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的家乡在保定市徐水区，紧邻
保定主城，接壤雄安新区。境内瀑河、漕
河一路奔涌，融入白洋淀。

春节假期，记者回到家乡，与亲戚朋
友谈论起家乡过去一年的变化，堂妹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年咱这变
化可不小，特别是建成的瀑河生态休
闲度假区，颜值高，超好玩，有时间带
你去看看！”

按捺不住好奇，记者决定和家人过
去看一看。1月21日，从城区驱车半个多
小时，便来到了位于瀑河乡的瀑河生态
休闲度假区，这里涵盖石龙山体育生态
公园、农文旅产业园等诸多休闲场景。沿
着盘山道往上走，登上瀑河生态休闲度
假区的石龙山顶，俯瞰 8000 亩瀑河水
库，水库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山间，展现着
冬日时节别样的美。

“山脚下的釜山龙腾广场，提取‘龙’
图腾为文化元素，传承釜山合符文化。有
熊部落房车营地、瀑河博物馆、乡村振兴
展览馆，一步一景，处处可游。”度假区的
导游张洪柳，一路讲解着景点的文化特
色，颇为自豪。

石龙山曾是采石场，因长期无序开
采残破不堪，植被覆盖率不足 10%。自
2011年进行生态治理以来，经过十多年

修复，山体绿化率达到了现在的 80%以
上。2022年 9月 7日，第五届保定市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绽放新颜的
石龙山成为观摩点之一。

景色美了，游客来了，农民赚了。“许
多游客被这里的景色吸引，我们的客流
量也多了，生意变得更好啦。”习小鲜是
石龙山脚下解村村民，如今她是度假区

的一名宣传客服专员，眼瞅着越来越多
的人前来游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地。

10 年前，习小鲜从几十公里外的
易县嫁到了解村。那时，这个 2000 余人
的村庄，务农和外出务工是主要经济
来源。习小鲜也不例外，刚嫁过来的几
年常在北京打工，后来两个孩子陆续

出 生 ，她 就 想 着 能 在 老 家 找 到 一 份
工作。

“现在旅游搞得好，我在这边上班，
不仅可以照顾家人，还有一份稳定的工
资。”对于这份“挣钱不少离家近”的工
作，习小鲜很是满意。

瀑河生态休闲度假区副总经理段
振兴告诉记者，度假区吸纳了周边村民
就近就业，仅解村村民在度假区里打
工，多的时候 200 多人，少的时候也有
100 多人，年龄大一点儿的做保洁、保
安，年轻的做服务员，工资一点儿也不
比在城市里打工少。随着游客的增多，
周边村民开发民宿、农家乐的意愿逐渐
增强。

以农带旅、以旅兴农。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和优质项目，徐水区在瀑河水库
的西侧还投资建设了生态、高效、可持
续发展的仿野生中药材种植数字农业
溯源基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中草药
经济，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把家
门口的好风景逐渐变成群众致富的好

“钱”景。
听了这一番介绍，记者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不禁为家乡的发展点赞加油：以
打造“京雄邻里微度假旅游目的地”，叫
响“京雄邻里、品质保定”品牌为目标，高
质量推进“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
游+文化”等新业态，家乡的绿水青山正
在向金山银山蝶变。

农文旅融合拓宽群众致富路
——在保定市徐水区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记者（右）在保定市徐水区瀑河生态休闲度假区采访。 河北日报通讯员 周鸿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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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

去年定州新增城镇就业8010人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截至2022年底

雄安新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100多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郭东）从雄安新区

1月18日召开的2023年工作会议上获悉，
2022年，雄安新区重大项目和重点片区加
快建设，启动区主要基础设施基本建成，
起步区重大基础设施全面建设，240个重
点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5100多亿元。

数据显示，自设立以来，雄安新区重
点工程项目始终保持高标准高质量，谋划
推进的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8000 多亿元，
总开发面积超过120平方公里。

过去一年，雄安新区连续三个季度组

织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总投资 1900
亿元的 142 个工程建设项目有序启动开
工建设，一批疏解、产业、公共服务及配套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2022 年，容东片区基本建成，容西、
雄东、昝岗等片区已进入稳定开发期，
3500 多栋楼宇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已
达 4100 多万平方米，7 批次近 12 万名群
众喜迁新居。

截至 2022 年底，雄安新区建设交付
安置房 8.72 万套、802 万平方米，已基本

完成自2019年征迁安置工作启动以来的
全部既定任务，共涉及4.47万户、11.34万
人，重点项目建设不但实现了群众幸福回
迁，还让一部分群众率先享受到了新区建
设发展带来的红利。

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动了城市框架
全面拉开。雄安新区环城市外围道路、内
部骨干路网体系、生态廊道建设、雄安水
系“四大体系”基本形成，承载“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正在全力加快实现
显雏形、出形象。

2023 年，雄安新区将牢牢把握高质
量推进项目建设生命线，着力形成城市很
美丽、人民很文明的新形象，努力让雄安
新区一年一个样，年年有变化。牢牢把握
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发展，着力发展疏解和
产业深度融合、资源和要素充分涌流的新
产业，打造空气中都充满创新味道的活力
之地。牢牢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
鼻子”，着力建设支撑疏解落地、人民宜居
宜业的新功能，以城市功能完善促进疏解
落地，以高水平承接牵引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阳 记者徐
华）近日，从定州市人社局获悉，去年该市
新增城镇就业 8010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715 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10754 人，
脱贫劳动力就业 4429 人，均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开展就业服务活动，拓宽就业服务渠
道。开展“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聘
月”等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去年该市举办

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96 期，发布岗位信息
1.5万余个，帮助 3000余名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达成就业意愿。完善就业服务平台
建设，全市各个行政村均设立了村级就业
服务站，为农民提供求职登记、政策宣传、
岗位推荐、就业指导等服务。深化“互联
网+就业”服务模式，开展“直播带岗”等
服务，打造“岗位推荐+线上答疑+后台服
务”三位一体的直播招聘就业服务平台。

去年，该市共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5期，
累计在线观看120余万人次，帮助1500余
名劳动者求职成功。

释放政策活力，稳定、扩大脱贫人口
就业。该市人社部门积极开发乡村保洁、
巡逻巡护、生态护林等村级公益性岗位，
帮助脱贫人口中半劳力、弱劳力就近就地
就业；完善公益性岗位补贴增长机制，将
公益性岗位补贴由 2021 年的每月 500 元

调整为 2022 年的 610 元。开展“‘雨露计
划’+就业促进”行动，以“雨露计划”毕业
生为重点，根据其就业意愿主动提供技能
培训、岗位推荐等“一对一”就业服务。目
前，他们已经帮助186名“雨露计划”毕业
生就业，就业率为90%。

打造劳务品牌“金名片”，促进高质量
就业。定州市人社部门充分发挥“中山好
嫂子”劳务品牌优势，引进高级家政培训
内容，免费为有家政服务意愿的劳动力提
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师、推拿师、收纳整理
师等培训；并与北京56家企业对接，点对
点输送 2300 余名学员到北京就业，人均
月收入达8000元以上。去年以来，该市通
过这种“技能培训+劳务输出”模式，累计
带动5000余名劳动力在家政服务领域实
现高薪就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孙也达）1月23日，大年
初二，“卯兔迎春至 古城过大年”2023山海关古城
春节系列活动启帷，古城山海关年味儿更加浓烈。今
年春节期间，秦皇岛市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40
余场各类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场场精彩的文
化盛宴，节目形式多种多样，线上、线下可供选择，白
天夜间同样精彩。

春节期间，秦皇岛市继续开展“大家跳、大家读、
大家唱”优秀作品线上展播展示活动、第五届线上灯
谜喜乐会、春节主题文化展、百姓身边的文化摄影
展、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等重点线上活动。推出新春
公益演出周、送春联等线下活动。同时在全市组织文
艺轻骑兵、阅读推广人、文化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农
村、社区，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化“三下乡”活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节日期间，全市各级图书馆、文化站、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
化设施向群众免费开放。

同时，各县区也纷纷推出各类文化活动，特别是
品牌性文化活动，打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月19日，北戴河新春“戴河风韵·匠心云集”非
遗市集正式开集，将非遗项目搬进花灯节现场，打造

“看得见、尝得到、摸得着、带得走”的非遗市集，让非
遗融入现代生活，让市民有看头、有玩头，全程感受、
全程共享非遗活态魅力。

1月22日至26日及2月5日，2023海港区新春平
安祈福庙会在秦皇求仙入海处景区举行。庙会上演主
题祈福仪式，始皇碣石行群雕两侧还有特色小吃，主题
演出繁多，更有糖葫芦、糖人、风车等民俗、非遗产品。

1月 23日，大年初二，“卯兔迎春至 古城过大
年”2023 山海关古城春节系列活动启帷。活动充分
利用山海关文化资源，打造最具年味儿的古城。卯兔
吉祥日场活动包括万食大集、真人雕塑、晨钟暮鼓、
小丑贺春、财神送福、秧歌拉街、网红游艺、民俗说唱
等，瑞兔贺岁夜场活动包括情境光影秀、打铁花。通
过多彩活动，让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卢龙县依托深厚的孤竹文化底蕴，春节期间重
点安排了 2023 年春节文艺晚会、传统文化知识竞
猜、“民俗馆里话年俗”“孤竹文化之旅”系列活动等。
同时，各乡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全面展示群
众丰富的春节文化生活，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28日（正月初七），昌黎县将举行“文化进万
家 非遗拜大年”活动。老呔鼓、舞龙、昌黎吹歌、昌黎地秧歌等昌黎非遗项
目传承人现场展演，展现昌黎非遗成果和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1月24日（正月
初三）上午开展“日新月异好生活‘大家演 大家读’活动”，着力提升公众传
唱兴趣和阅读能力。1月27日（正月初六）上午将举行“喜气洋洋主旋律‘大
家奏’活动”，融合多元艺术风格，演绎民族管弦乐作品，带来浓厚的年味儿。
2月5日（正月十五）将举行“欢乐吉祥新气象‘大家跳’活动”，引领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营造团结奋进、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展现新风貌，振奋精气神。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1月22
日夜间至 1 月 23 日凌晨，河北部分
地区迎来降雪。河北高速集团所属
各路段浴“雪”奋战，全力保障高速
公路安全畅通。截至1月23日中午，
该集团共投入除雪机械设备348台
次，600余人，撒布融雪剂1833吨。

1 月 22 日晚，承德开始普降大
雪，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以雪
为令，快字为先，以临战姿态连夜迅
速开展除雪保畅作业。承德高速联
合指挥调度中心切实发挥路警一体
化职能，路警各方实现信息无缝对
接、关键资源共享，同时，24小时不
间断对重点路段、重点站区进行监
控视频轮巡，形成全路域、全时段、
全要素路网监测态势，并及时发布
路况信息、交通事故信息，合理引导
公众出行。各收费站提前准备除雪
工具，对庭院及收费广场积雪进行
及时清除，并增加“雪天路滑，请您
注意安全”“春节期间，安全第一”等

温馨提示语，主动为司乘人员提供
热水、临时休息点等便民服务，耐心
解答司乘问询。

1 月 23 日 6 时左右，秦皇岛开
始出现降雪，河北高速集团京秦分
公司秦皇岛养护工区第一时间启动
除雪保畅应急预案，除雪队伍全力
以赴投入到道路除雪保畅工作中。
保畅小组现场指挥，根据雪情调好
融雪剂撒布量，除雪工作有序开展。
他们先对主线双向和北戴河连接线
撒布融雪剂，防止雪板结、路段结
冰，后又继续对各连接线、各互通匝
道等重点部位进行除雪。10时30分
左右，除雪保畅作业结束，道路全线
实现畅通。

河北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集团所属各单位将持续关注
天气变化，增加巡查频率，强化各部
门协调联动，进一步保障道路安全
畅通，为人民群众春节假期安全出
行提供便利。

河北高速集团

浴“雪”奋战保道路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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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
2023 衡水湖非遗民俗花灯展在衡
水湖畔的衡水园博园内精彩亮相。
28组造型各异的花灯流光溢彩，将
夜晚的园博园装扮得如梦如幻。

长40米、高8米的兔年迎春门，
漂亮的“吉祥兔”，大红的“春临门”、
耀眼的“中华鼓”，农历兔年韵味扑
面而来；气宇轩昂，神龙飞腾、巨浪
翻转的九龙壁花灯，给人以传统文
化的震撼之美；鲤鱼戏莲、年年有鱼

（春夏秋冬系列）、鸳鸯百年好合、天
鹅之恋等花灯依水而设，寓意着年
年富裕、幸福美满；栩栩如生的十
二生肖灯，烘托出浓烈的喜庆氛
围……人们置身于灯光的海洋里，

切身感受光影变幻的魅力。
据悉，此次非遗民俗花灯展将

持续到 2月 5日结束。“今年灯展体
现出创新性、艺术性、互动性，我们
通过对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资源
的梳理和创新，辐射衡水湖范围，以
传统节庆活动、实景演绎等方式深
度融合打造这次灯展，很有地方特
色。”衡水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中心部长周浩介绍说。

此次非遗民俗花灯展期间，该
市还将举办主题为“重拾新年味·非
遗闹新春”的衡水湖首届非遗民俗
文化节，打铁花等民俗演出、美食游
乐等内容将一一精彩呈现，让游客
体验到浓浓的年味儿。

2023衡水湖非遗民俗花灯展精彩亮相——

衡水湖畔赏花灯

1 月 15 日，在肃宁县文化广场附近
的年货市场上，记者看到，即使售价比普
通面粉高了2到3倍，印着“东是堤”商标
的富硒黑小麦面粉销售依然火爆。

如今的肃宁县尚村镇东是堤村，村
集体收入年增加近 50 万元，带动了 100
多名青壮年回乡就业，靠的就是这富硒
黑小麦。

上午8时，记者来到东是堤村，村党
群服务中心南边就是东是堤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是肃宁县第一家
集体经济组织下属公司，主营业务是生
产、加工富硒黑小麦。车间外巨大的粮仓
上，“发展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12
个大字十分醒目。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刚吃完早饭的
该村村民刘良库。

“你们这么早就开工吗？”记者问。

“有陕西的客户刚下了个大单，过年
正是吃饺子的时候，得赶快发走。”刘良
库一边熟练地往身上套白大褂，一边说，
顺手还递给记者一顶一次性帽子。

“因为是自个家的事儿，大伙干得特
别起劲儿！”公司负责人崔建康刚刚向记
者介绍完公司情况，马上也加入装面粉
的行列。

从生产车间里出来，记者在广场看
到了几位晒太阳的大爷。说起村里的变
化，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富硒黑小麦和
村支书袁建轮。

2019年，袁建轮参加了省委组织部
组织的“万人示范培训”。从农业农村部
专家那里，他了解到富硒黑小麦，并把这
个品种引入东是堤村。

起初，村民不了解，没有种植积极
性。袁建轮就动员村干部和老党员带头

试种。当年秋季，每亩地增收了 500 元。
村民们见到了收益，第二年，全村的500
多亩耕地全部种上了富硒黑小麦。

为降低村民种植风险，2019年，村里
成立了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大伙
只管种就行，合作社提供种子和技术，收
获时，合作社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1元的
保护性价格回收，老百姓没啥风险。”带
头试种黑小麦的老党员袁可欣说。

“合作社也不是万能的，打响品牌还
需要包装和宣传。”尚村镇四级主任科
员、包村干部范子豪说。在东是堤村党群
服务中心，范子豪向记者展示了东是堤
村举办农耕文化节、丰收成果品鉴会等
活动的视频。视频中，大婶们麻利地揉
面、刷油、蒸馒头、烙饼……富硒黑面粉
变成了各式各样的面点，供游客们免费
品尝。娃娃们跑过来，用麦秸编的浅筐接

过烙饼，用手捏着饼边，津津有味地啃起
来。透过镜头，似乎能闻到烙饼刚出锅的
香味……

在肃宁县“电商兴县”战略的引导
下，东是堤富硒黑小麦品牌知名度不断
提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成效显著。

引进新品种，成立合作社，注册公司
和商标，加工面粉、月饼等富硒农产品，
设立特色面艺展台，建立 400 多平方米
的网络带货直播间，培养自己的直播团
队……东是堤村在黑小麦上“做文章”，
把一个农产品做成了村集体有奔头的
产业。

“现在除了种小麦，我在面粉厂还有
份工作，一年收入5万多元，一点儿也不
比在城市里打工差！闲暇时还能带带孙
子，一家人在一块儿，日子越过越幸福。”
说话间，刘良库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富硒黑小麦，“种”出幸福生活
——在肃宁县尚村镇东是堤村

河北日报记者 李 傲

记者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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