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风河北省"全国文明家庭" 展示

周汝珍家庭:敬老之家 孝老笃行
周汝珍，家住青县金牛镇丰台堡

村，家庭成员17人，周汝珍家庭2016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作为青县

金牛镇康复敬老院院长，周汝珍20

多年如一日，细心照顾康复敬老院的

343位孤寡老人，先后给135位老人

养老送终，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为“老

闺女”。

1988 年，青县金牛镇康复敬老

院的大家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院

长—周汝珍。30年来她恪守承诺，

不怕困难、热心助人为敬老院四代人

担起一个“老闺女”的责任，她吃苦耐

劳、敬业奉献、用仁义大爱诠释敬老

爱幼的家庭传统美德，她的家庭成员

爱岗敬业、恩爱和睦、尊老爱幼、热心

助人。他们用生活中平平凡凡的事、

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家是爱的港湾。

对周汝珍来说，她是两个家庭的

顶梁柱，周汝珍来敬老院的时候44

岁，姐妹7个，她是老大。当时她在村

里当妇女主任，经营着打苇帘的副

业。敬老院人手紧，她去临时帮忙，

给老人剪发、洗脚、换洗衣服，老人们

都说，来了亲人啦，就这样周汝珍成

了金牛镇敬老院的第四任院长。刚

来的时候敬老院什么都没有，房子是

危房，账上只有五毛钱，为了能批三

四千块钱，周汝珍骑自行车去40公里

以外的青县跑了不知道多少回。最

后周汝珍借了一万多块钱，为敬老院

修缮了房子。

敬老院的老人，有的是瘫痪、中风

和精神病人，周汝珍的双手冬天在冰

窟窿里洗衣服，得了关节炎扭曲变形，

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为节省经费，周

汝珍学着给老人理发；医生来一趟不

容易，周汝珍自己学会下尿管、灌肠、

打针、输液；院外有3亩地，周汝珍带

领员工种白菜、大蒜、豆角、萝卜，腌成

咸菜，调剂老人的一日三餐。

村路不好走，她摔伤过十多回，

三次骨折。1998年，她骨折住院时，

老人们听说她不想干了，雇车到县城

的各个医院找她，哀求她：“你不能退

呀，你不能不管我们。”老人们哭，周

汝珍也哭：“好，我不退。”周汝珍说，

“你要是真心对老人好，老人也会真

心喜欢你。那种真情，金子都换不

来。”2005年，县里想调她去县城光荣

院当院长，还要给她一套房子。老人

们听说，又哭。这次，周汝珍更坚定

了：“我不走了，干到老吧。”

周汝珍，一件事做了一辈子，但

是对家人一直心怀歉疚。她20多年

没在自己家过一个除夕。她孙子6岁

时在天津做心脏病手术,她也没去。

孙子在电话里埋怨:“奶奶，我做手术

你都不来呀?”电话这头，周汝珍的眼

泪不断线地掉，当时院里两个老人突

发脑栓塞，她实在离不开。

如今,孙子长大了,在日记里写

道：“我的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奶奶。”整

个大家庭都被周汝珍敬老爱老的家风

所影响，经常来到敬老院,帮老人聊天

谈心，洗洗衣服，奉献爱心。

今年重阳节，周汝珍给老人们买

了蛋糕，志愿者们一起来给老人们蒸

包子，敬老院的生活变好了，老人们

更宽心了，周汝珍的家庭成员也融入

了这个大家庭，让一代又一代人心里

充满爱心。 （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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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份，我省按照农业农村

部《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决定在全域范

围内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通

过强化日常巡查与监督检查，推行有

效管理模式，扎实推进合格证制度创

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确保了合

格证制度有效实施。目前，全省已有

32893家符合条件的生产主体建立

电子档案，共开具合格证223.37万

批，其中纸质合格证146.89万批，电

子合格证76.48万批。

强化安排部署，明确合
格证制度推行重点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是当前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域一项重要

的制度创设，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

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创新。我省在推行之初，已将

此项工作作为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年

度考核的重点内容之一，并从一个夯

实两个强化入手，深入开展。夯实三

项基础。依托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追溯平台完善生产主体名录档案

数据库；做好合格证印制的统筹工

作，采取前期免费印发样本，后期生

产主体自主印制的方式推进；以规范

开具合格证为核心，分层次、分类别

开展合格证制度大宣传大培训活

动。强化三个衔接。重点做好与农

产品追溯“六挂钩”制度的有机衔接，

建立合格证制度与农业项目补贴、农

业精品示范基地创建、品牌认证等挂

钩机制；强化农业农村部门与市场监

管部门联动，加大对产地准出市场准

入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形

成有效倒逼机制；强化京津冀区域产

销衔接机制，建立三地统一的食用农

产品准出准入规范，明确合格证作为

农产品进入京津市场的重要凭证。

强化四项重点。规范合格证的开具

和使用，规模生产主体依托各类平台

以出具电子合格证为主，种养大户和

小农户可出具纸质合格证；强化合格

证与农产品检测有机结合，鼓励有条

件的生产主体开展自检，农业农村部

门提高附证产品抽检比例，确保合格

证实施品种和主体全覆盖；强化合格

证工作的巡查检查，严防虚假开具合

格证、承诺与抽检结果不符等行为；

推广典型与模式，扩大合格证推广范

围，提高生产主体应用率，实现开具

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合
格证知晓率和应用率

合格证推行伊始，省农业农村厅

印制《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告

知书》5万份，并张贴到全省所有行政

村。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用药宣贯培

训，通过印制《禁限用农兽药和非法

添加物清单》14万份，规范投入品的

使用，提升生产主体自控能力；印制

《农业投入品使用规范汇编》3.25万

册，作为监管人员日常巡查、监督抽

检、执法检查参考的工具书。“在合格

证宣传引导上，我们同时依托省级主

流媒体，开辟了质量兴农专栏，围绕

追溯体系建设、合格证制度推进等内

容实时刊发，并不断挖掘培树先进典

型，总结可学可看可推广模式。”省农

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搞宣传更需抓培训，

我省投入资金135万元，积极打造了

三个培训基地，开展省级专项培训11

期，重点培训监管平台应用、农产品

追溯管理与合格证制度推进、产地准

出市场准入落实等内容。截至目前，

线下培训1327人，线上培训22781余

人。通过宣传引导，大部分农产品生产

经营主体实现了由“要我开具”到“我要

开具”的转变。

强化机制创设，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我们通过三项机制，不断完善

合格证推行模式。目的是为了调动

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省农业农村厅一位负责合格

证推行工作的相关负责人说，据其介

绍，这里所提到的三项机制，是考核

机制、通报机制和落实追溯“六挂钩”

机制。通过建立考核机制，将落实农

产品追溯“六挂钩”机制、合格证示范

典型与推进模式、附证产品抽检、日

常巡查检查列入2020年对各市食品

安全和质量强省考核内容，发挥考核

“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建立通报机

制，定期对各市合格证进展情况进行

梳理汇总并全省通报，使各地相互学

习借鉴好的经验，鼓励先进、鞭策后

进。通过落实追溯“六挂钩”机制，全

面完成追溯“六挂钩”机制实施前的

国家级、省级认证认定挂钩任务核查

工作。目前已核查省级以上农业农

村重大创建认定项目310个、“两品

一标”认证生产经营主体356个、省

级以上区域公用品牌使用单位240

个、省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 801

个、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01个，并全部依托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实现了电子追溯管理。

完善准出准入机制，强
化农产品监管无缝衔接

保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从

来不是一个部门在行动，它需要多部

门协同监管，才能形成无缝衔接。在

推行合格证制度上，省农业农村厅与

省市场监管局密切合作，多措并举强

化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

可追溯体系建设。一是两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强化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管

理完善食用农产品全程追溯机制的

意见》，以追溯凭证为载体，构建农产

品监管无缝衔接机制，解决农产品追

溯“干什么”的问题。二是联合印发

《关于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

场准入制度的公告》4.5万份，告知食

用农产品生产者、市场开办者、市场销

售者落实主体责任，把好产地准出市

场准入关，解决农产品追溯“谁来干”

的问题。三是联合举办五期落实食用

农产品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培训班，培

训重点围绕“合格证制度、农产品追

溯、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有关要求”进行

系统解读，解决“如何干好”的问题。

培树合格证推进典型，
打造追溯示范标杆企业

为树立典型，打造标杆企业，形

成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我省列出专

项资金，选择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

的部分市县，培树更多典型案例，并

取得初步成效。秦皇岛小江蔬菜合

作社通过收购企业建立合作种植户

和收购贩运人档案，形成市场倒逼，

促使其主动开展追溯，有效地填补

了从种植到收购环节的追溯空白。

小江蔬菜合作社理事长邬大为介

绍，目前，合格证月均开具数量已达

20余万张，合作社销售额也大幅提

升。平山西柏坡五丰蛋鸡养殖合作

社采用二维码喷码记录+合格证追溯

模式，通过对每一枚鸡蛋进行喷码，

每一箱鸡蛋装入合格证，并将合格证

登记入档，实现了每一个鸡蛋来源可

查，确保了质量可追溯。固安县顺斋

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试验示范推广

优新特蔬菜品种，集成绿色防控技

术，建设产品自检室进行批批检测，

自建追溯系统，确保每批销售的蔬

菜都附带合格证。合格证的推行，

直接带动社员1400多户，带动种植

面积1.5万亩，年产蔬菜2万吨，年销

售额1.2亿元。

笔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随

着合格证推行工作的日益成熟，典型

案例也逐步递增，带动示范效应持续

向好。

创新合格证推进模式，
实现开具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试行合格证制度是一项新的重

要任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探索

性。创新合格证推进模式，则是带动

市场迅速发展，实现开具数量和质量

双提升的必要因素。唐山市依托绿

色食品生产企业，采用电子出具产品

合格证+二维码追溯标识的方式，做

到认证标识和合格证相结合，打造绿

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完善质量追溯链

条，建立“放心农产品”销售专柜，提

升绿色农产品品牌效应和市场竞争

力，目前已纳入市级平台管理的企业

2400家，13.11万吨农产品实现了带

证销售。同时，依托乡镇区域站和生

产企业智能化快速检测点，将中小规

模生产主体及散户纳入监管检测范

围，对即将上市的农产品进行批批快

检，实时把检测信息上传至“智慧农

安”管理平台，检测合格的准予上市并

出具合格证。承德市强化“承德山水”

品牌追溯，建设“承德山水”展示展销

中心，纳入“承德山水”品牌的87家生

产主体已全部开具电子合格证，产品

实现二维码可追溯，扫码可查询，提高

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透明度，解决产

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提升消费者信

任度和满意度。同时将印有“承德山

水”字样的二维码加印在“承德山水”

入驻产品包装上，实现“双码”可追

溯。任丘市对种养散户进行全面摸底

调查，核实农户8312个，推行身份证

识别打印、云打印、蓝牙打印、“空白

证”打印等出证方式，最大限度满足不

同生产主体合格证开具需求。

强化省级监管平台应用，
提升线上线下协同监管能力

2018年5月，河北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全面建成。截至

目前，已有7366名监管人员完成了

用户注册，10.1万家农资和农产品生

产经营主体依托平台建立了信用档

案。在强化省级监管平台应用，提升

线上线下协同监管能力方面，我省农

业农村系统备足了功课，下足了功

夫。抓好分级培训，确定培训要点。

省级重点抓好师资培训，市级重点抓

好平台管理员培训，县级重点抓好监

管人员和企业人员培训，目前已举办

各类平台应用培训班277期，培训各

类人员33400余人。做好各类平台

对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目前已完

成省平台与国家农产品监管追溯平

台对接，正在推进与省商务厅省级

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互联互通，

并逐步实现上联国家、下联企业、横

向联部门，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

桌”全链条信息贯通、产品可追溯。

强化平台追溯功能，加强监管力度。

目前已有4380家纳入追溯“六挂钩”

范围的规模农产品生产主体依托平

台开展了电子追溯管理，真正做到了

“有专人、有制度、有设备、有数据”，

实现了带证上网、带码上线、带标上

市。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充分发挥平

台统计分析功能，逐步整合主体管

理、产品流向、监管检测、行政执法等

各类数据，完善追溯管理与风险预

警、信用管理、“双随机”管理、应急召

回联动机制，提升行政决策和风险防

控能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

格局。 （徐清铭 魏占永）

全省已有32893家符合条件的生产主体建立电子档案
我省加快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

张洪瑞家庭是一个四代同堂的

大家庭，年逾古稀的张洪瑞是黄骅市

楼西村人，沧州黄骅市信誉楼百货集

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黄骅市信誉

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张洪瑞创建的信誉楼现总资产七

十多亿元，但他从不以富人自居，不做

“守财奴”。10多年前，他就主动提出

退休，并逐年将自己绝对控股的股权稀

释到只剩1%，明确子女不能继承。张

洪瑞的创业初衷是“我搭台，让员工唱

戏”，后延伸为信誉楼的企业使命：“让

员工体现自身价值，享有成功人生。”

至今张洪瑞和老伴仍住在60平

方米的单元楼里。他的三个子女都

从站柜台当导购员做起，按照个人能

力正常发展，张洪瑞从不施加个人影

响，结婚办嫁妆、买房买车也要自食

其力。太多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

样做，张洪瑞回答得却很轻松，“这是

老张家的门风：诚信传家，勤俭持家，

自立自强。”

张洪瑞几十年诚信经商，低调做

人，注重家风传承，对子女严要求，不

娇惯，三个孩子都朴素真挚，敬业勤

勉。张洪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

身正以率人，用好品德实现了对后代

的人格教育。信誉楼集团公司的诸多

规定里有一条：单位内部无论同事、上

下级，红白喜事均不允许随礼。这一

“铁律”已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十多

年，这么看似“不近人情”制度是怎样

得以推行的呢？张洪瑞最先拿自己女

儿的婚事做示范。1990年女儿结婚，

他找到亲家做工作，让俩孩子旅行结

婚，不发请帖、不请客、不收礼，为落

实制度做出了表率，也得到了全体员

工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制度出台后，

公司也曾有两名员工碰了高压线，先

是一名女柜组主任被全公司通报，另

外一位男职工（张洪瑞外甥）被举报

后教育不改，直接除名。新时代成长

起来的张家第三代依旧谨遵家训，条

件再好，从不和人攀比、摆阔。张洪

瑞的外孙女从美国留学回来入职信

誉楼，和新入职的信誉楼人一样，从

一线导购员干起，工作中勤勤恳恳，

生活中朴素低调，至今很多人不知道

她是老董事长的外孙女。

已度金婚的张洪瑞半世纪夫唱

妇随，怡然自得。创办企业后，他一

头扑到事业上，家庭就留给了妻子。

妻子任劳任怨持家，用满满的爱照顾

三个孩子，在公公婆婆身上的付出张

洪瑞夫妇也是家族中最多的，孝敬双

亲远近闻名，三十年前就是村里的五

好文明家庭。

张洪瑞始终把实现员工的幸福

和全面发展作为企业的出发点和归

宿，他创新体制，提出了“企业无终极

所有者”的理念，全力推行“人力资本

股权化制度”，让核心员工持岗位股，

使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融为一体。

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分享给真正能为

企业创造较大价值、对企业前途有重

要作用的员工，现在集团优秀导购

员、柜组主任及以上干部持岗位股的

人数近万人，占员工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同时还实施了“员工退休安置金

制度”，让普通员工也能分享企业的

发展成果。消费者获取优质商品服

务，供应商赢得市场，商界同仁比肩

并进，营造良性市场环境，信誉楼达

到了诚信的最高境界，切实为他人着

想，和谐共生，共存共享。张洪瑞的

家庭一直秉承与人为善、热心助人的

美德。在张洪瑞的记忆里，孩子们和

小伙伴发生争执，父母总是让对方的

孩子高高兴兴地走，从不偏袒自家孩

子，家里有啥稀罕吃的，父母也会与

邻里一起分享。张洪瑞说，他的父亲

常说的一句话，不管在哪干，都得好

好干，走的时候得让人记着咱。张洪

瑞记在心里，无论从事怎样的工作，

都凡事用心，踏实本分。

张洪瑞祖孙四代互敬互爱，简单

真诚，事业上互相支持理解。全家人

都热心公益，张洪瑞近年来共向社会

捐资1000多万元，子女们也都有自

己的扶贫资助对象。“诚信传家，勤俭

持家，自立自强”的家训在这一家四

代中用爱升华，代代传承。 （于倩）

张洪瑞家庭：诚信自强涵育文明新风
臧岚家住在唐山市路北区钢窑办事处荣华

楼社区，家庭成员8人。在这个家庭里，人人向

善，全家人心气相通，拧成了一股绳，对社会对他

人的关爱，超越了自己。2016年，臧岚家庭被评

为全国文明家庭。

臧岚2001年自保定市华北油泵厂医务室退

休后，便跟随女儿落户唐山。臧岚是个闲不住的

人，选择义诊之路的她无怨无悔。她说，利用自

己从医30年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为路北社

区群众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从护理刚出生的孩

子到救治96岁老人，臧岚老人累计志愿服务时

间已达1万多小时以上，为居民义诊4000多人

次，和唐山市50多个困难户结成帮扶对子。

义诊服务的近20年时间里，她还自费资助

贫困学生，帮他们完成学业；每年植树节前后自

费植树，改善社区和街道环境；唐山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期间，臧岚老人带领学生清洁城市卫生

死角，宣传文明卫生的重要性；每年“六一”，为贫

困和低保家庭的孩子们选购图书，并亲自把书送

到孩子手里。从“非典”到为印度洋发生海啸、汶

川、玉树、舟曲等地震灾害地区捐款，向唐山市红

十字会捐款，向市慈善总会捐款，臧岚总是心系

国家和受灾群众，将医务工作者无私的大爱和人

道主义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捐款捐物达7万余

元。今年疫情，臧岚老人上不了一线，拿出2000

元钱，捐给社区居委会，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买

口罩，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老伴刘成刚在世时，就和臧岚老人商量好，

两人一起做慈善，约定每个月各自从工资里拿出

100元捐给唐山市慈善总会，退休十多年来从未

间断。臧岚长期外出义诊，老伴心疼他，主动承

担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的家务活，只是为给妻子

多留出一些时间做善事。2018年，老伴临走前

留下遗嘱，要将自己海葬。老伴说，活着的时候

多为社会作贡献，多帮助他人，死后不给社会添

负担，不占用珍贵的土地资源。追忆起和老伴做

公益的时光，臧岚的眼圈红了。社区的135棵纪

念树，也是臧岚老人和老伴共同栽种的，是老人

满满的回忆。

臧岚是唐山市区两级道德模范，唐山爱心群

体的代表，臧岚说，“就像唐山爱心名片‘帮一点’

所表达的，每个人能多帮一点，就能力所能及的

多为社会献出一份力量。”臧岚老人还是唐山市级老年志愿者标

兵，她为志愿者做出表率。她希望所有的老年人说话做事文明，关

心下一代，不自私，不自利，社会和谐，社区文明，家庭和睦。臧岚老

人心系下一代，为年轻人树立榜样，她说，“活着就等于我在地球上站

岗，我会站好我最后一班岗。”

三个女儿都为臧岚感到骄傲，大女儿说，“妈妈我跟你学，我是

个老师，工资已经不低了，家长们很辛苦，我给学生们补课从不收

费。”臧岚教育子女，永远要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不管跟任何人处

事，不要老想占便宜，多为别人想一想。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臧岚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她的诺言。（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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