，落实长期照护服务保障。

优化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强
化居家养老政策供给,支持养老服务机
构建设和运营家庭养老床位，根据老年
人意愿和需求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按照

“一街道一中心，一社区一站（点）”标准，
分区分级规划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增强助餐、助浴、助洁服务能力。提升养
老机构失能照护能力，培育养老服务龙
头企业。深化医养结合，支持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具备医养
结合服务能力。打造县乡村衔接互通、
功能互补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体系，补
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支持各类社会主
体参与养老服务。

打造多元化养老产业发展体系。统
筹推进康养产业发展，构建“一核统领、
三带隆起、多点支撑”的康养产业空间格
局。加快老年用品研发应用，大力发展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增加高品质老年用
品供给。积极培育智慧养老新兴业态，推进互联网与养老服务深度
融合。加强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联动，鼓励市内养老机构与京津和
我省其他地区各类医疗机构通过协议、服务外包等方式进行合作。

同时，完善全流程养老服务监管体系，构建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启动实施兜底性照护服务保障工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医养结合能力提升工程、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9
项重点工程，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吕会杰）日前，由邢台市人社
局创办的市级唯一官方“邢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启动运行。该平
台旨在为企业和求职者精准推送就业创业政策，解答群众关切，开
展“直播带岗”活动等。

该服务平台启动当天开展了首期“直播带岗”活动，通过直播
互动网上招聘、线下留言专人对接等方式，免费为企业和求职者架
起“空中桥梁”。企业通过直播介绍企业的基本情况、岗位信息、福
利待遇等，并和网友热情互动，解答提问。家乐园集团、晶澳太阳
能有限公司、居然之家、邢台市政集团、邢台春蕾集团等5家企业参
加了云上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在线关注4000余人。

“为了挖掘更多的就业岗位，前期我们已通过电话、微信等途
径联系2000余家企业，搜集用工需求岗位11万余个。”邢台市就业
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的企业
和求职者关注该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从邢台市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该市连续 3年将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作为民生工
程和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持续加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对养育照护服务的需求。截至目前，全市备案
机构180家，可提供托位1.52万个。今年2月份，在国家卫健委《关
于印发 2021年度全国托育机构备案情况的通报》中，该市录入国
家系统的备案托位数排名全国第12位。

邢台市坚持“普惠为主、政府主导、监管到位、质量提高”的原
则，向人民群众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的普惠托育服务。引
导支持社会力量建设非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 13家。鼓励青年劳
动力密集的医院、学校、大型企事业单位等采取单独或联合举办的
形式，在工作场所或就近为职工提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已建
成机构20家。支持社会力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在社
区举办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已建成70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日前从邢台市政务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该市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从严从实从细做好
各项防汛备汛工作。截至目前，邢台已排查风险点位16万余处，累
计排查发现防汛隐患596处，已整改591处，落实度汛措施5处。

根据气候中心预测，今年汛期邢台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2至5成，多雨时段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到8月上旬，城市内
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可能性大。该市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理
顺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和报送机制。同时，强化预
警和响应一体化管理，建立健全极端天气和重大风险研判机制、预
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积极组织开展多轮反复排查，坚持汛期
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全力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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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硇上村附近的农村道路，风景如
画。 河北日报通讯员 申付国摄

◀日前，在邢台市广宗县大柏社村，得
益于畅通的农村物流体系，当地农民开始

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灵芝。
河北日报通讯员 梁智晓摄

▼日前，在邢台市平乡县寻召乡
姜庄村，骑行爱好者从两侧开满油

葵花的乡间公路上穿行而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柴更利摄

“邢台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启动运行

全市婴幼儿托位达1.52万个
备案托位数列全国第12位

全 市 排 查 整 改
防汛隐患 596 处

已整改591处，落实度汛措施5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