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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色农产品富农增收
——邱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 通讯员 霍飞飞

市自来水公司

对 270个老旧小区加装
保温装置保冬季供水安全

盛水湾现代农业园区玫瑰大棚内，
花农们忙着采摘、包装鲜切花；现代化肥
羊养殖场内，工人们正在科学调配饲料；
文冠果展厅内，线上直播销售正火热进
行……虽然正值寒冬，在邱县的温室大
棚、农产品加工厂等处，却随处可见村民
们忙碌的身影。

告别“猫冬”，不断壮大的乡村特色产
业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近年来，邱
县立足自身优势，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
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产业，打造了
玫瑰花、肉羊、红薯、文冠果等4个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建设了包括盛水湾省级现代
农业精品园区等在内的 8 个现代农业园
区，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因村制宜，突出特色培育产业

棚外寒气袭人，棚内暖意融融。12
月2日，走进邱县盛水湾现代农业园区玫
瑰温室大棚，各色玫瑰争芳斗艳，阵阵花
香沁人心脾。

“在园区上班，每月能挣 3000 多元，
还不耽误照看老人和孩子。”正忙着采摘
玫瑰花的花农张恩红说，像她一样，周边
村有100多位村民常年在园区务工。

园区负责人李立坤介绍，园区共流转
土地200亩，引进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
式和营养液滴灌技术，采用“企业+合作
社+村集体+农户”模式，带动新马头镇、
香城固镇、古城营镇、南辛店乡等 4 个乡
镇发展玫瑰种植大棚32个、种植面积2.6
万平方米。目前，玫瑰鲜切花年产值约
2000万元。

发展“鲜花经济”，邱县梁二庄镇通过
订单农业发展菊花种植 3000 亩，开发了
菊花茶、菊花酒等深加工产品，每户年均
增收超 1 万元，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10 万
多元。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源动力”。近年
来，邱县发挥各乡镇资源优势，立足村域
实际，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建成香
城固镇食用菌、梁二庄镇文冠果、新马头
镇山药、邱城镇红薯、南辛店乡设施蔬菜
等特色种植基地，全县果蔬种植面积5万
亩，年总产量26万吨。

引进龙头，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地处黑龙港流域的邱县，长期以来以
粮、棉等传统种植为主，并没有大面积种
植文冠果的历史。然而，从 2012 年开始
试种文冠果，仅10年，该县文冠果种植面
积达 1.5万亩，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文冠
果种植加工基地、全国文冠果产业发展综

合示范基地，带动全县 7000 多名村民参
与种植、200多名村民实现就业。

“文冠果产业能够无中生有，成为
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关键是发挥
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促进了产业链
延伸，提升了产业发展稳定性。”邱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曹今朝介绍，2012 年，该
县引进河北润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
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在
梁二庄镇流转土地 3000 亩开始种植文
冠果。

润升公司负责人李高英介绍，作为我
国确定的十大木本油料树种之一，文冠果
具有适应性强、节水性好等特点。文冠果
种植后，次年开花，3年结果，5年丰产，花
叶果均可食用、入药。前3年树下还可间
作花生、红薯、红豆、药材等作物，大大提

升了种植效益。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该公司还研发出文冠果茶、油、胶囊、
精油等系列深加工产品。依托文冠果花
一花四色的特点，邱县连续6年举办了文
冠果花节，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既有引进的“无中生有”的产业，也有
立足本地基础“有中生新”的产业。

肉羊养殖加工是邱县的传统产业，但
长期以来规模较小。邱县籍青年石广返
乡后，把创业目标锁定为肉羊养殖加工，
建立了年出栏50万只的现代化养殖园区
和以肉羊屠宰、加工、销售为主要经营业
务的现代化食品企业，形成种养加一体化
发展，带动农民养殖户2100余户，企业的
肉羊加工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年产值
3.5亿元。

利用牛羊鸡等养殖优势，邱县还培育

了安格斯、中科康盛、康远清真等一批本
土食品企业，进一步延伸了农产品产
业链。

食品加工企业一头连着田间地头，
一头连着百姓餐桌。近年来，邱县发挥
传统农业县农副产品加工潜力大的优
势，把食品加工作为县域主导产业之
一，持续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集
味轩、马大姐、味盟、华浦阳光等来自北
京、福建、广东等地的知名食品企业纷
纷落户。目前，该县已形成北京食品产
业园、东莞食品产业园和食品产业聚集
区在内的“两园一区”食品发展格局，全
县拥有各类食品企业 198 家，其中食品
工业企业 38 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160 余
家，涵盖面包、糖果、豆干、果冻、调味
品、肉制品等食品加工行业 27 个门类，
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加工、产品研
发、检验检测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年
产值近百亿元。

打造品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冬季到来，很多到访邱县的朋友，都
会吃上一口当地软糯香甜的红薯。

邱县土壤沙质成分较多，适宜种植
红薯。经省农林科学院推荐，2014 年
起，该县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经多次改
良，培育出具有独特口感的“蜂蜜红薯”。

为提升品牌效应，邱县成功申请了
“邱县蜂蜜红薯”区域公用品牌，并注册
了“邱县红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了
响当当的品牌，我们的鲜薯远销北京、上
海、济南等地，价格最高卖到每公斤 40
元，成为增收致富的‘金疙瘩’。”邱县红
薯种植大户刘艳霞介绍说。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邱县建立起集种植、储运、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红薯产业链，推动红薯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全县种植红薯
6 万亩，年产鲜薯 15 万吨，年产值 3 亿
元，带动1万余名农户增收。

小红薯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是
带动乡村旅游的特色资源。促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邱县充分挖掘红薯文化
和红薯内涵，引进专业旅游公司，在段

寨村打造了“红薯小镇”，建起 20 余处特
色民宿。同时，培育集育苗、种植、产品
深加工、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红薯产业
综合发展基地，衍生出红薯宽粉、红薯面
条、红薯月饼等10多种产品，带动村民就
业150人。利用特色农产品，邱县打造了

“文冠庄园”坞头村等一批特色乡村。
把农业品牌作为提高农产品综合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邱县持续
实施“品牌强农”战略，通过举办薯王大
赛、文冠果花节等活动，参加农产品交易
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截至目前，该县已培育出“邱
县文冠果”“邱县蜂蜜红薯”“邱县羊肉”
等 3个区域公用品牌，丝棉木等 4个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

全县果蔬种植面积5万亩，年总
产量26万吨。拥有各类食品企
业198家，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
产品加工、产品研发、检验检测
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年产值近
百亿元

上图：邱县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线正在运行。目前，该县拥有各类食品企业
198家，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加工、产品研发、检验检测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年
产值近百亿元。

下图：在邱县梁二庄镇前小河套村现代化养羊场，工人给羊添加饲料。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通讯员孙海峰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郝立翠）今年，馆
陶县深入开展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
实施市重点项目34个，前10个月完成投资
38.58亿元，5G智慧路灯、植物基低碳食品
等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全县新增市场主体 4565 户，同比增长
49.6%。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馆陶
县实行“党企周商会”和“政企同心谈”制
度，突出抓好工业技改、市场主体培育、要

素保障等方面工作。建立“畅聊早餐会”机
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定期与有关企业
负责人共进早餐，畅聊企业发展情况，听发
展、解疑惑、化难题。坚持县级领导包联重
点项目、重点企业，帮助解决土地、资金、人
才等问题，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馆陶县坚持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服务理念，实行拿地
即开工、受理即审批、准入即准营、发现即
查处的“四即”服务，不断打造政策最优、
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
营商环境。截至目前，5 个项目实现拿地
即开工，受理即审批 2538 家，办理准入即
准营事项374件。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馆陶县开展招商
引资专项行动，县级领导带头招商，建立

并发挥产业链招商小组、驻点招商专班、
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作用，累计引进三海
装配式超低能耗绿色智能建筑等 37 个项
目，总投资 203.79 亿元。前 10 个月，全县
招商项目签约金额、签约数量均居邯郸市
第二位。

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发展得好。馆陶
为重点项目和落户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
务，对符合帮办代办的项目提供“多对一”

“一对一”服务，做到“墙内的事企业办，墙
外的事我们办”。推动服务端口前移，常态
化开展进工地、进园区、进企业、进门店活
动。审批部门加强与商务、发改、自然资源
和规划等部门对接，实现审批服务前置，变

“项目等手续”为“手续等项目”。以一个政
务服务大厅和10个与办事企业、群众密切

相关的部门为重点，建立首问负责制、AB
岗制度、限时办结制等6项制度，逐步提高
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全县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100%。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为推动稳经
济运行一揽子政策措施及配套政策落地落
实，将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企业效益，馆陶
县采取政策措施宣传解读会、发放明白卡、
进企业进行政策宣讲等形式，确保了市场
主体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认真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惠企政
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科技
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全县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0家、省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277家，新增省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21家、企业研发机构12家，培
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头部企业9家。

“对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
营的中小微企业，按每名参保职工 500 元
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宋其涛介绍，发放采
取免申即享模式，直接将资金发放至企业
账户，切实为企业减负。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实落细惠企政策

馆陶开展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
实施市重点项目34个，前10个

月完成投资38.58亿元；新增市

场 主 体 4565 户 ，同 比 增 长

49.6%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通讯员王洪云、赵春辉）邯郸市发挥质量
基础设施三级网格化服务体系作用，今年前10个月，为中小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提供服务1176家（次），解决技术难题629个，培育新增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获证组织460家，通过专利质押、商标质押融资18.1亿元。

按照整合服务资源、减轻县级负担、提高服务效能的原则，邯郸在
市级建设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各县（市、区）设立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中心站，在有条件的基层分局、有需求的产业园
区、有检验检测能力的优势企业建立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
站，构建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三级网格化服务体系。实施统一标识
内容、服务设施等“六统一”管理，集成计量、标准等技术服务，精准对接

“532”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企业提供
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务。

邯郸建设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通讯员申世达）入冬以来，邯郸市自来
水公司加强水质检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为及时解决供水突发问题，该公司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组建6支
供水保障应急队伍，随时受理群众各类用水需求。利用全市分区计量
监测点，对供水管网实施监测，科学调整管网压力，一旦发现供水管道
压力异常波动，及时组织抢修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针对老旧小区供水设施老化、冬季易出现爆管等情况，该公司做好
冬季供水抗寒防冻工作，对老旧小区采取加装保温棉、水表套等防寒保
暖措施。截至目前，累计对铁路大院等 270个老旧小区加装保温装置
1.8万余件（套），巡查维护供水设施近万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苗文金）日前，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启动
冬季公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力稳定冬季交通安全形势。

行动期间，该市将加大路检路查力度，充分依托公安检查站、交警
执法站，在重点路段增设临时执勤点；抽调城区、机关警力组建执法小
分队，深入农村地区开展流动执法，落实线上线下结合的巡控查控机
制；聚焦本辖区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紧盯“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
严查“三超一疲劳”、农村“两违”等交通违法行为；紧盯进出城主要道路
和农村地区乡镇、集市周边道路及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点段，严查酒驾醉
驾交通违法行为。实施主干公路联合勤务、错时勤务，深入排查本辖区
安全风险突出的易结冰积雪、团雾多发路段以及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公路隧道出入口等路段安全隐患。

冬季公路交通安全
专 项 整 治 启 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通讯员姚黎明、武成军）“这里可以为手
机充电，还能临时休息，就像我们共同的家。”日前，说起县城大树湾社
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成安县“快递小哥”贾正辉夸赞道。

今年以来，成安县积极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向“快
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实施“新”连“心”工程，依托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银行储蓄网点等资源，建设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
和暖心驿站，解决这一群体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等问题。目前，该县
在户外劳动者密集区域构建了“1+10”党群服务中心联盟，即1个新就
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大树湾社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以及10
家社区、银行联建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就餐、饮水充电、阅
读学习、无线网络等服务。另外，成安县还建立微信矩阵，鼓励新就业
群体争当民情收集员、平安巡查员、文明宣传员，服务群众、回报社会，
使他们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

成安建设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群服务中心和暖心驿站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玲玲、杨文武、
宋占俊）连日来，磁县讲武城镇中高录村草
莓大棚里一派忙碌，合作社社员们在进行
除草、施肥等劳作。中高录村党支部联合
周边 3 个村成立了高录党总支，用抱团发

展模式流转4个村土地300余亩，共同建设
集体经济项目，实现不同村之间资源共享、
利益共赢，带动村集体年增收50万元。

今年以来，磁县强化党建引领，通过集
体领办、资产盘活、旅游拉动、产业带动等

方式，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逐步形
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全县的乡村振
兴格局。截至目前，磁县 262 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全部达 5万元以上，其中 10万元以
上村占比80%。

集体领办，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将党组织政治引领功能、合作抱团发
展优势、群众致富愿望有机结合，不断拓
宽增收致富渠道，增加集体收入。资产盘
活，以产业项目为中心，盘活村集体闲置
土地和厂房、校舍等资产。旅游拉动，充
分挖掘产业、民俗、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
游、民俗旅游，促进农文旅融合。产业带
动，从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入手，加快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逐步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产业效益。

磁县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万元村占比80%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斐妮、彭慧敏、杨济玮）“每次帮乡亲们义务
修理农机，都会得到志愿服务积分。”近日，邯郸市峰峰矿区大社镇东屯
村农机能手李兰柱走进村里的爱心超市，用志愿服务积分兑换了衣架、
毛巾等日用品。

为发挥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东屯村建立志愿服务积分机
制，组建了一支由党员带头的志愿服务队，通过“群众下单、党支部派
单、志愿者办单”模式，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积分管理与村内重点工
作、群众日常需求、一老一幼扶助相结合，志愿者根据参与村级事务治
理及志愿服务活动时长、成效等，可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兑换日常
生活用品。

峰峰矿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程贤文介绍，今年以来，该区 157
个村、41个社区全面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截至目前，全区党员群众
共开展志愿服务8.5万余次。

峰峰矿区推行
志愿服务积分制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闫文君 记者陈正）近日，魏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安置的21名部队转业士官全部到岗工作，今年该县退役军人安置任
务全部完成。

魏县制定安置计划时，充分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和退役士兵就业意
愿，坚持退役士兵选岗意愿集中的单位优先列入、有用人需求的单位优
先列入，千方百计提高安置计划质量。为帮助退役士兵尽快适应地方
工作环境，通过聘请专家授课、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讲解地方经济
发展、就业形势等客观情况，引导退役士兵着眼未来发展。

坚持贴心服务理念，平稳推动公开选岗工作。公开选岗前，召开退役
士兵安置恳谈会，了解他们的困惑和实际困难；召开选岗征求意愿会，介
绍安置单位情况，为退役士兵出谋划策。选岗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第一
时间集中向单位移交退役士兵人事档案，明确报到时间和相关手续办
理流程，确保每一名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分配即上岗、待遇有保障。

魏县千方百计提高
退役士兵安置计划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