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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张岚山）日前，沧州
特色农业发展再结硕果：经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审核，沧州市5个旱碱麦产品被
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目前全市旱碱
麦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达到 11 个；经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认定，青县、肃宁、献
县、吴桥等县的4家蔬菜基地入选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名单……旱
碱麦、蔬菜等一大批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为沧州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沧州坚持把发展壮大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突出特色、延伸链条、提高效益，持续提升
现代农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编制盐碱地综合利用
规划，统筹全市 408 万亩盐碱耕地，制定
目标、布局和实施计划。抓好旱碱麦种植
推广，加强“以种适地”，做强种子“芯
片”。2023 年新培育“沧麦 16”“沧麦 17”

两个品种，目前本地培育品种总数达 13
个。2023 年全市 100 万亩旱碱麦总产
24.5 万吨，秋播 154.7 万亩。强化体系建
设，发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
养健康研究院（沧州）作用，加快建设以旱
碱麦为重点的盐碱地特色农作物育种、种
植、推广、加工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旱
碱麦绿色食品认证面积达到 4.6万亩，认
证产品产量达到 1.1 万吨。推进品牌建
设，打造区域、企业、产品品牌体系，大力
实施旱碱麦农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工程，把

“绿色、有机”作为旱碱麦农产品发展的主
攻方向，积极培育旱碱麦绿色优质农产品
公共品牌，大力挖掘旱碱麦农产品生产消
费主导产品，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目前，黄骅旱碱麦种植国家级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已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黄
骅旱碱麦”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申请已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创建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科学

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推进计划，围绕“安
全、绿色、营养、特色”目标，明确“一园、三
场、五基地”建设重点和实施计划，2023
年全市完成蔬菜播种89万亩、产量393万
吨。加快蔬菜基地设施化、标准化、规模
化建设，新建和改造提升蔬菜生产棚室
2.1万亩，目前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达5
家。强化种苗繁育和品质提升，青县司马
庄等 4 家合作社被认定为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化基地。目前，投资超 10 亿元的蓝
田（青县）农发城、杭州一鸿肃宁市场正在
加快建设。

培育现代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开展
精准招商，2023年签约农业项目38个，总
投资154亿元。育强主体，支持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拥有农民合作社
9457家、家庭农场6787家、社会化服务组
织 3108 家。壮大龙头，实施“龙头提升”
工程，支持青县唇动、盐山雪菲宠耳等企
业提升规模。目前全市拥有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0 家，共培育涉农中
国驰名商标 7 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7
个。聚集产业，对 15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实施延链补链强链，建成6个年产值超
50 亿元集群、5 个国家级产业强镇，实现
烤鸭坯产能全国第一、皮草交易量全国第
一、鲜梨出口额全国第一、红枣交易额全
国第一。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沿线
因地制宜打造中药材、精品瓜菜等 10 个
特色产业种植区。

加强资源要素保障。打造平台载体，
围绕技术集成、产业融合，打造献县乐寿
等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112 个。完善基础
设施，聚焦高产稳产、旱涝保收，加大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万塘千渠百河”水系
连通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规模
经营，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提升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强化融资支
持，与建行、中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优
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拥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家，建成6个年产值超50亿元产业集群

沧州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

10年来，廊坊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
授侯桂森扎根阜平，奋战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最前沿，先后把 100 多项香菇种
植新技术、新成果引入山区农村，通过制
定科学规划、创立发展新模式、突破技术
瓶颈，使食用菌产业覆盖了全县 140 个
行政村，直接带动 1.5 万户山区群众增
收，为当地探索出一条带动乡村振兴、农
民致富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新路径，为山
区的乡亲们撑起一把把“致富伞”。

■ 起步红草河，为阜平找到
脱贫致富“金钥匙”

2013 年，阜平县还戴着“国家级贫
困县”的帽子，全县铆足劲探求脱贫致富
门路。一个偶然机会，廊坊职业技术学
院教授侯桂森受邀到天生桥镇红草河村
讲授香菇种植课。

侯桂森发现：这里真穷，急需一个符
合当地条件、带动能力强、覆盖范围广的
产业项目，带动更多的乡亲们摘掉穷帽
子；这里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香菇
生长。

在省金融办扶贫工作组的协助下，
侯桂森引进了一家食用菌种植企业，在
红草河村投资建起了8个香菇大棚。在
侯桂森指导下，8 个香菇大棚当年就有
了好收成，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不少。

红草河村种出了“金蘑菇”！教乡亲
们种蘑菇、带他们致富的“侯教授”逐渐
在阜平县有了不小的名气。2015年，阜
平县聘请侯桂森为技术专家，为全县发
展香菇产业“把脉”、出谋划策。

侯桂森认为，要大规模推广香菇
种植，得把专家、政府、企业、金融等各
方力量整合起来、协同作战。他总结
提出了“六位一体、六统一分”运营模
式：政府负责规划引导，龙头企业抓菌
棒生产和产品营销，金融部门解决资
金瓶颈……六方各有分工共同发挥作
用，农户只管专心种香菇就能稳稳当

当赚钱。
阜平县随即确立了食用菌产业发

展路径，出台了相应的扶植政策。经过
8 年发展，全县建成了 102 个规模园区
4600 余个大棚，香菇产业覆盖 11 个乡
镇，年产鲜香菇 6 万吨，年产值近 9 亿
元，带动 1.5 万户山区群众户均增收 2
万元。

■ 把难题当课题，100多项
新技术应用到食用菌产业发展中

2023 年 12 月 15 日，记者联系上侯
桂森时，他正带领团队提纯复壮新的菌
种，为阜平本地菌种更新迭代做技术
储备。

“这些年，阜平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曾
面临过一系列瓶颈和疑难问题。”侯桂森
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研
发出适合本地环境的菌种。

阜平县食用菌种植龙头企业、河北

国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齐建利介
绍，最初种植的香菇品种基本上是从外
地引进，但这些品种对阜平本地环境的
适应性差别很大，出菇时间和产量各不
相同，很难保证增产增收。

“食用菌产业要想发展好，就必须研
发出适合当地环境的菌种。”2016年，侯
桂森团队研发出本地菌种“国煦 6 号”。
该品种不但出菇量大，良品率也显著提
高，成为前几年带动当地农户脱贫增收
的主力菌种。

阜平县属于全山区县，香菇种植园
区，从海拔最高的瓦窑园区，到海拔最低
的北果园园区，相差1200米。随着香菇
种植规模扩大，适合冷棚种植、在较高气
温下成长较好的“国煦6号”，在高海拔、
低温地区就“发挥”不稳定，出菇不均匀，
忽多忽少，菇农管理难度较大。

菇农的难题就是侯桂森的课题。对
此，他提出两条腿走路：一是研发适合四
季种植的菌种，二是研发推广适合四季

生产的新棚型。
2019年，侯桂森带领团队培育出适

合四季棚种植的“国煦 9 号”，很快就受
到菇农的追捧。顾家台村香菇种植户杨
伟彦说，新品种不仅出菇量高、优质菇
多，而且出菇均匀，省去了不少管理成
本。目前，“国煦 9 号”在阜平县的推广
种植规模已达全县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侯桂森推动研发的新型
大棚也在大范围推广。侯桂森说，以前
采用冷棚种植，每年会存在三四个月生
产空档期，而四季棚全年出菇。如今，阜
平香菇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

■“授鱼”又“授渔”，打造一支
扎根乡村的人才队伍

“作为一名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只有把科研成果送到田间地头，把科研
论文写在太行山大地上，培育出更多的
农业技能人才，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
人生价值。”侯桂森说。

在阜平，侯桂森带领团队培养引进
了 170 多名技术人员，随时为农户提供
技术指导。此外，他还每年开展定期培
训，受训群众15000多人次，为产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在侯桂森的推动下，2022年7
月，阜平县政府还与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乡村振兴工作
站”，围绕现代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特
色农产品推广营销、农民增收致富等方
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多年来，在侯桂森的言传身教下，一
批又一批怀揣农学研究梦想的青年学
子，把足迹印在大棚和田地间。

近年来，以侯桂森为代表的廊坊职
业技术学院食用菌技术服务团队，在包
括阜平在内的涞源、涞水、张北、易县、献
县等地，大力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和经
验，培训农民 21 万人次，促进农民增收
数亿元。

扎根太行，为乡亲们撑起“致富伞”
——记“燕赵楷模”乡村振兴模范侯桂森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刘 英

缓解患者紧张焦虑情绪，清理患者鼻腔，嘱
咐患者保持半卧位、头偏向一侧，将胃管涂抹石
蜡油后经患者鼻孔进入……这是更换胃管的操
作流程，但这并非发生在医院，而是在患者
家中。

1月4日，在鸡泽县小寨镇槐桥村村民吴启
山（化名）家中，县医院康复科护士白静和同事
仅用 9 分钟，就为吴启山的老伴王某完成了胃
管更换，大大减轻了王某的不适感。

去年初，62 岁的王某因脑梗后遗症，导致
吞咽功能和左侧肢体功能障碍，只能长期卧床，
更换胃管成了他们一家最棘手的事。家距离县
医院十几公里，每次去医院，都得请邻居开车
送，之后还要排队，忙前忙后得半天时间。

“现在线上下单，护士当天就会上门。”儿媳
宋丽芝（化名）说，自县医院推出“互联网+护理服
务”以来，她每次都是线上预约，“护士上门服务，
不仅亲属省时省心，而且避免了老人来回折腾。”

去年 5月，鸡泽县医院探索推行“互联网+
护理服务”，通过“线上申请、线下服务”模式，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康复期患者、孕产妇、婴幼
儿以及其他适合在家庭条件下实施护理服务的
人群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通过问卷调查、基层走访，特别是梳理汇
总康复期患者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发现医院在
满足患者多样化、差异化居家护理需求方面还
有待提升。”鸡泽县医院护理部主任赵秀英介
绍，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院坚持把患者
需求作为改进居家护理工作的方向，新增胸腹
腔引流管护理、透析导管护理等6个服务项目。

“服务费用综合考虑交通成本、护士劳务技
术价值和劳动报酬等因素，略高于院内同类项
目收费，所需耗材可在平台直接购买。”赵秀英
介绍，患者或其亲属可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平
台上的“护士到家”板块实名注册，完成线上付
款后即可预约，这样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
业护理。

护士上门，如何保障服务品质和安全？
“提供预约服务的注册护士都具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具有主管护

师以上职称，经医院审核、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赵秀英说，鸡泽县医院对上
门服务护士的资质、服务范围等进行了明确。其中，护士上门接单时间为每
日8时至17时，服务结束后，医疗废物按要求带回医院作无害化处理。医院
利用信息化技术等手段，保障护士在执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在派单流程
上，预约服务订单经平台审核确认后，由医院护理部统一派单。

“用群众满意度检验主题教育成效。预约护理服务完成后，患者或其
亲属可以在平台上对上门护士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与护士的绩效考核挂钩。”赵秀英介绍，平台还会进行电话回访，形成服务
闭环，接受社会监督。截至目前，累计开展上门护理服务310余人次，群众
好评率100%。

“您有一个新订单。”1月3日15时28分，鸡泽县医院护理部工作人员武
征的手机屏幕上，显示收到一条预约服务提示。

“县城一位女士购买了催乳和疏通护理服务。”根据预约服务项目，武征
派单给医院产科护士长，由护士长选派休班护士上门服务。“接单护士都是
利用休班时间到患者家中服务，目前参与护士已由最初的 112 人增至 180
人。”武征说。

“接单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患者家中。”已参与十几次上门护理服务
的护士白静表示，尽管牺牲了休息时间，但患者和患者亲属的认同让她感觉
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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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
总工会获悉，2023 年 12 月 29 日，首
批“河北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名单揭晓。我省 15 家场馆被命名
为首批“河北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基地”。

这 15 家场馆是：石家庄工人
运动历史陈列馆、中车石家庄车辆
有限公司展馆、承德劳模馆、塞罕
坝展览馆、张家口工运史馆、河钢
集团宣钢公司“奋进之路”展览馆、
秦皇岛中铁山桥百年红桥文化示
范基地、唐山工运史馆、开滦博物
馆、饶阳县耿长锁纪念馆、河钢集
团邯钢公司初心教育基地、辛集市
工运史馆、邯郸电力教育基地、秦
皇岛港口博物馆、华北油田任四井
纪念馆。

为深度挖掘红色工运资源的丰
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加强职
工思想政治引领，2023 年 6 月份以
来，省总工会在全省组织开展了首

批“河北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推荐命名工作。

经层层审核，全省各市各产业
工会共推荐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29 家。经评审小组审议、会议研
究、社会公示，最终 15 家场馆被命
名为“河北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基地”。

据介绍，被命名为“河北省职
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 15 家场
馆，严把政治关、史实关，内容与
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工运史相关，
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相关，与工厂、工会、工人相关。展
陈内容丰富，主题思想突出，能集
中反映河北工人阶级的奋斗历程、
光荣传统。同时，这些场所均具
备 固 定 展 陈 场 所 和 对 外 开 放 条
件，基础设施完善，配有专兼职管
理人员，有比较成熟的宣传资料
和讲解团队，能面向职工个人或
团队提供展览观看、展示体验等
服务。

首批15家“河北省职工
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出炉

河北日报讯（见习记者刘光昱）
1月6日，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获
悉，2023年雄安新区组织开展白洋
淀水域及相关入淀河流水生生物物
种普查工作，科研人员在普查中新
发现北方花鳅、中华多刺鱼两种野
生鱼类。至此，白洋淀野生鱼类增
加至48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
种，白洋淀鱼类多样性水平进一步
提高。白洋淀野生鱼类的增加，是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取得新成
效的重要印证。

北方花鳅俗称扁担钩、花泥、水
长虫，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
门、硬骨鱼纲、鲤形目、鳅科、鳅属。

北方花鳅是一种小型鱼类，生活于
砂砾底质的沟渠缓流或水质较肥多
水草的静水环境，以藻类和高等植
物碎屑为食，体表斑点显著，是具开
发价值的观赏鱼，系随拒马河水
入淀。

中华多刺鱼又称中华九刺鱼，
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辐鳍
鱼纲、刺鱼目、刺鱼科。中华多刺鱼
为冷水小型鱼类，生活于淡水、咸淡
水或海水中，喜栖于水温较低、水草
丛生并与河流相通的静水水域，游
动快捷有力，性好斗，能耐低温，主
要食轮虫、枝角类等，系随拒马河水
入淀。

白洋淀新发现两种野生鱼类
野生鱼类增至48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21种

1月4日，游客在怀来县加禾现代农场鲜花基地温室大棚里挑选蝴蝶兰。近
年来，怀来县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引导农民种植蝴蝶兰、君子兰
等鲜花，助推乡村振兴。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慧军摄

怀来县

鲜花经济美丽绽放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
1 月1日7时，随着一辆10路公交
慢线从承德高铁南站驶向金山岭
银河滑雪场，承德市首条滑雪公
交专线正式开通。

据介绍，承德此次开通滑雪
公交专线，旨在助力2023/2024河
北承德冰雪温泉旅游季活动开
展，激发冬季旅游市场活力。10
路公交慢线发车时间为7时至17
时 30 分，约 30 分钟一个班次。
车辆从承德高铁南站发出，途经
承德高新区、双桥区、双滦区、金
山岭银河滑雪场换乘中心，最后
到达滦平县城。本车次为“响应
式公交”，乘车请提前招手示意，
执行阶梯票价，5 元起步，全程
15元。

与 10 路公交慢线一起开通
的还有 10 路公交快线。两条滑
雪公交专线均由滦平县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此次公
交专线的开通，破解了高铁站到
滑雪场无公共交通的局面，使北
京、东北等地的雪友实现了周末

两住两滑无缝衔接，不仅提升了各地游客到
承德旅游的便利化程度，也延长了到承德旅
游的客源半径。”该公司经理衡占义说，专线
的开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滦平老百姓
到市里看病、旅游、购物、乘高铁交通不便的
问题。

承
德
开
通
滑
雪
公
交
专
线

图为2023年6月18日侯桂森（左）在食用菌大棚讲授香菇种植技术。（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秀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