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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张家口市尚义县以首都“两

区”建设为指引，大刀阔斧地对农业区域

布局进行调优，退水还旱、休耕种草、旱

作雨养、节水农业……北部生态农牧示

范区、中部特色农业产业园区、南部观光

农业体验基地已见雏形，一幅幅生态画

卷徐徐展开。

退出全部水浇地
播出无垠新草场

六月仲夏，走进尚义县最北端的大

营盘乡王元地村，大片的自然草场与耕

地相连，大型播种机正在耕地区域作业，

播撒油菜籽。再过不久，靠天然降雨的

滋养，这里将会变成金黄色的海洋，与旁

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草原景观相得益彰。

大营盘乡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隔内

陆湖察汗淖尔与内蒙古商都县接壤。全

乡总面积38万亩，其中林地、自然草场和

察汗淖尔湖域面积就占到了60%以上。

就在几年前，王元地村有大大小小

900多眼井，“小水富农”，不少农民靠蔬

菜种植渐渐富了起来。而大营盘乡更

是有名的“蔬菜之乡”。但由于地下水

过度超采，加之气候干旱，当地村民心

中的“母亲湖”察汗淖尔水面总体呈现

萎缩趋势，有的年份甚至干涸，生态环

境受损退化。

2019年，尚义县开始退水、节水，大

营盘乡作为察汗淖尔流域核心区，实施

了整乡压采措施，三年时间里退减水浇

地5.68万亩，占到全县退水还旱总面积

的37%。

没有了井和水浇地，怎么稳住农民

的“钱袋子”呢？

回归自然，重现草原。这是大营盘

乡的选择。

该乡谋划生态农业“种养加”综合体

项目，以项目打包运营的方式，构建起

“国企+N”雨养农业新体系。

“我们通过市场遴选，引进张家口农

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尚义县扶农公

司以股份制形式组建尚义县禾牧农场有

限公司，负责经营大营盘乡生态农业项

目，他们将在全乡种植饲草4万亩，组建

一支农机团队，建设存栏3000头的肉牛

繁育基地和一座年加工能力5万吨的饲

草加工企业。”大营盘乡乡长郝朝相告诉

记者。

据郝朝相介绍，在这个项目中，他们

以扶农公司为平台租赁农民土地，统一

交由禾牧公司经营，每亩每年租金为150

元，2022年完成租赁2.5万亩，农民靠租

金这一项一年就收入375万元。

除了土地租金，村集体和村民还可

以通过种植燕麦草、冰草、羊草等获得种

植收入，年可实现收入7730万元。仅土

地租金和种植收入两项就能实现退水还

旱后村民收入的目标。

2021年，大营盘养殖园区建成圈舍

7600平方米，目前已有48户农户入驻，

他们可以通过养殖园区获得养殖收入；

村集体还可以通过深松耕地、植保、收储

等农业服务项目获得服务收入；村民还

可到园区打工，挣取工资。

节水种出麒麟瓜
沙河喜变草莓沟

在尚义县七甲乡西平山村，金津果

业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内一排排成

行连片的大棚映入眼帘，棚内的西瓜秧

苗长势喜人，农户正在进行管护，错季种

植的西瓜一个月后上市，将走进深圳、上

海等地超市。

“我们基地占地面积2000亩，有700

多个大棚，种植了甘美皇、麒麟瓜等品种

的西瓜，一亩地的产量达8000斤。人们

常说‘水葫芦、旱西瓜’，西瓜种植所需水

量小，很适合尚义县的情况。我们还采

用了膜下滴灌技术，精准控制用水量。”

金津果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张福和告诉

记者，“我们和‘百果园’连锁店和‘叮咚

买菜’都有长期合作，有稳定的销路。”

张福和告诉记者，现在高峰期间，基

地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500

个，这期间人均收入1.2万元。在技能培

训方面，（下转第四版）

尚义：“调”出农业发展新亮点
□记者 郑世繁 苏晓瑞 章紫薇 席晓宇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

千百万……”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

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邯郸峰峰矿区山底村地道全长15.6

公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抗战时期的地道战遗址。

昔日，抗日地道战在这里打响。如

今，“红绿”融合、“农旅”融合，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这里的人民重新出发、斗志昂

扬，乡村振兴的前进号角响彻大地。

因地制宜 保护生态
从吃“资源饭”改吃“生态饭”

走进山底村，草木葱茏，屋舍俨然，

石板路依山蜿蜒，南北往来的游客络绎

不绝。

“十几年前可没现在的风景好！那

时候村民们还是靠挖煤挣钱，钱挣到了，

但环境却遭了害，到处是煤面儿，地是黑

的，树是黑的，就连空气好像也被染黑

了。”山底村党支部书记蔺法旺回忆说。

虽然有着辉煌抗战历史，但是长期以来，

山底村村民一直靠挖煤采矿为生。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村民们逐渐意

识到，靠煤吃饭的老路子是坚决不能再

走了。

“那时候我们几个村干部商量村里

怎样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人提议由村

集体筹资开发地道遗址，发展旅游产

业。这一提议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

蔺法旺说。

说干就干，筹资金、做设计、搞测

量……山底村村民忙得不亦乐乎。

绿化亮化村内外街道、建设大型停

车场、修缮加固地道……山底村的村容

村貌渐渐“靓丽”起来，冀南山底抗日地

道遗址景区初具雏形。

“红绿”融合 打造品牌
乡村旅游产业步入“快车道”

2017年，在迎接第二届邯郸市旅发

大会的项目建设中，峰峰矿区区委、区政

府将旅游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古村古镇

保护有机结合融合发展，把山底村纳入旅

游开发总体规划之中，在注重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础上，打造“山底精品旅游村”。

新建村标、牌楼以及游客接待中心，

打造红色文化广场和抗战地道体验馆，冀

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景区实现全线升级。

“景区的成功改造，叫响了我们‘参

观历史展厅、聆听革命斗争故事、重温入

党誓词、体验地道游’一体化的红色旅游

品牌，每年参观人数近20万。”景区经理

白雪彬介绍。

独特的地道体验游，深厚的红色文

化底蕴，完善的配套服务，现在的冀南山

底抗日地道遗址景区还被国务院列入第

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成

为全国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中国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2021年，山底村实现旅游业综合收

入约15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0余人，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农旅”并进 多元发展
老区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红色文化激活了山底村的旅游产

业，也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

“自从村里的旅游业发展起来后，我

就和家人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现在收

入也很可观，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在村

里开着农家乐“小酒馆”的村民蔺东杰高

兴地说。 （下转第二版）

山底村：红色文化引领乡村振兴
□记者 武萌

日前，省政府印发了扎实稳定全省

经济运行一揽子措施及配套政策，《关于

保粮食能源安全的十五条政策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是20个配套政策之一。

措施从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夯实煤炭供

应基础、提高电力安全供应保障水平、提

高天然气供应能力、全面增强能源储备

能力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在加强粮食安全保障方面，措施

健全完善种粮收益保障政策。优化种粮

补贴政策，在前期已经发放农资补贴的

基础上，及时发放第二批农资补贴，弥补

成本上涨带来的种粮收益下降，保障种

粮农民合理收益。巩固现有扶持政策，

统筹利用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小麦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政策资金，

一体化支持粮食生产。

切实抓好粮食收购。执行国家小麦

最低收购价政策，根据市场形势及时启

动最低收购价收购，发挥政策托底作

用。统筹疫情防控，抓好市场化收购，强

化人员、资金、仓容、仪器设备等各项保

障，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

粮、有车运粮”。从严从重查处坑农害农

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强化粮油保供稳价。开展地方储备

等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检查，督促各市充

实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完善应急保供

体系，指导企业合理把握轮换时机和节

奏，有效发挥储备吞吐调节作用，保障市

场平稳运行。

保障化肥供应。落实各级化肥储备

任务，适时调增储备规模。积极扩大钾

肥进口数量，控制化肥出口，优先满足国

内化肥市场供应。支持省内化肥生产企

业、经销企业参与国储钾肥投放竞标。

在加强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夯实全

省煤炭供应基础，推动煤矿释放有效产

能。措施提出用好国家煤矿产能核增调

整政策，对符合增加产能条件的煤矿，依

规办理核增产能手续，最大限度释放煤

矿生产潜能。

推动煤炭稳产保供。加强煤炭产供

销体系建设，加大省外煤炭资源调入，加

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煤炭供应保障，推

动煤炭稳产保供。重点保障电煤供应，

坚持“电煤中长协＋省内煤矿＋储煤基

地＋铁路沿线发运站”四位一体保供体

系，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督促

电厂电煤库存保持在合理水平。

在提高电力安全供应保障水平方

面，措施提出优化提升火电支撑能力。

加快推动支撑性电源建设，优化提升火

电支撑能力。加快实施煤电灵活性改

造、节能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持

续提高煤电调节能力和清洁低碳水平。

推动一批电网重点工程和新能源重

点项目建设。推动各级电网工程建设，

加快完善电网结构，夯实电力供应基础

支撑，提高电网供电安全可靠性和对新

能源大规模接入的适应性；重点加快国

家级百万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及省内

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省内整县

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推动新能源“发、

输、储、用”各环节协调发展，提升新能源

开发利用水平。

强化电力安全调度。制定并落实迎

峰度夏电力保供方案，做好外购电组织，

加强发电机组日常运行管理，提升电力

安全运行水平；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提

升电力负荷调节能力；（下转第四版）

守牢粮食能源安全生命线
——《关于保粮食能源安全的十五条政策措施》解读

□记者 李代姣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尹翠莉）
7月6日，省长王正谱主持召开省长办

公会，听取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

展情况汇报，逐项检查工作质量和进

度，研究部署下步重点任务。

王正谱指出，实施民生工程是为

民办实事、为民增福祉的重要抓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改善民生，

周密安排部署，今年围绕教育、医疗、

养老、文化体育、环境整治等领域，实

施20项民生工程，并分解了41项具体

任务。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工负责，

主动作为，目前各项工程有序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垃圾焚烧处理设施、

婴幼儿照护试点示范、改建农村户用

厕所、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等任务

进展顺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始终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之大者”，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更

高的站位、更实的举措，继续推动各项

任务落实。一要加快工程进度，各牵头

部门加强调度，加大对市县的服务指

导，协调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

二要加强督导检查，狠抓工程质量和安

全，对照清单台账，持续跟踪问效，确保

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标杆工程、精品工

程、廉洁工程。三要强化责任落实，压

实市县属地责任和部门职能责任，形

成上下畅通、协调联动的工作合力。

四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载体、拓

宽宣传渠道，突出民生工程亮点，宣传

好经验好做法。五要提前谋划明年工

作，系统总结近年来民生工程成效经

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确保民生工程

年年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领导葛海蛟、时清霜、严鹏程、

高云霄、胡启生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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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澜澜）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财政厅印发《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决定从2022年1月1日起，调整2021年12月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7月31日

前退休人员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将全部发放到位。按照原

工资100%享受基本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不参加调整。

调整增加的养老金包括三部分：一是定额调整。退休

退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46元。二是挂钩调整。退休退职

人员按照本人缴费年限每满一年每月增加1.22元；按照本

人2021年12月发放的月基本养老金的1.09%每月再增加

基本养老金。三是倾斜调整。对高龄退休人员，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退休退职人员 1947 年 1月 1日至

1951年12月31日出生的，每人每月增加20元；1942年1

月1日至1946年12月31日出生的，每人每月增加30元；

1941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每人每月增加40元。对

艰苦边远地区人员，一类地区每人每月增加15元，二类地

区每人每月增加20元，三类地区每人每月增加25元。驻

省外艰苦边远地区的退休退职人员，当地艰苦边远地区类

别高于我省艰苦边远地区类别的，每人每月增加30元。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本次调整后其基本养老金达不到

当地当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的，补足到当地企

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

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的退休退

职人员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

未纳入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统筹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

员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由原渠道发放。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试点的退休人员（含流聘退休人员），暂参照本办法调

整基本养老金，待试点规范到位后，再进行调整，多退少补。

峰峰矿区义井镇山底村峰峰矿区义井镇山底村。。记者记者 孟维仑孟维仑 摄摄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7日电（记者杜一方）记者从河北

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日前河北林草部门组织开展白洋淀

鸟类监测时，拍摄到青头潜鸭雌鸟与雏鸟活动。经业内专

家研讨确认，这是白洋淀首次发现青头潜鸭繁殖，证明白

洋淀湿地成为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繁殖地之一。

鸟类是环境的“生态试纸”，青头潜鸭“安家”是近年来

白洋淀生态环境改善的有力佐证。青头潜鸭为迁徙性鸟

类，对栖息地生境要求较高，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和西南

部地区。由于栖息地丧失、过度狩猎和生境恶化等原因，

青头潜鸭种群数量急剧下降，201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2021年被列为中

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今年5月，河北省林草局组织野生动物专家在对白洋

淀湿地鸟类进行观测考察时，发现10余只全球极危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青头潜鸭成体，这也是白洋淀首次

在鸟类繁殖季发现该物种成体。更令人欣喜的是，7月2

日，白洋淀首次记录到多组青头潜鸭雏鸟活动迹象。

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
在白洋淀“安家”

河北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上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