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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故城县西牟村愈
发热闹了。

这几天，西牟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冯书彤组织回家过年的年轻
人，挂灯笼、贴“福”字，走街
串巷帮着孤寡老人打扫庭院；炖
排骨、茄子炒肉、丸子汤……百
姓 食 堂 里 ， 每 天 中 午 饭 菜 不
重样。

“今天，我们要给‘好婆
婆’‘好儿媳’等家庭拜早年、
送年货。”2月5日，冯书彤和村
干部带着春联、“福”字和米、
面、油等年货，把新年祝福一一
送到，希望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并鼓励更多村民向他们看
齐、向他们学习。

西牟村有 1200 余口人，人
均不到两亩耕地，村里也没产
业。2019 年以前，西牟村集体
收入几乎为零。为了增加收入，
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

“没有钱，啥也办不了！”冯
书 彤 在 2019 年 底 到 西 牟 村 任
职，当时，村里主街道部分路面
坑坑洼洼，一下雨，出门就挂一
腿泥，“居住环境差，挣钱门路
少，群众有怨言。”

2020 年初，西牟村迎来发

展新机遇：故城县创新推广农业
生产“五位一体”（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银行+保险） 适度规
模经营模式，促进粮食增产、集
体增收、群众增富。

记者了解到，该模式主要是
由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通
过整合土地、机械化作业、批量
采购农资、应用先进技术、发展
农产品加工等方式，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经营效益。同时，强化
银行信贷支持，并落实自然灾害
险、价格指数险“双保险”兜
底，增强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

按照村民自愿原则，全村
2110 亩土地纳入村集体合作社
集中经营。冯书彤说，自然灾害
险、价格指数险“双保险”兜
底，让村里有了推广这一经营模
式的底气。

每年，西牟村集体合作社每
亩地支付农户 800 元土地流转
金 ，根 据 经 营 状
况 ，再 将 合 作 社
40% 的 盈 利 给 村
民二次分红，耕地
补贴仍由村民领
取。（下转第三版）

临近春节，冰雪旅游升温，张
家口市崇礼区各大雪场人气很旺。

“重心保持在前脚，向前看！”
1 月 31 日 15 时许，在阿那亚·崇
礼拾雪川滑雪场，滑雪教练正在指
导来自北京的 7 岁小朋友苗可欣。
看着女儿轻松滑下初级雪道，妈妈
张琳站在雪道底端，用手机记录下
这一幕。

春节旅游，苗可欣和父母的首
选地就是崇礼。“崇礼是北京冬奥会

雪上项目主要举办地，雪场设施一
流，而且离北京很近。”张琳笑着说。

“爸爸妈妈带我来看过‘雪如
意’，非常壮观！”去年夏天，苗可
欣参观了崇礼的冬奥场馆、滑雪
场，一直期盼着冬天能来崇礼滑
雪。1月29日，爸爸妈妈带她来到
阿那亚·崇礼拾雪川滑雪场，开启
春节滑雪度假生活。

记者看到，在初级雪道上，有
不少像苗可欣一样的小朋友，全身

运动套装，滑得有模有样。“这里
的雪道又多又宽，滑得太爽啦。”
苗可欣的爸爸苗成杰说，游客虽然
多，但不会像“下饺子”一样挤在
雪道上，大家都滑得开，能更高效
地练习滑雪动作。

阿那亚·崇礼拾雪川滑雪场拥
有初级、中级雪道共 9 条，3 条教学
雪道。“亲子家庭、初学者是我们的
主要服务客群。”滑雪场工作人员王
伟贤告诉记者，（下转第二版）

2 月 3 日，唐山市五洲金行城
市书房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近
100平方米的交流区内坐满了读书
爱好者，一场“书香过大年”迎新
春联欢会欢乐开场。

“《盐民游击队》是除了课本
之外，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母亲从
废墟上捡来的……这本书满含着母
亲的深爱与期冀，满载着儿时的眷
念与回忆……”迎新春联欢会在唐

山市图书馆保安邹洪涛分享自己读
书体会中拉开了序幕。

邹洪涛从小与书结缘，为了能
阅读更多书籍，他专门到唐山市图
书馆求职成为一名保安。“这是我
第一次与众多书友分享读书心得，
确实体会到了‘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的心境。”邹洪涛说。

聆听“重量级”书友的读书分
享，来参加联欢会的市民吴红影深

受触动。
“我是从农村来城里打拼的，

没啥别的爱好，就喜欢读书。”吴
红影说，如今，开在“家门口”的
城市书房环境好、图书多，已成为
她寄托“诗与远方”的“精神粮仓”，

“在书房遇见百人，就有百种体
验。能在这里迎新春，我感觉特别
有意义。”

（下转第二版）

城市书房里的联欢会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

2月 3日，在唐山市五洲金行城市书房举办的“书
香过大年”迎新春联欢会上，唐山市图书馆保安邹洪涛
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摄

一眼望三地，两碑阅十年。
在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两处交界

处，在地理上区分不同行政区划的两座石
碑，成为京津冀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历史
坐标。

2014 年 2 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 年间，在“三界
碑”下，相邻村庄、乡镇、开发区发展振
兴、共生共融，折射了时代的“大变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提出十周年
之际，新华社记者重访两座三界碑，回眸十
年协同路。

■发展振兴之路

从乡政府开会回来，驱车行驶在“前龙
路”上，承德市陡子峪乡前干涧村村支书刘
海燕一路感慨——修路、吃水、致富，自己
和乡亲们十多年前的三个心愿，如今都一一
实现了。在刘海燕看来，十年来经常往返的
这条路，是一条发展振兴之路。

新华社记者此次到访的京津冀两座三界
碑，其中一座位于北京平谷、天津蓟州、河
北承德交界处，坐落在长城烽火台旧址之
上，山间风光秀丽，生态宜人。然而，十年
前，三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三界碑下的承
德市兴隆县陡子峪乡前干涧村曾是省级贫
困村。

“吃水困难、交通不便，从村里去乡政
府甚至长期需要绕行天津、北京。”刘海燕
说，把路修通，尤其是打通前干涧村到龙门
村的6公里的路段，是村民们最大的愿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看得见
的福利。”刘海燕说，在三地共同支持下，
这条路加速建设，并于2014年底通车。“我
们村因路而兴，村里吃水早已不是问题，随
着三界碑的旅游越来越热，不少村民办起民
宿，走上了致富路。”

另一座三界碑，位于北京通州、天津武
清、河北廊坊交界处，三界碑下的武清大王
古庄镇利尚屯村，一直在期待一条“走出去”的路。朝天椒是村里的
特色农产品，但村民们却很犯愁：路不好走、运不出去，采购商们更
不愿进来。“再好的东西只能烂在地里。”村民胡启田回忆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幕拉开，村民们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不仅高王
路等进京新通道全线通车，平整的公路还修到了家门口，村民们只需
一辆小车，就能解决农产品“走出去”的问题。很快，这里的朝天椒
成了明星产品。

朝天椒“破茧重生”，是京津冀通过交通先行，推动产业发展驶
入“快车道”的生动缩影。

十年来，除了逐渐消失的“断头路”，京津冀三地织密“交通
网”，津石、塘承高速等先后全线贯通，津保铁路、京唐城际、京滨
城际北段、津兴铁路等相继建成通车。两座三界碑连接的京津冀，在
快速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不断夯筑自身高质量发展势头，努力实
现产业协同振兴。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秀玲表示，京津冀如今正在协同编制氢
能、生物医药等六大跨区域产业链图谱，实施产业链“织网工程”，
深化产业协作。（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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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城县创新推广农业生产“五位

一体”适度规模经营模式

西牟村致富记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焦 磊

2 月 11 日
晚，人们在承德
市 避 暑 山 庄 新
春 灯 会 游 玩 。
春节假期，人们
走出家门，放松
休闲，乐享假日。

新华社发
（刘满仓摄）

1月 31日，在阿那亚·崇礼拾雪川滑雪场，小朋友
在教练指导下练习滑雪。 河北日报记者 郭晓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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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刚过，位于雄安新区容东片
区西北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
区建设工程项目工地上桩机起落、吊
臂转动，工人们正加紧施工，这是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2 月 8 日一早，通用技术新兴公司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建设工程
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邹士亮又忙碌起
来。“项目工期紧，部分施工工艺需要
连贯进行，不能间断。”刚刚开完早会
的邹士亮正在准备接下来的工程进度
汇报材料。

邹士亮介绍，为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确保雄安新区首批标志性医院疏解
项目加快落位，在雄安集团公共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施工方通用技术

新兴公司春节不停工，冲刺开门红。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土方、桩基施工。”
邹士亮说。

“安全帽下颌带一定要系紧，临边
防护得做好……”每天早上的安全生
产 培 训 上 ， 该 项 目 生 产 副 经 理 倪 前
坤，总要叮嘱即将进场施工的工人绷
紧安全弦。

倪前坤是河南人，去年 12 月来到雄
安新区，在工地上负责安全生产培训、上
岗培训、工作计划、现场巡视等工作。

“今天整个工地要打桩25根。”查看
了当天的工作计划，倪前坤走进施工现
场，开始一天的巡视。

施工现场，桩基施工“鏖战”正
酣。旋挖机吊着钻头打支护桩，吊机将

钢筋笼放入孔洞，工人们两人一组，配
合“作战”，焊接钢筋笼。

来自安徽的吴振和来自河南的王亚
东是一个组的工友，两人都是半个月前
来到雄安新区工作的。

“我俩是老搭档了，到雄安之前，
我 们 在 其 他 工 地 已 经 搭 伙 干 了 两 年
多，来到这里后，不仅分到一组，还
是一个宿舍的舍友，工作中配合非常
默契。”吴振和王亚东在混凝土灌装工
位工作。今年春节，两人都选择留在
工地过大年。

吴振说，妻子在老家带着两个孩子
过年，“两个孩子特别争气，学习好，
也体谅父母。他们健康平安快乐，是对
我在外面工作最好的支持。”每天下班

后，吴振都要跟家人打视频电话聊天。
大年三十那天，他给亲人们“云拜年”。

今年过年在工地，雄安集团公服公
司和通用技术新兴公司不但给留守工地
的建设者们发了过节补助，还贴心地准
备 了 水 果 、 食 品 等 过 年 福 利 “ 大 礼
包”，让大家感觉工地是个大家庭。

“虽然工友们来自天南海北，但在
这里，我们都叫雄安建设者。”吴振说，
能为雄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
自豪。

“过了农历正月十五，忙完这阵儿就
回趟家。”吴振说，项目上为他们安排了
错峰过年假期，让他们在完成春节施工
任务后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到时候，回
家补上大年三十的团圆饭！”他说。

“我们都叫雄安建设者”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北京游客嗨玩崇礼
河北日报记者 郭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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