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水第四届冰雪运动会举办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第四届冰雪运动会在奥

体中心体育场开幕，本届运动会吸引了25支代表队的1200余名运
动员参加。

本届运动会由衡水市人民政府主办，衡水市体育局、教育局
承办，设雪地拔河、短道速滑、陆地冰壶、陆地冰球、轮滑五大
项，运动员分为成年组、青少年组、少儿组 3 个组别展开激烈
角逐。

据悉，2022年以来，衡水全年举办冰雪赛事活动 458场次，
全市 810 所中小学校的 81 万余名在校生全部参与冰雪季系列活
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132万家庭成员和社会人员参与冰
雪运动。群众冰雪活动蓬勃开展，通过“冰雪大篷车”将冰雪推
广普及活动覆盖到124个社区、112个乡镇、868个行政村。

衡水市第四届冰雪运动会上，运动员在进行雪地拔河
比赛。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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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稳 产业兴 乡村美
——2022年衡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工作回眸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2023春节系列文化活动暨
衡水湖非遗民俗花灯展启动

全市文化惠民卡（券）同时发放

景县创建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
目前已吸引4000多名在外青年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

首批20家公共文化空间授牌

回眸 2022 年，湖城“丰”景喜人。衡水
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三农”工作
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攻坚克
难、开拓创新，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圆满完
成年度各项重点任务，全市农业农村工作
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蓬勃
发展的农业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力支撑。

重农稳粮，筑牢农业基本盘
——2022 年粮食生产面积

达到 1086.7万亩、总产 88.5亿斤
以上，实现粮食生产面积、产量
双增长

近日，深州市魏桥镇宏图农机合作社
的农场里，潘建星带着家人在象征丰收的
玉米囤前贴上“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大
红字，迎接春节到来，身后一排排玉米穗在
阳光下泛着金光，照亮了人们的笑脸。

“2022 年，我们合作社流转了 2300 多
亩耕地，种植了花生、金银花、玉米，全部获
得了大丰收，其中玉米收获了270多万斤，
亩产达到1500多斤。”辞旧迎新之际，潘建
星对今年充满期待，“争取扩大种植规模，
再大力发展种养立体农业，在金银花下养
殖鸡和鹅，并间作北京菊等药材。”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2022年，衡
水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及
重要农产品实现稳产保供。到 2022 年，粮
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2022年粮食生产
面积达到1086.7万亩、总产88.5亿斤以上，
实现双增，均创历史新高。粮食产量、生产
面积双增长，得益于衡水市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认真落实“长牙齿”的耕地
保护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同时不断稳产量、提产能、强机制、增
效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在确保粮食生产面积的基础上，衡水
市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水
平。集中打造了优质蔬菜、杂粮、油料等10
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同时，借助“果蔬进
京”东风，积极吸引北京新发地商户来衡建
设绿色果蔬基地，新发展优质果蔬基地 6
万亩。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纳
入监管平台的规模经营主体达到1000家，
实现了省级农安县 11 个县（市、区）全覆
盖，种植业农产品质量检测能力跃居全省
第一，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品牌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标志，
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升级的有
效途径。春节临近，饶阳县南北岩村的万亩
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
柿挂满秧藤。不远处的瓜菜交易市场车来
车往，新鲜的蔬菜经过严格检验后，被装上
货车运往了京津等地。在这里，设施蔬菜种
植产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依托。

该市农业农村局以锻造农业品牌为抓
手，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
响力。2022 年省级农业企业领军品牌、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均达到8个。如今，深州
蜜桃、阜城漫河西瓜、饶阳设施蔬菜等一大
批衡水特色农业品牌叫响全国。同时，该市
还实施了项目增收、科技支撑、龙头培育、
帮扶助力四大行动，持续提升脱贫地区特
色产业覆盖水平和质量，1001个脱贫村共
培育发展农业特色品种 1325 个，截至目
前，该市农业特色产业实现了“一村一品”
全覆盖，带动农户增收能力不断提升。

粮食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也稳定供
给。2022年，该市果蔬生产实现量质齐升，
全年蔬菜种植面积115万亩，产量367.7万
吨，增长 3.7%；其中设施蔬菜占总面积比
例有望保持全省第一。水果面积稳定在50

万亩，设施水果达到 12万亩，产量稳定在
110万吨。畜牧生产稳中有增，全市新建改
扩建生猪规模场15个，新增奶牛存栏8000
头，新增液态奶加工能力 18 万吨。到 2022
年 12月底，全市肉、蛋产量分别达到 30万
吨、25 万吨。奶牛存栏 8.9 万头，奶产量 39
万吨，生猪存栏 135.2 万头、出栏 257.7 万
头，均实现同比增长。

科技兴农，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

29.5 万亩，重点打造 28 个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现代农业发展
活力强劲

近日，在故城县东大洼现代农业示
范区管理中心物联网控制室里，工作人
员通过视频监控观察高标准农田里的小
麦生长情况。“不光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
查看，还通过手机远程控制灌溉设备的电
磁开关阀，依据这些灌溉数据，在这个平台
上就能优化灌溉策略。”故城县东大洼现代
农业园区管委会副总经理赵书栋表示，云
平台将所有现代化农业设施串联起来，可
为农户提供数据监测、信息发布、田间管理
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服务。

衡水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聚焦提质增效，突出发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为现代农业
注入澎湃活力。截至 2022 年底，该市共建
设完成高标准农田 29.5万亩，超出年度任
务2.5万亩。还建设了33个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示范基地，创建7个省级创新驿站，重
点打造28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并与河北
农科院合作实施了水果增甜提质、优质粮
食生产、高效作物栽培等一批科技项目，农
业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传统的浇地方法既费时又费力，自
从用上滴灌潜埋技术，用时缩短了一半，
还节水，肥料也可直接灌溉到麦苗根部,省
力又高效。”近日，故城县建国镇种粮大户
刘宝收高兴地说，2022年他流转的1700多
亩土地，用上了滴灌潜埋浇地技术，病虫
草防治则用上了现代化装备，“4 台无人
机，3台高秆喷药机，只要半天时间就能完
成飞防作业。”

推进农业机械化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
水平的重要抓手，该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 1.27 亿元，受益户数 4094 户，补贴机
具4993台（套），多措并举全面提高农机装
备水平、作业水平、服务水平、科技水平和
安全水平。武强县、故城县、景县 3 个县获

得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称号，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92%。如
今，无论夏收秋种，各类农机在衡水广袤田
间纵横驰骋。从传统的“犁耧耙耱”到智能
化的“金戈铁马”，现代农业机械成为田间
主力军。

强农兴农，科技先行，为粮食安全生产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支撑。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让农民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

临近春节，走进设施蔬菜大棚、现代农
业园区，处处蔬果飘香，畜禽欢鸣。“去年通
过土地托管，我们将20亩耕地全部交由合
作社托管，一年下来分红 2 万多元！”桃城
区邓庄镇武家庄村 60 多岁的张兰根高兴
地说，他们村 40 户村民都和他一样，通过
土地托管实现了增收。

2022年以来，衡水市将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作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
重要抓手，全市共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3000多家，依法登记农民合作社13920家、
家庭农场12206家，居全省前列。国家、省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61家，累计达到272家；
新增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7家，累计达到228
家。实施托管服务土地面积达584万亩。截

至 2022 年底，该市一产增加值完成 250 亿
元，同比增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达到1.82万元，同比增7.6%。

内外兼修，绘好和美乡村新画卷
——建成美丽乡村 187个，

新建农村户厕3.3万座，1554个
村庄实现硬化、净化、绿化、亮
化、美化，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一渠碧水绕村而过，道路平整、树木
成排，屋舍俨然、整齐划一，孩子们在村中
广场上嬉戏，笑声格外欢快……走进衡水
高新区大麻森乡东桃园村，一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景象。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也要生态宜
居。2022年，衡水市各县（市、区）围绕城乡
融合发展，以人居环境清洁、建筑风貌美
观、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特色产
业壮大、乡村治理有效为主要目标，重点围
绕环市县主城区周边，沿铁路、高速、国省
干道，以及大运河文化带、景区和省乡村振
兴示范区等重点区域，连线成片，打造“村
庄宜居、生态优良、经济发展、乡村文明、
治理有效”的升级版美丽乡村。

继续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
理、生活垃圾清理等为重点，全面提升村
庄公共环境，提升村庄风貌。昔日的残垣
断壁、废弃坑塘，如今变成了小游园、小广
场。2022 年，该市共新建农村户厕 3.3 万
座，改建1.1万座，新建农村公厕924座，完
成 302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4642 个村庄
完成村内生活垃圾和积存杂物、村内外塘
沟、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创建美丽庭院
43270 户，1554 个村庄实现硬化、净化、绿
化、亮化、美化，全市建成美丽乡村187个。

加大基础设施改造，完成 10 千伏及
以下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1200 公里；新改
建农村公路 361 公里，完成 707 个村内街
道硬化；提升农村幼儿园服务水平，当年
底实现有需求的行政村普惠性幼儿园或
学前教育服务点全覆盖；深化农村卫生室
和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建设，补齐公共
服务设施短板；推进通信网络向乡村延
伸，2022 年底前，乡村两级认领事项 100%
网上可办。

2022 年，衡水市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
逐步完善，农村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农民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展望2023年，衡水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谋深谋实现代农业强
市场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深化“厕所革命”，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同时，大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高品
质果蔬产业示范区创建、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培育等六大工程，加快现代农业强市建
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展现衡
水担当、贡献衡水力量。

到2022年，全市粮食总产实现
“十九连丰”。2022年粮食总产
量88.5亿斤以上；全年果蔬产量
达477.7万吨，特色农业产业鼓
起了农民“钱袋子”；建成187个
美丽乡村，新建农村户厕3.3万
座，1554个村庄实现绿化美化，
农村人居环境生态底色更靓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日前，衡水市2023年春节系列文化
活动暨衡水湖非遗民俗花灯展在衡水湖旅游景区正式启动。当
天，该市还启动全市文化惠民卡 （券） 的发放。

在春节、元宵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 89 项年味十足、特
色鲜明、品类丰富的文化旅游活动，让游客在观赏体验衡水
美景民俗的同时，开开心心过大年。2023 衡水湖非遗民俗花
灯展在衡水湖旅游景区 （原园博园） 开展；衡水野生动物园
推出新春游园会；故城东大洼农业休闲观光区推出迎春传统
文化演出活动……同时，习三内画博物馆、周窝音乐小镇等
17 家景区推出了免门票游览，并组织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
广大游客尽享节日欢乐。

在春节期间，该市公共文博单位继续免费开放。衡水市博
物馆举办“大汉儒宗”——董仲舒儒学文化专题展春节特展，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衡水市图书馆将举办年俗绘画、“虎报喜
讯 兔迎新春”话春联等 13项系列活动。衡水市群艺馆、衡水
市美术馆将举办文化进万家“大家唱、大家跳”比赛等文化惠民
活动。此外，全市文旅系统还将组织具有代表性的衡水非遗项目
通过现场展演、工艺讲座、观众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游客身临其
境体验非遗项目魅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全域旅游不断发展，周边游已成为市民首选。冰雪游形
式多样，衡水奥体中心的冰雪嘉年华雪地摩托车等项目让游客体
验冰雪运动带来的愉悦快乐，故城以岭康养庄园推出了集滑雪、
美食、温泉于一体的综合休闲活动；乡村游热度高，和美采摘
园、康晟采摘园、鼎坤庄园等园内果实累累，供游客游玩采摘，
同时推出亲子研学、农事体验、乡村游戏等系列乡村旅游休闲
活动。

在新春来临之际，衡水市群艺馆、衡水市书画院以及深
州、冀州、阜城等市县两级专业艺术院团、文化志愿者还将开展
走基层送温暖活动，他们走村入户送图书、送演出、写对联，将
新春祝福送到基层，让群众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氛围和浓浓暖意。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日前，衡水公共文化空间授牌仪式
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在桃城区衡丰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举行。在授牌仪式上，公布了全市首批20家公共文化空间
名单。

据了解，打造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空间是衡水市创新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重要举措，旨在发挥文化名家示范带动作用，常态化开
展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及各类文化活动。这20家公共文化空间是
衡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经反复研究遴选确定的，既有知名艺术家
工作室，也有文化场馆、街道社区，他们将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
聚焦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展览展示、讲座交流、研习传承、志愿服
务等任务，积极参与“党的声音进万家”“文化进万家”等主题实践
活动，把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成为文艺创作的能量场、文化惠民的新
发地。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通讯员毕丽丽）体验非遗文化，感受
传统魅力，尽享浓浓年味儿。1月14日，冀州区2023年“古韵新风”
年俗文化大集敲响了开市锣。

肥而不腻的岳记驴肉、冀州小燕子剪纸、美观又舒适的田园棉
手织布……在这里，不仅能购买到各种年货，品尝到本土特色美
食，看到传统非遗技艺，还能欣赏欢乐的民俗表演……年俗文化大
集旨在丰富城乡群众节日期间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
消费信心。本次年俗文化大集共设置了 107个摊位集中展销年俗
产品，其中的8个摊位展示冀州非遗文化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非遗魅力。

据了解，文化大集将持续至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走进景县
智达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创业青年郭佳林的
软件开发公司紧张而忙碌。尽管是2022年6
月份新成立的公司，但凭着过硬的技术水
平，已经有不少企业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
系。“家乡为青年创业提供了支持政策，点燃

了我返乡创业的激情。”郭佳林说。
2022年，景县实施了“学子回归·乐业景

州”“桑梓计划·湖燕归巢返家乡社会实践”等
项目，团县委书记张静说，目前已吸引4000
多名在外青年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该

县2022年制定了《景县创建“青年发展友好
型城市”试点实施方案》，将重点实施“青年
铸魂”“青聚活力”“健康提升”“人才引育”

“青年启航”“青年共治”6项工程，并制定了
关于人才引进、就业创业、青年教育、青年文
化等 40 余项新措施，提出了要努力为青年

打造宜居宜学宜业宜游的县城环境，全力创
建“青年友好型美丽景州”的目标。

围绕橡塑制品、机械制造、铁塔钢构等
产业，该县将落实青年人才引进计划和景县
学子回归计划，实施青年企业家培育提升行
动，技能人才、新兴行业人才引育项目，着力
培养和扶持一批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的高素质青年企业家，推动提升县域特色产
业竞争力。同时，加大对青年就业创业全链
条支持，吸引更多学子回乡创业。落实青年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见习补贴政策，采
取“互联网+就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定期举办企事业单位专场招聘等活动。
实施创业担保贷款“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
青年创新创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解放思想奋发进取 交出争先进位成绩单

冀州区“古韵新风”
年俗文化大集开市

▲武强县建忠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麦田里，几架无人机在开展“一喷三防”
作业。（河北日报资料片）

▶近日，故城县建国镇姜圈村菜
农张红娟在拱棚里收菠菜。

▼阜城县阜城镇冯塔头村美丽的
新民居。（河北日报资料片）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焦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