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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税务局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聚焦“办好

惠民事 服务现代化”主题，由青年干部组成雷锋志愿

服务团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积极推行普法宣

传。图为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向周边群众宣传最新社

保政策，手把手辅导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如何使用微信

公众号缴纳城乡医疗保险。 李佳园 杜艳云 摄

今年以来，平泉市组建了以党员为主体的农技指

导志愿服务队，深入乡村、家庭农场、园区基地，送政

策、送技术、送指导，解决群众农业生产难题。图为平

泉市党员志愿者在青河镇东窝铺村喜金家庭农场进

行农技指导。 胡志涛 摄

本报讯（记者秦启涵 韩朝）
“大家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等绿灯

亮了再走，一定要遵守交通规

则。”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紫塞大

地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3月

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承德公交7

路驾驶员刘媛早早来到义泰兴社

区，引导行人规范穿行马路。

“每年学雷锋纪念日，我都

跟7路的姐妹们一起参加志愿

活动，大家分头行动，活跃在城

区的大街小巷，分发创城传单，

清理楼道垃圾、小广告，规范自

行车摆放……”刘媛说。

刘媛所属的7路全称叫做

“承德公交7路巾帼文明线”，这

条线路贯穿了承德市区主干道，

担负着市区主要客运任务，是承

德公交所有运营线路中发车最

早、收车最晚的线路。为啥叫巾

帼文明线？这条线上全是女驾

驶员，平均年龄35岁，是承德一

条响当当的特色品牌线路。

不要小看这支“娘子军”，她

们先后荣获国家级“巾帼文明

岗”“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

工人先锋号”等多项荣誉。近

日，中宣部命名第八批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河北省承德公交

7路巾帼文明线又榜上有名，成

为河北两个被命名的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之一。

“2014 年我开始驾驶 7 路

车，转眼已经七年多了。‘干一行、

爱一行’就是我的工作准则。”驾

驶员崔晓丹笑着对记者说。

“干一行，爱一行”的崔晓丹

自工作以来，连续七年从未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而且，她心细如

发，带给乘客很多温暖。去年三

月份的一个早上，崔晓丹驾车行

驶到下营房公交站时，发现有位

四十多岁的乘客上车之后神色

异常，走路不稳险些摔倒。得知

乘客心脏不舒服难以坚持，崔晓

丹当机立断一路打着双闪将其

送到了医院。过了几天，这位乘

客辗转打听到崔晓丹的名字，将

电话打到了公交集团，再三对她

表示感谢。“其实也没做啥，都是

应该做的。当时我征求车上乘

客的意见，大家都说先把不舒服

的乘客送到医院，让我觉得特别

温暖。”崔晓丹说。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却很

重要。作为一名公交人，我只想

着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努力提

升自己，为承德的市民和外来游

客服好务。把每一位乘客安全

送达目的地，这就是我们的使

命。”驾驶员赵芳辉说。

提前到岗，将座位、扶手等部

位擦拭干净；雨天时，提醒乘客将

雨伞尖端朝下，防止扎伤；雪天

时，提醒乘客下车踩实、防止打

滑；遇有外地乘客时，耐心解答大

家提出的问题……自线路成立以

来，这支“娘子军”本着“线路有终

点、服务无止境”的服务理念，将

公交7路巾帼文明线打造成了一

座流动的“爱心驿站”。

“服务好乘客是我们的本职

工作，在工作中学雷锋，我觉得

就是就要学他‘对待同志像春天

般温暖’，作为司机，我们就要通

过一句句暖心的问候，一次次耐

心的解答，一个个小小的助人举

动，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春天般

的温暖。”驾驶员叶云飞说。

本报讯（记者祁鑫 马心依）近日，主题为“河北哪里好，

承德来养老”的2023年承德市养老产业招商推介会在京成

功举办。

为深化京承地区康养产业对接合作，为老年人养老提

供更多选择，在本次推介会上，承德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民

政局签订《养老服务框架合作协议》，此外，承德市相关县

（市、区）与投资企业成功签订了富居山康养综合体、康养

（北京）文化新村等11个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下，承德将加快推动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努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全力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特

别是充分挖掘承德温泉地热资源潜力，大力发展“温泉+养

老”产业，全力为养老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加快推

进“京畿福地、老有颐养、乐享河北”场景在承德落地落实。

承德11个养老产业项目
在京签约

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承德市在医院、商

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岗），服务市民群

众，彰显城市温度。图为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志愿者为市民提供服务。 陈相旭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东岭）走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山湾子乡热水汤村的牛蛙养殖基地，9个养殖棚映入眼

帘。蛙池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牛蛙苗，工人们正忙着喂

食，看着实在喜人。

“我们去年10月中旬开始，投资1000余万元，实施建

设牛蛙养殖基地。一期建设9个养殖棚及污水处理设施

和办公用房等附属设施。计划二期建设7个养殖棚。目

前投入2300万尾牛蛙苗，预计8月中旬上市，销往湖南、

四川、江西等地的海鲜市场，产业致富‘顶呱呱’。”负责人

张海桥高兴地说。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养殖牛蛙可增加产值1200

万元，预计每年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6万元左右，为

10多名当地群众解决了就近就业的问题。牛蛙养殖产业

为该乡产业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产业发展渠道，用好特色

产业打造“一村一品”工程，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加快村

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本报讯（记者陈志洋）近日，承德市教育局下发了《关

于开展全市中小学生“学雷锋学模范”志愿服务活动的通

知》，启动全市“学雷锋学模范”志愿服务活动。各中小学

高度重视、积极落实，开展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志愿服务

等各类活动。

承德市教育系统通过“学雷锋学模范”志愿服务活动

的开展，将有效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壮

大学生志愿者队伍，传递爱心、培育美德、提升素养、凝聚

力量，弘扬时代新风，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承德启动“学雷锋学模范”
志愿服务活动

初春时节，承德大贵口村

春意渐浓，生机勃发。村内大

街小巷干净整洁，村民脸上透

着充满干劲的精气神儿；滦河

岸边莲花山下，成片的温室大

棚内蔬果飘香，游客不断……

大贵口村是典型的城郊

村，早些年，村民靠着发展温室

草莓、蔬菜种植和采摘，鼓起了

腰包。但是“单打独斗”的发展

模式，导致村内大棚建设没有

整体规划，土地利用率低下，再

加上缺少基础设施，草莓、蔬菜

“批发多、采摘少”，卖不上价

钱，村民增收进入瓶颈期。

2021年8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大贵口村，他叮嘱

大家：“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

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

惠及农村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

为大贵口村乡村振兴工作打开了

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也振奋

了大贵口村干部群众提质增效

发展产业的精神和干劲。谋划

启动“山谷田园”项目，打造“山

谷市集”拓宽销路、促进增收，建

设特色民宿、发展现代旅游，引

进新项目、扩宽产业链……如今

的大贵口，抬头望得见青山，低

头看得到碧水，田园变景区，农

宅变民宿，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也越来越有盼头。

草莓种植老把式
日子有了新奔头

依山傍水的大贵口村，昼

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的草

莓口感好、甜度高，是村里的招

牌产品。一到草莓采摘季，很

多客人跑到大贵口，点名要买

林艳会的草莓。

“今年是我种草莓的第十

个年头了，现在草莓不愁销路，

我种草莓年收入能达到30多

万元。”林艳会提着一篮子刚摘

下的草莓，挑了个又大又红的，

边往记者手里塞边笑着说。

说起林艳会，村里人人都竖

大拇指。她是全村第一批牛奶

草莓试种者，也是当地第一个在

网上直播卖草莓的农民，更是村

民口中的草莓种植老把式。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公公

婆婆主要靠种水稻来养家糊

口。2012年，村里引进温室大

棚蔬菜种植新技术，我们家就

架起大棚，种起了黄瓜、西红柿

等蔬菜。”说起自己的“草莓

路”，林艳会打开了话匣子。林

艳会说，2013年，大贵口村引

进了“温室牛奶草莓”高效栽培

技术，由于种草莓比种蔬菜收

益高，她就开始学习新技术、种

草莓。2014年到2019年几年

时间里，林艳会通过租用邻居

废弃的大棚、“征收”公公的蔬

菜大棚、“收购”邻居的大棚，成

了名副其实的草莓大户，如今，

手里已有七个草莓大棚。

规模大了，销路也得打

开。“总书记来过我们村后，村

里的知名度上去了，很多人慕

名而来，草莓的销量也上去了，

但是咱也得自己动动脑筋，把

销路再拓宽。”林艳会说，她看

到网上很多带货主播卖家乡特

产，效果很好，也动起了直播的

心思。“现在我也直播，在网上

卖草莓，希望能有更多的网友

来我们村参观、采摘。”

林艳会对记者说，2022年，

大贵口村“山谷田园”一期项目

落地了，改造、新建了温室大棚

136个，园区内大棚实现了统一

管理，修了排洪设施，改造了电

力线路，棚内安装了智能化设

备……基础设施完善了，不光

是她，村民们都是干劲儿十足。

“下一步我准备把大棚后

墙从最底下到接近棚顶的地

方，做成立体栽培。这样既可

以增加种植面积，也能让大棚

的颜色更加丰富鲜艳。”林艳会

说，村里占地22亩的草莓小镇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自己也要

紧跟村里的发展步伐，这好日

子还在后头呢。

丢掉老身份
绽放“新舞台”

走出“山谷田园”，拐个弯

就到了“山谷驿站”，在“山谷田

园”采摘，到“山谷驿站”休闲，

大贵口村为慕名而来的游客安

排了妥贴的“一站式服务”。

“这是我们的农产品展示

区，咱承德好山好水出好产品，

很多客人摘了草莓，走进驿站

逛逛，顺带就买走了不少农产

品。”毕靖带着记者边参观边讲

解，谁能想到她刚入职场不到

一年，之前一直是家庭主妇。

2014年，毕靖嫁到大贵口

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索

性在家带孩子，当起了全职家

庭主妇。

“总书记到我们村考察后，

村里谋划了各种产业项目，民

宿、露营基地、农家乐都建起来

了，给村民们提供了不少就业

岗位。这不，我也找到了适合

的工作，工作后眼界也开阔了，

每一天都觉得特别有干劲儿。”

产业兴，村民富。一年来，“山

谷田园”项目之外，大贵口村陆

续打造了山谷市集、山谷人家、

山谷光伏、山谷旅游、山谷嘉年

华等一系列“山谷”品牌产业，

大贵口村的“毕靖们”纷纷找到

了心仪的工作。

“这一两年，村里变化可太

大了，每天上班走在路上，我都

觉得特别开心。”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门前

都修通了柏油路，大家伙出门

办事儿方便多了。”

“去年村里对水电进行了

改造提升，现在家家户户也都

能用上自来水了。”

“村里还修建了休闲广场，

夏天老人孩子在这儿乘凉，特

别开心。还有农家书屋、快邮

驿站，现在大家读书、看病、买

东西、文化活动都特别方便。”

……

毕靖的言语中透露着自信

与自豪，“村里环境好了，百姓

生活富了，我也得再加把劲儿，

跟上村里的发展节奏，好好干

出点成绩。”

引进新项目
念好致富经

“你看，这是‘大辣椒’，这是

‘富乐夕阳’，这是‘绿熊’，这是

‘藏宝图’……”在大贵口村新建

的花卉大棚里，包村干部崔聪伟

向记者介绍着蝴蝶兰的品种。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

了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大

贵口村在产业项目谋划上下足

了功夫。

“大家都知道大贵口村以

草莓种植、采摘为主，为了让产

业发展更多元，我们以‘山谷田

园’项目为契机，建了三个蝴蝶

兰大棚，现在每个大棚大概有3

万株花。”崔聪伟说。

近年来，聚焦壮大产业，助

力群众增收，大贵口在原有产

业基础上，坚定了农业市场化、

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晒出的“成绩单”也十分亮眼：

发力乡村旅游赛道，建设精品

民宿“山谷人家”，预计年增加

农民收入54万元；发展户用分

布式光伏发电和小型光伏电站

的“山谷光伏”，每户每年预计

增收2000元；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线上、线下推广销售大贵口

村乃至全市特色农产品的“山

谷市集”，销售额已突破620万

元；莲花山景区2022年4月通

过 3A 级景区验收，“山谷旅

游”带动村民45人增收致富；

现代都市农业综合体“山谷嘉

年华”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建

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100万人

次，辐射带动就业可达1万人

左右。

正如崔聪伟所说，如今的

大贵口村，绘就的是美丽山村

画卷，唱响的是乡村振兴欢

歌。“2023年，我们将继续推进

‘山谷嘉年华’‘山谷田园’二期

和纸箱厂等项目，进一步壮大

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的日子

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让我们

大贵口村的乡村振兴曲越唱越

响亮。”说起大贵口村的未来，

崔聪伟满怀期待、信心十足。

承德有座流动的“爱心驿站”

围场热水汤村
牛蛙“唱响”乡村振兴曲

“““““““““““““““““““““““““““““““承德大贵口村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
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启动“山谷
田园”项目，打造“山谷市集”拓宽销路、促进增收，
建设特色民宿、发展现代旅游，引进新项目、扩宽产
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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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驿站山谷驿站””工作人员正在青年图书角整理图书工作人员正在青年图书角整理图书。。

马心依马心依 摄摄

大贵口村草莓种植户林艳会正在自家大棚采摘草莓大贵口村草莓种植户林艳会正在自家大棚采摘草莓。。陈志洋陈志洋 摄摄

大贵口村大贵口村：：乡村振兴欢歌起乡村振兴欢歌起
□□记者记者 黄云霞黄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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