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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纹甜瓜”
富口袋暖民心

河北日报记者 王峻峰

四月的张北，风有了春天的味
道，吹醒了沉睡一冬的土地，勤劳的
坝上农民开始了春耕备播。

翻 地 、起 垄 、铺 膜 、下 滴 灌
管 ……4 月 10 日上午，在张北县公
会镇盘城房村特色农产品种植示范
基地，十几名工人正在大棚里忙碌
着。5 月 15 日，来自山东寿光的网
纹甜瓜苗又将在这片土地扎根。

盘城房村位于张北县西北部，
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曾是省级深度
贫困村。如今，盘城房村产业四处
开花，杂粮瓜果更是远近闻名，销往
全国各地。2023年，盘城房村村集
体收入达到 107 万元，脱贫户人均
年收入达到1.69万元。

盘城房村的蝶变，还要从一家
村集体企业说起。

2017 年，在帮扶单位河北港口
集团的支持下，盘城房村成立了村
集体企业——张北草之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是收
购莜麦、藜麦等杂粮，加工之后进行
销售。这既方便了村民卖粮，又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为村庄后续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北草之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闫振军说。

2020 年，盘城房村特色农产品
种植示范基地投入运营。该基地由
张北县乡村振兴局、河北港口集团、
北京广安控股集团和盘城房村共
建，累计投资145万元，建设了37个
春秋大棚，由张北草之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发展网纹甜瓜、
西红柿等果蔬种植。自此，盘城房
村驶入发展“快车道”。

去年，盘城房村又争取到 188
万元资金，新建了 50 个春秋大棚，
大棚总数达到 87 个。“去年我们有
36 个棚种了网纹甜瓜，产量 20 万
斤，销售收入达到 105 万元。今年
还是主种网纹甜瓜，计划种 85 个
棚，收入增长一倍多没问题。”闫振
军满怀信心地说。

瓜果飘香产业旺，也给盘城房
村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74 岁的
刘凯是种植基地的固定工，不忙的
月份工资能有三千多元，等到栽苗、
收获季节，每个月能收入四千多
元。“像刘大哥这样的固定工，基地
一共有 15 名。等到忙起来还要招
临时工，最多的时候能有 40 名工
人。”闫振军说。

“我在这儿干了三年了，这岁数
还能在家门口挣工资，以前可是不
敢想啊。对了，村里还管我们的医
保，现在的日子真是幸福啊！”刘凯
笑着补充。

刘凯说的“村里管医保”，是指张
北草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2017
年成立起，就负责给村里的所有户籍
人口缴纳医保费用。目前盘城房村
户籍人口390户906人，去年公司缴
纳医保的费用达到26.8万元。

“医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
患者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有效防止

‘因病致贫’。作为村集体企业，发
展壮大的同时，对村民的关爱也不
能落下。”闫振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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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了82年的这张照片面世，还原
了感人的一幕。”说起 4月 10日发现的烈
士把照片紧紧抱在胸前的场景，肃宁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科科长王雅伦心
情难以平静。

4 月 13 日，在位于河北肃宁县窝北
镇窝北村西北角的雪村战斗烈士墓迁移
现场，气氛庄重肃穆，迁移工作正加紧
进行。

王雅伦介绍，将零散烈士墓迁移至肃
宁烈士陵园，可以更好地进行统一管理保
护，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通过
发掘出的烈士遗物，可以帮助确认烈士身
份，寻找烈士亲人。

根据安排，雪村战斗烈士墓向肃宁
烈士陵园的迁移工作于 4月 9日开始。4
月 10 日上午，工作人员按顺序准备迁葬
第31号烈士遗骸。随着工作人员用小刷
子慢慢扫去尘土，烈士遗骸的轮廓逐渐
呈现出来。烈士的两只胳膊搭在胸前，
在手骨的位置有一个类似小圆镜的物
品。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捡起来，简单
清理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位年轻女子的
黑白照片。

可以看出，烈士的这件遗物是用来放
照片的，金属边框已经严重锈蚀，但照片
大体完好。照片中的年轻女子端庄秀丽，
目视前方。

照片上的女子是这位无名烈士的什
么人，暂时无从知晓，但一定是烈士最牵
挂的人，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把
这张照片紧紧抱在胸前。

这无声的一幕，感染了在场的工作人
员，大家一时变得非常安静。有人眼圈发
红，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让大家感到震撼。”王雅伦
说，英雄为国征战沙场，英勇无畏，有铁骨
也有柔情，让人感佩。

为避免烈士遗物风化氧化，在抓紧完
成拍摄留证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用密封
袋对这件烈士遗物进行了封存。

窝北镇窝北村退休干部王继政今

年 76 岁，对雪村战斗的历史资料进行过
认真整理。他结合权威历史资料和村
里 前 辈 的 讲 述 ，大 体 还 原 了 当 时 的
情景。

1942年 5月 1日，侵华日军对冀中地
区发起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八分
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部队转
战冀中，伺机歼敌。同年6月8日，侵华日
军向肃宁县我军所在地雪村展开猛攻。
战士们奋起突围，因寡不敌众，千余名八
路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常德善、王远音以
身殉国，史称“雪村突围战”。

“这场战斗中，有许多年轻战士参
战。”王继政说。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纷纷献出门
板、炕席就地安葬牺牲战士，并每年进行
祭扫，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过。

除了照片，墓中还发掘出子弹、帽徽、
皮带扣、衣服扣子等烈士遗物。

“我们对烈士遗物及时进行了封存保
护，后续将交给文保单位保管和整理。”王
雅伦说，这些烈士遗骸经重新装殓，将移
至肃宁烈士陵园安葬并单独立碑，供后人
瞻仰。

“我们今天的幸福、祥和生活是烈士
们浴血奋斗换来的。”肃宁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局长张晓川说，他们将努力确认烈
士身份，寻找烈士亲人。

河北肃宁雪村战斗烈士墓埋藏82年的照片面世，还原感人一幕

牺牲时，烈士把这张照片紧紧抱在胸前
河北日报记者 张岚山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4月14日上
午7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由河北省体
育局指导、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
2024 中国人保雄安马拉松开跑。来自
全国各地的 1.5万名跑者奔跑在雄安街
头，用脚步丈量未来之城。

本届雄安马拉松共设有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健康跑（家庭跑）三个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选手赵朝传以 2 小时 17
分57秒的成绩荣膺男子马拉松冠军，李
应美以 2 小时 38 分 30 秒的成绩斩获女
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男子组选手
杨斌以 1 小时 07 分 17 秒的成绩夺得冠
军，女子组选手张开琴以1小时17分05
秒的成绩夺冠。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
项目和半程马拉松女子项目成绩均刷新
雄安马拉松赛事纪录。

6 时起，陆续有选手抵达位于雄安
城市计算中心的赛事起跑点，大家或热
情交流，或进行赛前热身。

7时30分，随着发令枪声响起，选手
们激情开跑。1.5万名选手踏上赛道，长
长的奔跑队伍犹如一条移动的彩带，串
联起雄安新区一个个城市地标。

马拉松赛事，能帮助人们快速了
解一座城市，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跑马
爱好者展示城市形象。“雄马”坚持打
造“每年不一样的赛道”，这次赛事以
见证为主题，穿越建设现场、融入新城
风貌、品味烟火人情，呈现出一座新城
的魅力。选手们从雄安城市计算中心
出发，沉浸式感受容东片区“15 分钟生
活圈”和智慧城市运营系统；深度穿越
启动区，途经“三校一院”、雄安“智能
高地”互联网产业园、央企总部中国中
化大厦和中国华能大厦、极具东方美
学的雄安体育中心、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集聚区——雄安科创中心等多处
地标性景点和建筑，新区壮美的时代
画卷徐徐展开。

在“雄马”赛道上，“雄安科学园新质
生产力跑团”队伍格外亮眼。该跑团成
员包括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北京高校
教师、EMBA 学员等。“这是我第二次来
雄安，变化太大了。一座高质量建设的
未来之城雄姿初现。”该跑团成员、北京
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李
鹏松是一位“资深”跑马爱好者，此次他
以放松的心态享受着半程马拉松带来的
运动快乐，最终以2小时01分29秒的成
绩完赛。

“赛道整体上下坡较少，跑起来比较
舒服。”奔跑过程中，李鹏松还注意到了

雄安新区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和雄安科
创中心等新区地标建筑。沿途很多雄安
群众和工地施工人员组团为选手加油助
威，让他感受到了一座城市的热情。

在景中跑，于画中游，一场马拉松就
是一座城市的深度游。

“从赛道设置到赛事组织都非常棒，
一路跑下来感觉非常好，尤其是白洋淀
边那一段赛道，近处绿树环绕，远处碧波
荡漾。置身其中，觉得全身充满力量。”
不少外地跑马爱好者在比赛结束后，对

“雄马”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 场 马 拉 松 ，沸 腾 一 座 城 。 自

2017 年创办至今，雄安马拉松不仅是
一场体育的盛会，更是属于雄安的节
日。比赛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雄马

嘉年华”，现场设置文创非遗、美食市
集，集合汉服国潮、COSPLAY 秀、街舞
专场、卡通人偶表演等潮流元素。同
时，邀请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等 4 所疏解高校的校园乐队、歌手
进行音乐演出。

同样吸引着大众目光的，还有赛道
内外满满的“科技范儿”。本届“雄马”配
置“视频一张网”，通过“数字千里眼”，实
时监控赛道整洁程度和人群异常情况；
使用无人驾驶智能巴士进行跑者接驳；
智能自动清扫车清理赛道……科技含量
十足的赛事服务，展示着雄安新区在科
技创新和智能城市建设方面的最新成果
和无限潜力。

1.5万人竞跑2024“雄马”

一场马拉松 沸腾一座城
聚焦雄安新区

4 月 14
日，航拍奔跑
在赛道上的选
手们。当日，
2024 中 国 人
保 雄 安 马 拉
松 在 雄 安 城
市 计 算 中 心
鸣枪开跑，来
自全国各地的
1.5 万 名 跑 者
齐聚雄安参加
比赛。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外出旅行，你住过“太空舱”吗？
3月 14日，在位于文安县工业新区的河北佳强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排排造型极简又未来
感十足的移动式“太空舱”箱式房格外引人注目。

步入“太空舱”，只见顶上有全景电动天窗，周围是
270°三面环绕落地观景窗，站在舱内即可全方位欣赏
窗外风景；精心布置的床铺看上去格外舒适，卫生间内
淋浴房、智能马桶、洗手台一应俱全；水电、门锁都可以
实现全屋智能语音控制……一番参观后，记者赞叹：

“有点太空旅行的味儿。”
“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具创意的可移动装配式房屋，

外观设计参考了航天飞船中供宇航员学习、工作和生
活的轨道舱，所以人们都叫它‘太空舱’。”佳强公司总
经理张亚军一边带记者参观，一边详细讲解。

近年来，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批新模式、新
产品也应运而生。作为箱式房与现代文旅民宿的跨业
结合产品，“太空舱”兼具独特、新颖和方便运输等特
点，走红各大旅游景区、露营营地、商业街区，满足了人
们对旅游住宿、商务接待的需求。

对于佳强公司来说，“太空舱”也是企业将传统箱
式房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

“文安县是北方重要的箱式房生产基地。”文安县
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王子正告诉记者，十几
年来，通过设立产业聚集区、鼓励企业创新等方式，该
县逐步优化箱式房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箱
式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

佳强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主要进行箱式房的
产品研发、设计定制、生产制造、吊运安装、租赁销售
等，多次参与国家重点、省重点临建项目建设，在北京
冬奥会场馆临时设施的建设中，曾为各场馆打造了
560套箱式房。

2021年，佳强公司开始将传统箱式房转型升级为
“太空舱”，组建专业“太空舱”研发设计团队与生产团
队，于当年 7月开始量产，并与山东威海、海南三亚等
地的景区开展合营，先后投放“太空舱”产品260套，深
受景区及游客好评。

“目前，我们生产的‘太空舱’共有19种型号，分别是商业用舱及度假用
舱，全年可销售500套，实现产值1.5亿元左右。”张亚军介绍，在工厂完成生产
后，“太空舱”就可以通过物流运输到户外景区、户外营地、民宿、酒店等场所，
用大型吊装机安装在做好水电通道的地基上，接通水电，最快2小时内就可以
入住使用。张亚军说，房屋的耐久性和舒适性很强，可连续使用40年以上。

王子正表示，新型“太空舱”正是文安箱式房转型升级的方向。该县围
绕科技成果转化、引入资金活水、建设科创生态平台等企业的实际需求，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进一步优化箱式房产业结构，促其向着更高端、科技、
节能、舒适的方向发展，推出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好产品。

3 月 14 日，河北佳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军为记者介绍
“太空舱”内的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刘 英摄

图为4月10日上午在雪村战斗烈士墓中发现的照片。 肃宁融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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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主任医师蔡晓凌到唐山市工人医院
坐诊的日子。7时46分，她坐上了从北京
开往唐山的G8801次高铁。

8 时 50 分，列车到达唐山站。蔡晓
凌急匆匆出站，打车向医院赶去——今
天 ，她 接 受 了 15 名 唐 山 患 者 的 预 约
挂号。

唐山市工人医院的综合诊疗水平虽
然不错，但与北京的医院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因此，不少唐山市民长期以来习惯于
到北京让专家看病。2023年 4月 6日，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唐山市工人医院学科区
域协作中心正式揭牌，两家医院合作共建

血液科、内分泌科等5个学科。截至2024
年 3 月 31 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共派出
102 名专家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开展门
诊、急诊、义诊，蔡晓凌便是专家团队中的
一员。

9 时 20 分许，蔡晓凌赶到位于唐山
市工人医院门诊楼的北京专家诊室。
诊 室 外 ，已 有 多 名 患 者 和 家 属 排 队
等候。

“蔡主任，您快给看看，我外甥这种情
况该咋治疗？”见到蔡晓凌，唐山市民吴铁
梁立即起身询问。

问病情、看化验单，蔡晓凌立即进入
工作状态，没一会儿，便有了答案：“孩子

就是肾上腺素分泌异常导致的血压高，不
是很严重，坚持吃药就没事。”

看北京名医开出诊断结果，吴铁梁
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说实话，
我 们 是 被 北 京 医 院‘ 劝 退 ’的 。”吴 铁
梁说。

春节前，吴铁梁带外甥在唐山求医无
果，便托朋友联系上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的一名医生，对方却坦言这种情况不用到
北京，在本地挂北京名医的坐诊号就行。

“这真是太方便了，少了跑远路、挂号难的
麻烦，在家门口就把病看明白了。”拿着药
方，吴铁梁难掩内心的激动。

时近中午，蔡晓凌已经接诊了 10 名

患者。“还有5名患者挂了下午的号，咱们
可以去吃饭了。”唐山市工人医院内分泌
二科副主任甄艳凤对蔡晓凌说。

一上午，甄艳凤和一名同事都在诊室
里观摩、学习。“北京名医来唐山，边坐诊
边带徒弟。”甄艳凤说，自己边看边学，诊
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看完下午的患者，蔡晓凌马不停蹄地
赶往唐山市工人医院西院区，到内分泌科
住院病区查房。她说，坐诊、查房、给实习
生讲课，每周一天的“唐山工作日”都安排
得满满当当。

在北京名医的“跨城”服务下，已有
4000 余名唐山市民受益。在蔡晓凌看
来，“双城生活”的意义不仅让唐山百姓更
好享受到了北京医疗资源，还缓解了北京
医院接待外地患者的压力。

忙完工作，时针已指向 18 时。蔡晓
凌来不及在医院用餐，便匆忙向唐山站奔
去：“我买的是下午6点38分的高铁票，差
不多晚上9点可以回到家。”

蔡医生的“双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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