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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丰富校园课后服

务内容，日前，下花园区开展了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邀请 10 多名区空竹协会的会员走进后堡

街小学，为学生们表演和指导抖空竹技艺。

院玉顺 蔡玉 摄

经开区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为重点发

展方向，目前已形成了以金风科技风机制造为

代表的风电产业链和以原轼金刚石线锯切割、

安智科为分布式智慧能源平台为代表的光伏

产业链。图为金风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员工在

风机制造车间忙碌。 马佳琦 摄

玫瑰花开富“石河”
初夏时节，清风拂面，生机

盎然。近日，记者走进尚义县

甲石河乡囫囵村玫瑰产业园，

只见各色玫瑰花竞相绽放，香

气四溢。置身于此，令人心旷

神怡。

“这几天正值花期。我们村

民都来这里打工，打理玫瑰花，

农闲时节也能挣些钱。”村民张

大妈笑容满面地对记者说。

该乡地处坝下地区，土地贫

瘠，十年九旱，靠天吃饭。2020

年，该乡以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为

突破口，整合资金350万元，流转

囫囵村土地125亩，建成玫瑰产

业园，现已有温室大棚86个，由

河北金土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通过“村党支部+企业+基

地+农户”的联动模式，发展玫瑰

“鲜切花”种植产业。

“我们种植的玫瑰有30多个

品种，有倍受大家喜爱的传奇

红、蜜桃雪山、粉荔枝等，一共种

植了38万余株。这些玫瑰会直

供北京花卉市场。”玫瑰产业园

负责人郑义飞说。

在前不久的“5·20”，这里

的玫瑰着实火了一把。当日，

除张家口市周边的不少游客前

来打卡外，还有 8 万多枝玫瑰

花直供北京。玫瑰花已成为该

乡的“致富花”和“幸福花”，不

仅装点了村庄，也为村民带来

了“红利”。

“我们产业园年销售能达到

150 万—200 万枝，收益达 150

万元，村集体增收24.5万元。村

民除收取土地流转租金外，还能

到园区打工挣工资。目前，我们

吸收了40名村民长期在这里就

业。”郑义飞说。

走进鲜花储藏库，记者看

到，刚刚采摘下的新鲜玫瑰经

过包装分类，整齐地放置在相

应区域，等待运输。这是河北

金土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建成的鲜花初检及冷链储藏

库。在此基础上，新建的智能

连栋温室大棚也将在今年投产

运营，主要用于花卉的组培、育

种及实验。

“未来，我们将继续牢牢抓

紧产业发展‘牛鼻子’，积极开展

返乡人才创业行动，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盘活土地资源，在发展

玫瑰花种植产业的基础上，大力

促进其他药材、花卉种植业的发

展壮大，跑出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加速度’。”甲石河乡党委

书记李贵军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高阳 张光耀）为满足老年居民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桥西区西

岔社区整合已有办公资源，改建、新建活动室11间，

建成总面积1100平方米的西岔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该中心设置有幸福食堂、托老所、康复训练室、

文体娱乐室、生活照料室、老幼共育室、瑜伽舞蹈室、

医疗康复室、咨询室、儿童教育指导室等10大功能

室，具备助餐、助浴、助洁、自体检、儿童教育、美食制

作课堂、医疗义诊、家政月嫂育婴、法律咨询、免费职

业技能培训等20多种服务功能。该中心采取社区

主导、第三方运营的运行模式，由“张垣大嫂”团队负

责日常运营。

本报讯（记者章紫薇 席晓宇 通讯员高成）5月
25日，为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74周年，怀来县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存瑞精神”红色主题宣讲活动。

该村属革命老区，先后走出了47名革命战士，涌

现出董存瑞等9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

牲的烈士。近年来，该村利用红色资源，建设了170

米“九英烈”英雄事迹的浮雕墙，安装了51个有红色

元素的灯箱，打造了“记忆中的派饭”项目，进一步丰富

了村里的红色文化元素。今年，该村将规划建设红色

教育小镇项目，推动红色文旅产业，发展特色农业、乡

村民宿，实现红色文旅产业与绿色生态农业融合发展。

桥西区
发展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

怀来
纪念董存瑞牺牲74周年

蔚县南杨庄乡特色产业发展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蔺媛媛）蔚

县南杨庄乡结合实际，依托龙

头企业引领，不断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逐步构建起东“药”西

“烟”南“杏”北“菜”四大产业

园区现代农业发展布局，形成

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

模式，蹚出一条特色农业发展

之路。

从3月份开始，南杨庄乡东

北江村、西北江村连片的西瓜基

地大棚内，瓜农们有的入土定

苗，有的修剪瓜秧，有的支架覆

膜……分4个批次种植麒麟瓜，

每隔20多天种植一批。该项目

由蔚县地泰福泉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建成，种植面积 2000

亩，年产量3000万斤，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预计年收入可达6000

万元，并带动附近300余名村民

就业。

该乡还统筹规划，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东部中药材种植4000

亩、南部杏扁种植1.2 万亩和优

质谷子种植1万亩、西部烟叶种

植 5000 亩、北部特色蔬果种植

4000亩，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产

业化种植模式，有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目前，该乡所辖13个村已实

现特色产业发展全覆盖，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2000 余人，

让百姓真正过上了“农忙时种

地、农闲时打工、全年有钱赚”的

好日子。

本报讯（通讯员任志强）日前，塞北管理区公安分

局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其间，民警通过

真实案例向群众宣传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措施，对兼职

刷单、冒充公检法、虚假贷款等典型诈骗案例进行详细

讲解，提醒群众要注意个人信息保护，不要轻易向陌生

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密码等重要内容，不可

轻信可疑电话、短信，不随意给陌生人转账、汇款。

塞北管理区公安分局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为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察北管理

区近日组织干部职工身着红马甲，到 8 个居民

小区进行卫生清理，在路口配合交警维持交

通秩序。 刘博文 摄

□□通讯员通讯员 许爱英许爱英 郭明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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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源县将特色种植业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主攻方向，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力发
展高效设施农业，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逐步走
出一条“田园生金”的乡村振兴之路

“““““““““““““““““““““““““““““““
近年来，沽源县将特色种植

业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主攻方向，大力推广高效设施

农业。目前，该县现代农业园区

面积已发展到30万亩，设施蔬

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培育错

季水果种植示范基地5个，高标

准建成省级农产品安全县追溯

点10个，“两品一标”认证面积

达到1.6万亩。通过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该县走出了一条“田园生金”

的乡村振兴之路。

错季樱桃
映红乡村振兴“致富路”

小满刚过，在平定堡镇元宝

山村樱桃种植园区的温室大棚

内，红彤彤的大樱桃缀满枝头，

长势喜人。这些樱桃树大部分

已坐果，将陆续进入成熟采摘

期，香甜可口的错季大樱桃即将

走向市场。

近年来，该镇立足设施樱桃

产业发展实际，建设日光温室大

棚70座，栽种美早、齐早、布鲁

克斯等5个樱桃品种。每个大

棚栽种樱桃树224株，亩均最低

产樱桃3000斤，园区总产量可

达21万斤，年预计实现销售收

入2100万元。同时，该园区还

计划发展樱桃园区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将太阳能光伏发电

与樱桃种植大棚结合起来，在大

棚向阳面铺设光伏太阳能发电

装置，实现“上发电、下种植”。

该项目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实现农户、企业、政

府多赢，项目建成后，年入股分

红可达100万元，同时可带动80

人入园务工，每人每年可增收5

万元。

特色种植
助力乡村开出“致富花”

“藜麦从前期播种到后期收

割，种植管理要求相对简单，适

合高原地区中老年农民种植。

在沽源，藜麦的地头收购价是6

元每斤，种植户一亩地较种植常

规作物能多收入1200

元左右。”在沽源县从事

坝上旱作农产品种植多

年的向永刚说。

为进一步完善全县

产业发展体系，持续巩

固特色种植业发展基

础，助力乡村振兴，该县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发展

特色种植业的积极性，

促进特色产业逐步壮

大、农户稳定增收。该

县大力推广节水高效旱

作农业。目前，藜麦、中

药材、花卉种植面积分

别达到2.5万亩、3.6万

亩、1.5万亩。该县今年将进一

步扶持壮大特色产业，计划种植

万寿菊2.5万亩，并采取订单回

收方式，发展万寿菊规模种植，

有效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将

把藜麦种植面积扩大到 3.5 万

亩，并依托沽源县北麦生态和县

扶农公司，实现年加工藜麦

5000 吨，打造“中国藜麦第一

县”品牌。

未来，该县将统筹整合资

源，引进特色品种，延展产业链

条，全面推进特色种植产业生产

标准化、加工精深化、市场多元

化、农旅融合化发展。

数字乡村
托起乡村“智富梦”

“马铃薯储藏窖里都装了电

子传感器，湿度、温度、二氧化碳

浓度等情况都能实时掌控，动动

手指就能把储藏窖管理好，而且

再也不怕二氧化碳中毒了。”管

理了半辈子马铃薯储藏窖的村

民宋建鹏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的马铃薯储藏窖竟能因互

联网技术而改变。

随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

深度融合，乡村产业新型业态不

断涌现。在闪电河乡石头坑村，

“数字马铃薯储藏窖”“数字蔬菜

大棚”“数字旅游”等在乡村振兴

中被运用于实践，催生乡村产业

优、群众富的新动力。在蔬菜种

植方面，石头坑村的蔬菜种植大

户赵金生在西红柿大棚里安装

了采集温度、湿度、光照、土壤酸

碱度等信息的“大棚宝”，可提供

24小时温湿度监测和实时高低

温报警服务，避免棚内温度、湿

度异常造成损失，利用这种科技

手段种植的西红柿，产量可提高

20%。在乡村旅游方面，该村附

近有闪电河等旅游景点，将借助

互联网，利用720°全景展示、

VR、AR等技术，对乡村旅游资

源进行充分挖掘和集中展示。

数字乡村带动产业发展，使

村民享受到数字乡村“红利”，将

进一步推动全县加快乡村振兴

的步伐。

□记者 章紫薇 席晓宇

平
定
堡
镇
樱
桃
种
植
园
区
的
大
棚
。

赵
晨
阳

摄

闪
电
河
乡
石
头
坑
村
的
智
慧
乡

村
实
时
监
控
系
统
。

长梁乡金莲花种植基地长梁乡金莲花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