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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宏博）日前，在定

州市息冢镇连台村袁硕农业合作社

的麦田里，随着一声令下，5台联合收

割机发动引擎驶入麦田，该镇6万余

亩小麦迎来了开镰收割，一幅夏收的

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了2000亩

小麦。趁着最近天气挺好，我们开

始组织农业机械，抢时间、赶进度，

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袁硕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胜

辉说。

今年定州市小麦播种面积86.9

万亩。为确保夏收工作顺利进行，保

证小麦颗粒归仓，定州市抢抓晴好天

气有利时机，在全市25个乡镇（街道）

成立跨区机收服务站84个、组建农机

应急作业服务队293个、预计投入小

麦联合收割机2000台，保障全市麦

收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6月14日17时，河北3377.1万亩小

麦已收获2239万亩，进度66％。夏

玉米播种1524万亩，完成任务43%。

“三夏”农时紧、任务重，全省共

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

机、夏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

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田间作业，其

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0.9万台。各级

农机部门突出一个“抢”字，立足一个

“快”字，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

时播种。

麦收期间，河北在高速路口、交

通要道开辟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

道”，设立接待服务站193个，落实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网上办理、跨区机

收免费通行、应急服务电话等政策措

施，确保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通行。出

台农机用油优先优惠政策，石油公司

对农机加油优惠5%，在全省479个

加油站设立联合收割机专用加油

点。及时公布农机维修服务站点，备

足农机具易损件、零配件，保障机具

以良好状态投入作业。省市县三级

向社会公布154部热线电话，实行24

小时值班值守，第一时间解决农户和

机手问题。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

极进行夏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

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

目标。

为提高播种质量，河北大力推广

免（少）耕精量播种、高效低损收获等

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集成配套指夹

式气吸式免耕或旋耕破茬精量播种

机、大豆挠性割台或大豆专用联合收

割机、玉米穗茎兼收或籽粒联合收获

机等机具装备。持续抓好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创建，精心打造10个高标准

机械化作业千亩方，试验示范高速精

量播种、精准变量施肥施药、节水淋

灌等机械化新技术，辐射带动玉米高

质量播种50万亩以上。

“我们高标准落实150万亩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及时将作

业任务分解落实到乡、到村、到地

块，落实到经营主体。”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北加速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机具的研发

改进，完善改装机具的性能和应用

指引。抓好良机、良种、良田、良法、

良制有机结合，推进农机农艺集成

配套。实行“优机优补、优服优补”

政策扶持，加大种植补贴、购机补

贴、社会化服务补助等资金支持力

度，推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

用机具、大豆专用割台等急需急用

产品加速推广。

河北小麦收获接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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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科研成果就赚了1000多万元？对，您没听错！

啥这么值钱？说来可真不简单，河北工业大学孔祥飞团队

用5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高性能蓄热材料，它的蓄热密度是水蓄

热的十几倍。用它生产供暖设备不光节能环保，采暖费也低得

多。一家新能源企业正急需这样的技术，双方一拍即合，1100

万元的合同马上就签下来。

这样的高校成果转化大订单，去年以来我省一共签了12

个，个个都是“千万级”的。而去年以前，这个数字是0。

变化怎么来的？河北新闻联播里说了，省科技厅把主题教

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成效，进行试点改革，给科研

人员松绑放权。

以前，科研成果在企业变成产品，怎么合作、怎么分钱、谁

说了算，这些都不够明晰，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现在，

在河北工业大学等10所高校，科研人员自己的成果自己说了

算。比如在河北工大，科研人员对成果有长期使用权、处置权

和收益权，成果带来的收益，95%都归他们自己，在职称评定的

时候，还会向他们倾斜。

而且，科研人员有了自主权，合作方式也更灵活。以前，学

校和企业合作都是“一次性买断”，有些企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

多钱。所以这次，孔祥飞老师和企业约定“先用后买”，企业先

付一小部分科研启动资金，投产后再

拿赚到的钱分成，这样不仅企业买得

起，好技术也转得出、能落地。

相信随着更多科研成果走下“书

架”、走上“货架”，创新大订单，后面还

多着呢！

（记者 李代姣）

村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垃圾坑也有“管家”来管理了？

对，这是个新鲜事。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单位扎实抓好主题教

育。省乡村振兴局就在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环境治理中再发

力，这不，在邯郸市就推行起了“坑长制”，把村里惹人嫌、讨人

厌的坑塘变成了人见人夸的小公园。

“坑长”是啥？就拿邯郸市肥乡区举例吧，265个村有1180

个坑塘，每个坑塘配备一名“坑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两

委”干部担任，负责组织人员把坑塘里的垃圾、漂浮物清理完，

还要保证坑塘啥时候都得干干净净。

管理坑塘，“坑长”也需要有帮手。肥乡区各村就组建了志

愿者队伍，由村干部和热心群众组成，定期巡查，只要发现问题，

工作人员通过“垃圾随手拍”小程序，立刻就能上报进行整改。

大大小小的坑塘，大家伙儿怎么区分？发个“身份证”就行

了！肥乡区按照“乡镇+村+坑塘”进行数字编码，在坑塘边立个

牌子，写上坑塘信息、责任人、举报电话、宣传提示等，哪块坑塘

归谁管，一目了然。这还没完，清理垃圾坑后，各村还在坑塘里

种树蓄水，坑塘周边造景、建公园。

不光有“坑长制”，现在河北各地

还推行了“清单制”“积分制”等乡村治

理方式，村民参与志愿服务获得积分、

村内事务细化形成清单，打造了860多

个精品和美乡村，都成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示范村。 （记者 乔娅）

“坑长”上岗 乡村变样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促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有效支撑。9年多来，瓣

瓣同心的京津冀三地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对接合作，促进养老、医疗、教育

等领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了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

北京老人跨省养老颐养天年

“这儿离北京近，环境优美，就医

看病也不用两地来回跑。一旦出现头

疼脑热或者突发急病，紧挨着的三甲

医院就能看病、拿药，北京医保卡可以

直接结算，生活方便舒心。”2018年，经

过一番考察，北京老人宋德铭住进了

与北京通州区一河之隔的河北廊坊三

河市燕郊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跨

省养老。

作为首批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

发展试点单位之一，养护中心落地了

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毗邻的燕

达医院率先实现京冀医保互联互

通。仲夏时节，养护中心内绿树成

荫，宾馆式养老公寓里整洁温馨，沙

发、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床头安装着

输氧管线等医疗设备。天轨移位系

统可助力半失能老人洗浴、如厕，沙

发、床前和老人随身携带的一卡通上

都有紧急呼叫系统，有异常情况可一

键呼救。

设施配套齐全，医疗保障专业，文

娱活动丰富，83岁的韩芙梅和82岁的

刘昭每天在养护中心唱歌、下棋、练习

腰鼓，生活安心惬意。这里的老年大

学根据老人兴趣爱好，设有书法、绘

画、歌咏、手工等40多门课程，还定期

举办交谊舞会、集体生日会等活动。

目前，5000多名老人已入住这里，

约95％来自北京。燕达国际健康城副

总裁李海燕说，规划建设床位近4700

张的三期项目预计今年10月投用，可

为老人提供医疗、康复、专业护理等相

融合的综合服务。

推动京津养老项目向河北具备条

件的地区延伸布局，是京津冀加快推

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重要方面。利

用独特区位、优美生态和成本优势，河

北以环京14个县（市、区）为重点，布局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业，吸引

京津老人到河北养老，建设京畿福地、

老有颐养的乐享河北。固安县来康

郡、香河县大爱城等养老项目，也吸引

了一批京津老人入住。截至今年4月

底，河北环京协同养老项目达112个，

总投资1336亿元，未来有望吸引更多

人前来养老。

患者不进京可享优质服务

作为早产儿，保定市患儿洋洋（化

名）出生时体重轻，出生不久就出现严

重腹胀，急需手术治疗。北京儿童医

院保定医院新生儿外科主任张晓辉紧

急联系了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主

任医师陈永卫，请求支援，最终患儿得

到救治。

2015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全面托

管保定市儿童医院，北京专家常态化

来保定出诊、查房、手术、带教，提升了

保定医护人员诊疗水平。托管8年来，

保定市儿童医院年门诊量由托管前25

万人次增长到63万人次，本地患儿转

诊率下降90％。高难度手术量从零起

步，到目前已完成8000多例，落户医

院的四个国家级病区，保定市外患儿

收治比例超过80％。

北京专家出京开展坐诊、手术，缓

解了河北乃至全国患者进京“看病难”

问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

院干细胞移植科整体落户保定，成为

目前我国北方最大的儿童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心，在此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患儿来自全国各地。

北京儿童医院常驻保定专家常晓

峰说，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保定病

区成立5年多来，通过京保病区管理一

体化、诊疗同质化，保定病区救治能力

和手术数量已达到和北京病区相当的

水平。截至2022年底，保定病区已诊

疗患儿2.5万人次，收住院患儿近7千

人次。

河北和天津也积极合作，方便群

众就医。目前，河北沧州市一批医疗

机构与天津市16家医疗机构开展合

作。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与天津市

肿瘤医院开展合作后，天津专家在沧

州参与患者诊断、治疗，沧州及周边

地区放疗病人也可由天津转诊到沧

州开展后续治疗。廊坊市第三人民

医院与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技

术合作协议，双方以专家定期坐诊、

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形式开展务实

合作。

京津冀开展医疗合作，帮助河北

培养起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河北引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共建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等 6家单

位，入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

天坛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中医医

院等开展合作，诊疗水平明显提升，

成为河北首家获批的民营三甲综合

医院。

今年4月1日起，京津冀参保人员

在区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无

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即可享受

医保报销待遇，实现“一卡通行”。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药品耗材联合集采、

医保基金联合监管等，也让群众享受

到越来越多实惠。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

“学校借鉴北京先进教育理念和

教学模式，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我家孩子在这儿学习将近 1年

了，自主学习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与

人沟通能力有明显提升。”北京实验学

校三河校区一年级学生赵梓骞的家长

苏娟说。

2021 年，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

区和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揭牌，全

部按照北京标准建设，形成了“北

京＋三河”良性互动。两所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朝着与北京总校“同形、

同构、同质”办学目标迈进。北京实

验学校三河校区八年级语文教师肖

婧宇说：“年轻教师有机会定期去北

京海淀本部跟岗学习。我们跟着师

傅学习班级管理以及课堂教学经验，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上学生参

与度更高了。”

“学校由总校派驻人员担任执行

校长和管理干部，全面负责教育教学

工作。总校与分校老师一对一结对

子，共同进行主题教研，引领分校教

师在教研教学等方面持续提升。”北

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校长孟洪峰说，

今年两校教师互动频繁，分校教师去

本部听课观摩成为成长提升的重要

途径。

天津市发挥职业教育资源雄厚

优势，对口支援承德市建设了承德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天津中德应

用技术大学在师资培养、教育教学

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帮助承德市培

养了一批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目前，京津与河北基础教育交流

项目超过500个。通过引进京津优质

资源，开展全方位对接、多形式合作，

一批河北中小学校提升了管理水平和

教育教学质量，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

瓣瓣同心造福人民
——京津冀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闫起磊 齐雷杰

河北创新成果，“先用后买”

（上接第一版）尊重耶路撒冷宗

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摒弃

过激和挑衅言行，推动召开更大

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

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

件，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作

出切实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

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

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百年

变局和中东地区局势新变化，中

方愿同巴勒斯坦等发展中国家

加强团结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加强配合，推进中阿集体合

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

国际公平正义。

阿巴斯表示，我谨代表巴勒

斯坦人民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

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

法权利正义事业提供的大力支

持和无私帮助。中国是巴方信

赖的朋友和伙伴。巴方坚定支

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

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巴

方愿同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化巴中

战略伙伴关系。巴方支持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

度赞赏中方成功斡旋沙伊对话，

感谢中方就早日公正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提出多项倡议，巴方相

信中方的智慧和公正立场，期待

中方为推动巴内部和解以及实

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大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在中

巴建交35周年纪念首日封上签

字，并见证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

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巴勒斯坦国关于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阿巴斯抵达时，天安门广场

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列队致

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

团奏中巴两国国歌。阿巴斯在

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

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上接第一版）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

面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

至惊涛骇浪，“团结”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的地方，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与

党的历史、党的奋斗、党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

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

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快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步伐，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河北展现美好图景？大力弘扬“团结

就是力量”优良传统，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

行，始终是不变的最强音。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

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

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

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

裕中展现新作为，目标在前，惟有实干。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明天的河北，明天

的中国，一定会把“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更响、传得更远。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让“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更响

眼下正是河北小麦收获的时节，之前，小麦的收割时间

都是根据成熟度按天算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的地方已

经精确到小时了，而且效果还挺好。这不，河北新闻联播就

报道了气象部门利用先进技术做好麦区精细化预报预警的

事儿。

到底是怎么个精细法呢？就拿邢台市南和区气象局来说

吧，他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空气湿度大于70%，风力小于3

级时，小麦收割后就必须要进行晾晒，不然就不利于储存；而当

空气湿度小于60%，风力大于2级时，晾晒所需要时间就比较

短，有的甚至可以直接入库，无需晾晒。于是南和区气象局就

根据一天当中的相对湿度和风力，筛选了逐个小时的小麦适宜

收获的时间段，用来指导农户适时收割。

而为了让农户第一时间知晓预报信息，他们专门为种植大

户拉了一个群，同时还充分利用南和气象抖音号和“村村通”大喇

叭等，确保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一键直达”，送到每一位农户手里。

南和区绿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宁永强说：“我一

共种了1800亩小麦，有了气象局的提醒，可以选择在湿度小的

时段收割，这样既减少了晾晒所用的人工，也避免了晾晒过程

中刮风下雨对小麦的影响。”

其实除了南和区，河北其他县市

的气象部门，也开展了类似的精细

化预警预报，都在为全省广大农户

收好麦子、做好防范贡献着气象科技

智慧。

（记者 秦菁 李雄飞）

咱家麦子几点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