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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记者来到阜平县
骆驼湾村村南的垂钓园，只见山泉水缓缓流入鱼
塘，水面波光粼粼，一条条鱼儿不时跃出水面。

“我们村地处深山区，由于运输等原因，村民
过去很少吃鱼。现在村里就有鱼塘，过年可以吃
上新鲜的活鱼了。”正在排队买鱼的村民贾云河
说。一旁忙着称重装袋的垂钓园负责人杨宏接过
话头：“现在一年四季卖鱼收入不断，这一周卖了
5.8万元。”

“现在休闲渔业已成为我们村旅游业的新兴增
长点，旅游业的支柱地位越来越突出。”赶来帮忙
的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瑞利说，这几年，村里旅
游业发展很是红火，“村里发展起了特色种植、民
宿、小吃街，我们还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脚步
迈得再快一点，进一步挖掘旅游业发展潜力。”

这个四季生金的鱼塘是怎么建起来的？原来村
南有一片乱石滩，常年流水不断，顾瑞利琢磨着可
以建个垂钓园，发展休闲渔业。2021 年春节，村
里召开返乡青年座谈会，会上顾瑞利提出了这个想
法，并提出谁有兴趣谁就可以跟村里合作开发，村
集体以土地入股，创业村民负责投资建
设经营，垂钓园前 5 年的收入归创业
者，以后双方按比例分红。

在座谈会现场，杨宏盘算了一下，
百亩花海、软枣猕猴桃采摘基地、多功
能接待中心……随着村里旅游项目的增
加，游客会越来越多，钓鱼、吃鱼的客
人也少不了。他当场提出：“我想回村
创业，这个项目我想干！”

说干就干，杨宏筹资 70 万元，经
过一年的建设，将原来的乱石滩变成了
垂钓园。“2022 年 4 月底正式营业，尽
管受疫情影响，但到年底垂钓园的销售
额还是达到了 40万元，利润 15万元。”
杨宏正说着，村里的“回家吃饭”农家
院打电话订鱼，为春节期间客流高峰做
准备。

“2022年，在旅游产业带动下，村
集体收入10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突破 2 万元。”顾瑞利说，随着旅游
市场复苏，2023 年骆驼湾村的旅游收
入有望达到1000万元。“现在村里的幸
福生活，真是年年有‘鱼’！”

建
休
闲
垂
钓
园
，生
活
年
年
有
﹃
鱼
﹄

—
—

在
阜
平
县
骆
驼
湾
村
看
产
业
富
农

河
北
日
报
记
者

李
连
成

“我是乔耀，在塔元庄种草莓的邯
郸农民。”

1 月 23 日，农历正月初二。正定
县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四季
采摘园里，一排排钢架大棚银光锃
亮。干净整洁的石子路上，一位皮
肤黝黑、瘦瘦高高的小伙子，朗声
笑着走来。

冲锋衣、牛仔裤、运动鞋，很难
想象，眼前这个一身游客
打扮的“90 后”，是一位
有着多年种地经验、被称
为“草莓大王”的农民。

推门进棚，草莓的清
香扑鼻而来，簇簇绿叶间
点缀着一颗颗鲜红欲滴的
果子，充满喜庆红火的年
味儿。

“咱这草莓，刚摘了省
里的大奖，还获得中国良
好农业规范认证，百里挑
一的好品种。”乔耀笑得眼
睛眯成一条线，“你尝尝，
保你吃得停不下来。”

嘴 里 塞 上 几 颗 红 草
莓，游客们连连说：“又甜
又香，真好吃！”

“草莓大王”和塔元
庄村的结缘，得从 2020年
说起。那一年塔元庄村联
合同福集团打造塔元庄同

福乡村振兴示范园，延伸产业链条，
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到塔元庄包大棚去。”乔耀成为
塔元庄第一批“引进来”的大棚种植
户，一口气包下9个大棚。

当农民遭遇龙头企业，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在同福集团的帮助下，
省农科院、河北农业大学专家隔三差
五来指导。新品种、新技术，让种了
好几年草莓的乔耀大开眼界。

“农民种田从靠经验变成了靠科
技。”乔耀滔滔不绝：按照无公害生产
技术规范种植，严格温度、湿度、土
壤酸碱度、有机肥管理，自动化操
作、水肥一体化滴灌，时间具体到
天，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得益于此，
他们种出的草莓，甜度、口感、果型
都远超传统草莓。

正值采摘高峰，游客络绎不绝，
停车场满满当当。望着人头攒动的大
棚，乔耀心里喜滋滋的：“去年收入
200来万元！”

谈及未来，乔耀眼里闪着光亮：
“今年打算再包下 15 个棚，村企合作
对接市场，一起奔向农业现代化，咱
农民的腰包还能不鼓？”

产业“接二连三”，引来一批又一
批像乔耀这样的“新农人”，更为塔元
庄带来红火的好日子。2022年，村集
体收入突破3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超过3万元。

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就这样
热火朝天地铺展开来。

这两天，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
村，室外滴水成冰，日光温室大棚里
却是暖意融融。

“活儿不累，也不用挨冻，正适合我
们这些岁数大的人干。”67岁的德胜村
村民马玉华正在大棚里采摘樱桃番
茄。“摘一个小时挣 13 块钱，想多挣就
多干点儿，累了就少干点儿。挣了钱又
锻炼了身体。”马玉华乐呵呵地说。

马玉华打工的地方，是村集体利
用专项资金建起来的日光温室大棚，
位于德胜村村南，建于2020年，一共
7 座。去年，经过招商种植了樱桃
番茄。

从栽苗到架秧、下果，以及田间
管理，樱桃番茄种植的每个环节都需
要大量用工。“从去年7月开始种植至
今，最多的时候一天用工20来人，少
了也得十几人。”大棚种植户魏林英
介绍。

“以前一到冬天，不是玩牌，就是
串门闲聊，还经常因为家长里短闹矛
盾。”马玉华笑言，现在，村民们冬天
也闲不下，“只要你肯干，干得动，到
处都有挣钱的门路。”正如马玉华所
说，不仅仅在蔬菜大棚里，村边的马
铃薯储藏窖、种业公司的组培车间，
都有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告诉记
者，随着德胜村马铃薯产业、设施蔬
菜及旅游等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务
工收入正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之一。

就业有平台，创业有门路。叶润
兵说，2022 年全村有 170 多户种植微
型薯，产值超过1000万元。此外，一
些村民利用自家的小二层楼，搞起了

民宿旅游。2022 年暑期，全村有

30多户村民参与经营民宿，户均收入
达 2 万元，旅游业正在成为德胜村一
个新的收入增长点。

村里的弱劳动力也有了保障。从
2019年开始，村里为弱劳动力设置公
益岗位，目前已从 20 多个增加到 54
个，主要涉及村内的绿化、环卫等工
作，2022 年这些岗位费用支出 30 多
万元。

据统计，2022年德胜村人均收入
再创新高，突破 2 万元。其中，建档
立卡脱贫户人均收入2.3万元，同比增
长13%以上，约是2016年的4倍。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郭晓通）冬奥
场馆赛后利用有序展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建设不断提速，首都“两区”建设强力推
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以
来，张家口市紧抓后奥运经济发展、首都水
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重大机
遇，持续放大冬奥效应，努力将其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017 年 1 月 23 日、2021 年 1 月 19 日，习
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张家口视察冬奥筹办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成功办奥以来，以冬奥场馆赛后利用为突破，
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牵引，以发
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为支撑，深入谋划做好
冬奥后半篇文章，加快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极。”张家口市委书记赵文锋说。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为扩
大冰雪消费赋能。

1 月 11 日至 16 日，2022-2023 赛季全国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锦标赛在崇礼云顶滑雪
公园举行。充分利用冬奥场馆、器材、人才
遗产，后奥运时期，张家口已申办举办全国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锦标赛等国家级赛事
11 场。

同时，不断丰富群众赛事活动，2022 年
以来开展“万人上冰雪”“冰雪大篷车”等群
众冰雪赛事活动逾900场次，全市累计参与冰
雪运动人次超过600万，冰雪消费群体进一步
扩大。

“后奥运时期，我们已利用冬奥场馆举办
专业赛事、品牌赛事、群众赛事 52 项，会
议、会展、庆典活动23场。”张家口市体育局
副局长黄建军说。

冰雪运动持续发展带动了冰雪产业。几
年来，张家口建设了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
业园、宣化冰雪产业园，形成了以冰雪装备
研发、设计、制造、检测、流通、仓储为一体
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全市冰雪产业集群初
步形成，已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120项、落
地 93项、投产 54项，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
业园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

2022 年，该市依托两个冰雪产业园精准
开展冰雪产业链招商、产品配套招商，全年组
织招商推介活动 20 余场，签约思安奇冰雪运
动装备制造等冰雪产业项目 11 项，实现产值
17.6亿元。

“在北京冬奥会带动下，我们生产的固定
造雪机旋转支架2022年销售了300余台，同比
增长了一倍多。”张家口市宣化宏达冶金机械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长生说。

——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促进
文体旅融合发展。

1月10日、12日，“崇礼·冰雪之约”——张家口崇礼冬季旅游宣传
推介活动分别在上海、深圳举办，万龙度假天堂、富龙四季小镇国际度假
区、太舞滑雪小镇、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多乐美地度假小镇5家滑雪
场和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与当地旅行商进行合作交流，诚邀长三角、
珠三角游客前来张家口赏冰乐雪。

为进一步提升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承载力、吸引力，张家口把
2022 年确定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全面开启、重点突破的关键之
年。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沽源库伦淖尔旅游度假区等一批重点旅游
项目建成运营，张北县德胜村、尚义县十三号村等一批乡村振兴示范
项目兴起，泥河湾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2 年，张家
口共实施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重点项目 139 个，全年完成投资
180.44 亿元。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张家口承办了“2022京张全
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活动，京冀两地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118项“全季体
育燃动京张”体育品牌赛事活动，推出了“万里长城·穿越京张”“冬日
烟火·年韵京张”等文化体验旅游线路，52个体育旅游精品项目以及22
个“京张体育研学目的地”。（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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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从省财
政厅获悉，2023 年，围绕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聚焦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河北场景，省级财政区分轻重缓急，突
出保障重点，集中财力支持重大战略、
重大部署、重大项目落地，重点用于9
个方面。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安排
80.3亿元，可比增长6.7%，扎实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努力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对接京津、
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包括雄安新
区建设 9.3亿元、深化协同发展重点领
域合作 62.4 亿元、推动环京区域发展
8.6亿元。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安排
221.5 亿元，可比增长 9.1%。包括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26.2亿元，重点用于科技
专项、科研事业费、科技推广普及等；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8.3亿元，重点用
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专精特新”企

业创新发展、商贸流通；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91.7亿元，重点用于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5.3 亿
元，重点用于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着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项目建
设。安排 92.4亿元，增长 38.1%，激励
引导市县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包
括预内基建 38 亿元、激励市县抓投资
上项目25亿元、（下转第四版）

集中财力支持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项目落地

今年省级财政支出重点用于9个方面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从
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全面落实国家
资助政策，2022 年全省共安排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98万人，资
助人数增加2.4%；为378万农村学
生免费提供营养餐，为所有城乡义
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
科书。

学生资助是重要的保民生、暖
民心工程，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
祉。全省教育系统以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目的，以不让一个学生因
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为目标，抓落
实、重实效，积极推进学生资助工
作扎实有序开展。

及时拨付学生资助资金。全年
拨付各级各类学生资助中央和省级

资金 82 亿元，其中义务教育“两
免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资助资金
38.15 亿元，高中资助资金 5.94 亿
元，中职资助资金 14.47 亿元，高
等教育资助资金23.52亿元。

提升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水
平。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 2022 年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工 作 的 通
知》，安排部署国家助学贷款工
作。2022 年全年发放国家助学贷
款15.7亿元，同比增幅57%；贷款
学生 14.96 万人，同比增幅 30%。
强化政策宣传，制定了预约受理、
错峰受理、选派志愿者、咨询答疑
等措施，做好贷款受理启动前的准
备工作。为了做好生源地助学贷款
服务，（下转第四版）

河北扎实有序开展学生资助工作

2022年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298 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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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浓浓的德胜
村新民居。
河北日报通讯员 吴孟忱摄

▼骆驼湾村垂钓园负
责人杨宏在为买鱼的村民
捞鱼。
河北日报记者 李连成摄

“草莓大王”包大棚，
乡村振兴“新农人”
——在正定县塔元庄村看现代农业

河北日报记者 周 洁 董 昌

家门口“上班”腰包鼓
——在张北县德胜村看农民增收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1 月 23 日，正定县塔元庄
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四季采摘
园里，游客在乔耀的智能大棚内
采摘草莓。

河北日报记者 张晓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