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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运 河 畔 燕 赵 风
——走进河北省第六届（沧州）园林博览会会场沧州园博园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沧州探索“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失能有保”模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

邮储银行沧州市分行发放
全市首笔数字人民币贷款

全市实施金融人才提质计划

肃宁全力打造高品质
蔬 菜 产 业 示 范 区

首季规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6.7%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朱逸凡）日前，邮储银行沧州市
分行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为一小微企业发放了 200万元贷款，此笔贷
款是沧州市落地的首笔数字人民币贷款。

该笔数字人民币贷款的对象为沧州市某小微企业。邮储银行沧州
市分行客户经理采取主动上门沟通的方式为其介绍数字人民币“小微
易贷”，了解到客户已开立了该行的企业网银，且上游关联供应商均可
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便提议将贷款直接发放到该企业的数字
人民币钱包内，并指导客户顺利开立了该行的对公数字人民币钱包。
客户在企业网银线上申请贷款后，当天就完成了审批，200万元贷款资
金实时发放到对公数字人民币钱包，企业可以灵活选择以数字人民币
的形式向上游客户支付货款。

据了解，数字人民币贷款为广大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了新途径，此贷
款速度快、效率高，还可确保授信资金闭环流转和用途的真实可信，切实
降低企业的交易支付成本，增加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邮储
银行沧州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行将为广大企业和个人提
供更多场景的数字人民币金融体验，扩大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可度。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记者
从近日召开的沧州市阳光政务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沧州市深入实施金融
人才提质计划。当前，沧州正在组织
实施人才强冀工程 2023 年度立项项
目“沿海经济发展金融人才支撑计

划”，积极开展金融支持沿海经济发展专题调研和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截至2022年末，沧州市金融机构正式工作人员21033人，其中，具

有研究生学历的 636 人、大学本科学历的 13966 人、大专学历的 4851
人，3 项分别占比 3.02%、66.4%、23.06%，本科、专科学历占有较大比
重。全市金融机构中持有各类职业资格认证的人数为6399人。

金融人才工作制度建设不断加强。2022年，15家金融机构新制定
人才工作制度39项。一系列人才工作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为做好全
市金融人才工作、凝聚合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人才工作规范性、系统性
水平不断提升。

金融人才培训多层面展开。2022年，沧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金融工作信息采编及人才管理综合培训29期。全市21家银
行以及全市农信社系统组织各类培训12690期。

做好典型选树。沧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组织各金融机构结合
工作实际和金融人才工作需要，精心选拔确定推荐人选，调整充实管理
咨询、培训讲师、优秀学员3个专项人才库。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朱风宇）沧州市持续转作风、优环
境、促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10.3亿
元，同比增长16.7%，高于全省平均增速10.3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二。

规上服务业整体发展“好”。十大门类中，除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外，九个门类营业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同比增长 23.6%，对全市规上服务业增长贡献率为 62.5%，拉动增
长10.4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12.0%，对全市规上服务
业增长贡献率为 11.8%，拉动增长 2.0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同比增长 12.3%，对全市规上服务业增长贡献率为 10.9%，拉动增长
1.8个百分点。

规上生产性服务业效益“升”。得益于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一季度，
全市 347家规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6.5亿元，同比增长
19.0%；利润总额 9.3 亿元，同比增长 40.8%，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13.7、6.6个百分点。

三大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快”。一季度三大现代服务业共实现营
业收入87.2亿元，同比增长18.4%。现代物流业、文化旅游业、信息应用
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1.7 亿元、4.3 亿元、31.2 亿元，同比增长 23.6%、
27.8%、9.6%。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杨威）今年以来，肃宁县以“123”
工作思路为切入点、整合资源为关键点、培树优势为增长点，加快推动
蔬菜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肃宁县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

肃宁明确蔬菜产业发展“123”工作思路。依托自身优势，打造“一
个中心”，即依托肃宁县当前的产业基础和交通区位优势，谋划建设蔬
菜批发市场及物流项目，打造现代化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肃宁已与
杭州一鸿公司签订总投资10.6亿元的一鸿农产品交易博览中心项目建
设投资协议。突出协同创新，打造“两个平台”，即持续壮大商业化育种
平台、育苗平台。依托河北正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良种繁育平台，
扩建种子加工仓储面积2000平方米，种子加工能力达1万吨以上，年产
值3亿元；依托绿苑种苗基地建设蔬菜种苗繁育平台，新建及改扩建蔬
菜种苗繁育基地面积300亩，集约化育苗能力达5亿株，年产值达2.5亿
元。强化重点突破，打造“三个基地”，即重点打造口感番茄推广基地、
高品质韭菜生产加工基地及圆茄规模种植基地。目前，圆茄规模种植
基地已成为京南最大的圆茄生产基地，“肃宁圆茄”已成功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韭菜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二。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为防范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发生，沧州市交通运输领域启动“靖安2023”专项行动。

“靖安2023”专项行动聚焦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开展情
况、交通运输行业营商环境优化成效和道路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3个方面，重点在道路运输、城市客运、公路运营等领域开展共性排
查和重点整治，对全市交通运输系统的生产经营单位、高危作业场所、重
点从业人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实现安全隐患排查无死角。

同时，市交通运输局进一步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和部
门联合抽查，持续优化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机制，实现随机抽
查信息共享互认。及时公示检查结果，积极推行非现场监管。深入推
进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动态调整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清理不合理
罚款事项，及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

金融机构正式工作
人员具有研究生和
大学本科学历的占
比近70%

市交通运输领域开展
“靖安2023”专项行动

河北省第六届 （沧州） 园林博览会
将于 5月 26日在沧州市开幕。届时，园
博园将开门迎客、展示丰富多彩的园林
盛景，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这届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园博园有
什么特色？近日，记者提前探园，带您
揭开河北省第六届 （沧州） 园林博览会
沧州园博园“神秘面纱”。

一园一特色，燕赵文化扑面来

沧州园博园选址在沧州市中心城区
大运河畔，占地面积2951亩，总体布局
为“一带三区”，即运河风光带、13 个
城市展园区、专类植物展园区和综合服
务区。目前，沧州园博园项目已经全部
建设完成。

日前，记者走进即将正式开园的园
博园，只见错落有致的展园风采各异，
掩映在绿树花草之中。行走其间，移步
换景，宛若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

从城市之门 （1 号门） 进入园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澈的中心湖——映
月湖，各个城市展园围湖而建。

来到沧趣园，凝翠楼、尚武台、阅
微亭等仿明清式建筑，由风雨游廊联
通，古色古香。廊内斗拱、拱间板、角
梁、梁枋等均采用明清风格的彩绘装
饰，将沧州历史典故、人物故事、花草
动物等生动展现出来，韵味十足。沧趣
园以“雄风秀雅·文武沧州”为主题，
通过研究运河两岸的园林历史文化，展
现明清时期鼎盛的书院文化和历史，表
现沧州悠久的传统文化底蕴。

走出沧趣园北行，就到了唐山园。
这里以“窗前影、万象新”为主题，造
景 《红楼梦》 中大观园内的诗画景观，
沁芳溪、藕香榭、诗聆廊等清式风格建
筑，完美呈现了红楼梦文化氛围。小溪
曲折蜿蜒，串起园内各处景观。

石家庄园与唐山园相邻，园内以石
家庄书法艺术发展史为脉络，展现出了
石家庄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
迁。篆艺馆、汉碑廊、龙藏亭、柏坡碑
廊等建筑坐落园内，充满了翰墨艺术气
息，因此，这里又被命名为“墨香园”。
展园深入挖掘石家庄书法文化精髓，将
曲廊、石碑、景墙、景石等与书法有关
的园林小品巧妙地布置在水系周围，形
成一步一景、步移景异的园林景观，使
游人在享受园林美景的同时，充分感受
书法艺术的魅力。

出了石家庄园的北门，迎面就是园
博园的北山景区。山顶上的问月亭是园
区的最高点。北山着力打造“三季有
花、四季有景”的山林之趣。站在北山
俯瞰园区，这里兼具了仿古韵味与现代
设计，郁郁葱葱之间，一种古今交融之
感油然而生。

从北山脚一直往西走，就来到了保
定园。保定园以保定的府河为设计灵
感。保定园入口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冲
天牌楼，以保定城隍庙牌楼为蓝本建

设，风格庄重大气。园区内建筑采用合
院形式，展现府河两岸的居住环境。园
中有湖、桥、码头、院落，生动展示了
府河岸边的历史人文场景。

邢台园、定州园、邯郸园、衡水园……
13 个城市展园，作为园博园的主要组
成部分，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
色，让人流连忘返。

品运河文韵，体验
不一样的园博会

本届园博会以“千里通波，大美
运河”为主题，拥有四大特点。沧州
精心打造以大运河为主线，园博园与运
河两侧景观景点有机串联、相互融合的

“大运河上的园博会”“城市区中的园博
会”“体现工业文明的园博会”“展示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园博会”。

大运河南运河段南北纵穿园博园。
沧州市在大运河两岸打造了一条运河风
光带，建设了专类植物展园区，大运河
的自然生态风光与园博园院落式建筑、
园林花卉景观有机融为一体。

沧州市在全面建设园博园的同时，
在中心城区大运河两侧，精心打造了南
川楼文化商街，复现了历史名楼南川楼
和朗吟楼，优化提升了百狮园、运河公
园，实现了大运河旅游通航。这些景区
景点和旅游项目与园博园一起，将为国
内外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
旅游供给。

与园博园紧邻的沧州大化工业遗存
文化区是本届园博会参观游览的重要节
点。这里原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建
设的13个化肥厂之一，2016年，化肥厂
停产搬迁。2021年以来，沧州市充分利
用遗存下来的厂房、仓库、车间、生活
设施、火车站台及工业设备等，打造了
工业艺术森林、工业非遗记忆馆等，实
现了工业遗产的活态利用。

与园博园毗邻、坐落于大运河畔的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是大运
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中展示地。展馆通过全景导览、技
艺体验、场景还原、活态展示等方式，全

方位展现运河沿线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多
元民间艺术，让游客在游览现代园林艺
术的同时，充分感受大运河非遗文化的
魅力。

与园博会同期，将举办第五届河北
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由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主办，沧州市
政府承办，旨在通过引进国内外一流设
计团队，汇聚国际智慧和力量，推动沧
州区域更新和城市转型升级。

赏文化盛宴，感受运河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5 月 20 日，本届园博会的特色之一
沧州坊商街开放。

沧州坊商街位于园博园的综合服务
区内，明清式的仿古戏楼、三楼四柱式
的冲天牌楼、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让人
置身于传统老街之中。沧州坊商街以重
要的场地节点为主题分成四大区域：以
非遗大鼓为主的戏曲沧州，以杂技、皮
影等为主的繁花天幕，以非遗武术、舞
狮文化为主的狮武沧州，以及以城门、
灯笼为主的运河沧州。

城关是沧州坊面向运河的标志性建
筑，与堤顶路相连接，是沧州坊的西入

口。站在望瀛城关眺望远方，大运河沧
州段便映入眼帘，很好地契合了本届园
博会“千里通波，大美运河”的主题。

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园博
园项目组负责人于腾龙介绍，沧州坊片
区将在园博会期间以主题嘉年华的形式
开放，引入多家环球美食、非遗文创、
精品零售商户，打造环球多国美食与大
运河城市美食品鉴的打卡胜地，甄选大
运河非遗文化文创精品，为市民游客提
供非遗文化体验，感受运河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按照筹委会安排，此次园博会期间
将举办多场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其
中，“魅力园博 乐享运河”大运河演出
季包括经典剧目展演、“天天有戏”精品
戏剧演出、“大美运河 唱响运河”群众
文化活动。另外，还有沧州市非遗项目
演出活动。多场演出将在沧州坊商街的
大戏台进行，还有部分节目在浮雕前舞
台和湖边舞台进行。同时，在沧州市文
化艺术中心，杂技、河北梆子专场等多
场演出也将上演。

园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包
括优秀群众民间文艺节目展演、优秀非遗
项目展演、武术和舞蹈类专场演出、曲艺
专场演出、河北梆子及评剧专场演出等，
游客可欣赏到《金沙江畔》《大登殿》《茶瓶
计》等精彩剧目。杂技精品及专场演出
中，游客可感受中幡、魔术、空竹、变脸、蹬
技、高车踢碗等杂技艺术魅力；舞狮、高
跷、舞龙等演出，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尽
显沧州地域文化；群众舞蹈、模特走秀等
演出活动，则可活跃园博会气氛，吸引群
众参与。

5月26日，河北省第六届
（沧州）园林博览会将在沧
州拉开帷幕。沧州精心打
造“大运河上的园博会”
“城市区中的园博会”“体
现工业文明的园博会”“展
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园博会”

上图：俯瞰沧州园博园。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秀峰摄

中图：沧州园博园内沧州坊商街一角。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秀峰摄

下图：沧州园博园内沧趣园风光。 河北日报通讯员 冯金花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戴绍志）日前，76岁
的沧州市新华区天成熙园小区居民李旭
兰，早早来到位于新华区东环中街街道办
事处的熙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活动室，
和社区合唱团成员一起开始排练。

“我们合唱团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的常客。”她说，每天 8点半到 10点半是他
们的活动时间，排练到中午，就在这里的餐
厅吃午饭。

熙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是沧州市首
个投入运营的社区综合性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中心负责人姚新国介绍，作为传统家庭
养老与机构养老的有效补充，这里不仅能够
为周边3000余居民提供常规的居家养老、
日间照料服务，也能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家
庭病床、康复训练、心理诊疗等深度服务。
依托新华区政府居家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与

服务资源，为熙园社区辖区及周边5万余名
居民提供智慧居家养老信息管理支持。

今年以来，沧州市坚持政策引领、示范
带动、多元推进，不断完善服务设施、拓展
服务功能，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目前，全市 351 个社区全部建成社区日间
照料服务站点，实现了日间照料服务设施
全覆盖。沧州中心城区建成多个特色鲜
明、功能互补的医养康养示范中心，覆盖城
区4.3万老年人。

坚持典型引领，创新服务模式。沧州市
不断优化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医中有养、养中
有医、失能有保”的健康养老模式，让老人安
享幸福晚年生活。该市先后打造了10个由
沧州市中心医院、青县康泰医院等医疗机
构托管运营的社区日间照料站点，提供体
检、康复保健等居家医养康养服务，共建立
档案7698份，累计服务老年人6.7万人次。
同时，探索建立“1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1
个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1家医联体内的
上级医院”的“三个一”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
务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发展智慧养老，拓展服务功能。沧州

市在中心城区建立了信息化服务平台，为
老年人提供助餐、家政等居家养老服务，进
一步丰富服务内容。目前，全市信息化服
务平台在网用户1.7万人，累计服务78万人
次。同时，投资近300万元，在全省率先搭
建具备业务管理、服务监管等功能的市级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对全市18万
余名城市社区老年人、2113名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进行动态管理，对全市467家养老服
务机构关键部位实时监控，确保服务质量。

鼓励多元参与，动员社会力量。沧州
市大力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
务，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
志愿者”服务模式，动员志愿者、爱心企业、
社区工作人员等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定期
开展上门帮扶和关爱巡访，年累计服务20
万人次。

目前，全市351个社区全部建成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点，中心城
区建成多个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医养康养示范中心，覆盖城区
4.3万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