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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王棋）
近日，省民政厅、省文明办联合发布清明节期

间文明祭扫倡议书，倡导全省各界以文明、和

谐的方式追思先人，共同营造平安、绿色的清

明祭扫氛围。

倡导深化移风易俗，弘扬“厚养薄葬 节

俭治丧”理念，抵制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活

动。鼓励采用骨灰格位存放、树葬、花坛葬、

草坪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减少占用

土地资源。

鼓励群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共享单车

或拼车出行，用鲜花寄托哀思，不攀折花木、

不乱丢垃圾，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和祭扫场所

卫生。鼓励使用数字平台，通过虚拟献花、线

上点烛、云端留言等功能，打造绿色低碳的

“数字纪念空间”。

倡议书提出，社会各界应合理安排祭扫

时间，避开高峰拥堵，配合公墓、陵园分流管

理措施，服从工作人员引导，共建有序祭扫环

境。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

入林区、牧区，不燃放烟花爆竹，防止引发火

灾事故。

本报讯（记者袁立朋 通讯员闫志国）
3月25日，河北省环境服务业商会第一届一

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王建

敏当选为会长。

“未来，河北省环境服务业商会将秉承以

绿色为核心，以服务为根本，以创新为引擎，

共建生态文明新未来的宗旨，致力于推动绿

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王建敏说，协

会将在促进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倡导行

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搭建服务平台方面发

力，为河北经济发展贡献商会力量。

在大会现场，河北省环境服务业商会与

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AI+

生态环境建设、技术转化、数字化转型、“双

碳”战略等领域开展合作。

我省发布清明节
文明祭扫倡议书

倡导文明方式追思先人，营
造绿色清明祭扫氛围

河北省环境服务业
商会在石家庄成立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近日，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农

业农村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

房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强化

既有农村房屋（以下简称“农房”）安全管

理，健全新建农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加强

技术引导和制度创新等举措，进一步加强

农房建设管理，促进农房安全风险得到有

效管控，推动农房质量安全和建设品质普

遍提升。

强化既有农房安全管理。意见提出，

各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农房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以用作经营、3层及以上、人员密

集、违规改扩建、房龄超过30年等农房为重

点，建立健全相关台账，每年组织农房安全

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房

屋，通过维修加固、原址翻建、异地安置等

措施，督促产权人和使用人抓紧整治到

位。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后，要对受灾地区

开展农房安全专项检查。

农房用作经营活动的，产权人或使用

人在办理相关经营许可、开展经营活动前

确保房屋具备安全使用条件，鉴定为C、D

级的危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有关部门每

年至少联合抽查检查一次。农房实施改扩

建，应依法办理用地、规划、建设等有关审

批手续，严格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

设计和施工，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严禁违规变动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进行装

饰装修、违规加层加盖、下挖地下室。逐步

建立农房安全定期体检制度。充分发挥村

级组织作用，做好住房和公共建筑安全日

常巡查，确保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管

控，逐级上报。

健全新建农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意

见明确，农房建设要合理安排用地和选址，

应符合村庄规划，要严格规范设计施工。2

层及以下的低层住宅可选用标准设计图集

或通用设计方案，委托乡村建设工匠施工，

并签订建房合同，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宅基地审批后方可组织建设；县级住建部

门要会同乡镇政府提供全过程技术服务，

开展施工现场巡查。限额以上（投资大于

100万元或建筑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其他

农村住宅、限额以上农村公共建筑要依法

依规纳入市、县级住建部门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应依法依规办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

可后，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设计、施工。

农房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低层住宅由农户组织施工方现场验收，县、

乡（镇）相关部门做好技术指导和帮扶；限额

以上其他住宅和限额以上公共建筑由建设

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县、乡（镇）要统筹实施

行政审批，切实落实监管责任。要充实基层

力量，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做好技术指导服

务，统筹设计院、规划院、大专院校等相关专

业技术力量，选聘对口帮扶性质的安管人

员，积极参与农房安管，定期入村指导。

加强技术引导和制度创新。意见指

出，要落实《农村住宅设计标准》，用好《河

北省农村住房建筑导则》，建设现代宜居农

房。推广应用建筑墙体保温和太阳能光

热、光伏等绿色建筑技术。加快农村改厕

及水电气路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农村燃气

设施要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落

实好定期安检制度，确保用气安全。

要持续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提升

工匠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建立工匠名录，

创建一批培训基地；以工匠为主体，培育小

型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乡村建设服务团

队。统筹建立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推

动实现农房建管“一网通办”。持续开展农

房保险工作，引导实现农户全覆盖保障，对

洪涝灾害易发重发区等多灾易灾县给予资

金倾斜。

据悉，按照相关要求，我省将于2025

年推动农房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房

质量安全普遍提升；到2035年全面建立农

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农

房建设品质大幅度提升。

我省出台《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

推动农房质量安全和建设品质普遍提升

新华社石家庄3月26日电（记者齐雷
杰 邹尚伯 董笑坤）206 种、237 种、248

种、260种、276种、292种、295种……每

隔一段时间，白洋淀野生鸟类家族就会

“刷新”，为“鸟类天堂”再添生动注脚。雄

安新区设立以来，白洋淀野生鸟类从206

种一路攀升至目前295种，勾勒出一条上

扬曲线。这背后，白洋淀上“拍鸟人”功不

可没。

2024年5月，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张

世航在白洋淀唐河入淀口拍摄时，意外发

现了6只大鸟。它们黑色的羽毛在阳光照

射下呈现出斑斓的色彩，非常漂亮。他将

相关影像提供给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经

专家鉴定，这些大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彩鹮。

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

在我国绝迹的彩鹮群体现身，成为白洋淀

重现“鸟类天堂”胜景的又一例证。白洋淀

水质从2017年的劣Ⅴ类提升并连续稳定

保持在Ⅲ类，水质达到1988年恢复蓄水有

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生态变好的直观

体现是，鸟儿越来越多了，在候鸟迁徙季还

能看到鸟浪。

白洋淀上承九河、下注渤海，是华北平

原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四季皆有美景。

飞鸟翩跹水云间，更为这颗“华北明珠”增

添灵韵。“拍鸟人”，将一个个迷人瞬间定格

下来，展示在观众面前，也引发了一场找鸟

拍鸟的“竞赛”。

雄县西大坞三村村民贾国永，对白洋

淀的沟沟壕壕和很多水鸟很熟悉。有一

次，他在一处芦苇环绕的水面上发现了一

大群从未见过的水鸟。这种鸟很机警，人

一接近就飞走了。为了拍下这种鸟，他在

几个月里先后6次前往拍摄，一拍就是几个

小时。

“我穿着伪装衣，爬到附近柳树上，多

角度拍摄了很多照片。最终经专家鉴定，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花脸鸭。”谈起发现

的白洋淀新鸟种，贾国永很自豪。去年，他

还发现了新鸟种大嘴乌鸦。

长尾鸭、红交嘴雀、黑喉鸫、噪鹃……

在安新县自然资源局，记者翻开“2024年以

来新发现鸟类统计表”，20种新发现鸟类的

名称、保护级别、拍摄人员、鸟种编号等信

息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张新瑞说，新发现

的鸟类经过北京林业大学、河北大学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的鉴定，并与雄安鸟类

数据库进行比对，最后确认、公布。这其

中，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李森浩就

参与发现了6个新鸟种。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侯建华介

绍，近年来，同学们在白洋淀开展鸟类监测

观察，已发现了28种新鸟种。随着白洋淀

水面越来越开阔、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一些

候鸟在白洋淀留下来，成为留鸟。例如，濒

危物种青头潜鸭就留在白洋淀繁殖、育雏、

越冬，种群数量从最初发现时的个位数增

加到如今的300多只。

参与“拍鸟竞赛”的人群中，不少人是

摄影爱好者和爱鸟护鸟志愿者。安新县

白洋淀摄影家协会主席张学农曾带着相

机和望远镜，连续多日“潜伏”在芦苇荡，

一蹲就是四五个小时，最终拍到了青头潜

鸭带着一群毛茸茸的雏鸟“遛娃”戏水的

画面。退休教师周龙山痴迷拍鸟，多年来

骑坏了2辆自行车，换了 3台相机，拍摄

了近10万张照片，发现了赤膀鸭等新鸟

种。

斗转星移，四季轮回不息。翱翔苍穹

的鸟类精灵，让白洋淀增添了无限魅力。

“凌波仙子”水雉轻盈行走在浮叶之上，小

鷿鷈带雏鸟在芦苇丛中觅食，白琵鹭优雅

嬉戏……“拍鸟人”乐此不疲奔走在拍摄路

上，记录着白洋淀上日益壮大的鸟类家

族。对不少人而言，拍鸟没有物质奖励，如

此痴迷执着，既是出于兴趣爱好，也因为对

雄安生态建设心存一份责任感。

记者从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

悉，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新发现的89种野生

鸟类中，发现者中有教师，有高校学生，有

媒体从业者，有摄影师，有民间协会人员。

碧水蓝天间，无数鸟类的倩影被镜头定格，

既带给人视觉享受，也成为研究和保护白

洋淀野生鸟类的重要资料。

将来，白洋淀野生鸟类种类频频“上

新”的故事，还将精彩持续。

雄安之妙：数，“鸟类天堂”家族增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牛笑）
雄安新区将搭建食堂采购管理平台，实现监

督管理一体化，逐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食堂自营。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25年

雄安新区教育工作会议了解到的，会上发布

了《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局2025年工作要点》。

《要点》中提到，雄安新区教育局将会同相

关部门联合印发《雄安新区全面开展中小学生

寒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推进区

县、寒暑假、中小学托管服务三个全覆盖。

出台提高中小学生欺凌防范能力和水平

工作举措，制定家校社政协同育人三年行动

计划，打造家校社政协同育人“雄安经验”。

建强校内劳动实践场所，以技能竞赛、劳动成

果展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劳动教育。

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建立与学龄人

口变化相协调的学位供给机制。制定《雄安

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三年行动计划》，逐步

缩小城乡差距。出台《加快推进雄安新区新

建片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集团化办学实施意

见》，认定 2—3个集团校。打造提升10所乡

村特色校，改造提升20所薄弱学校。

雄 安 新 区 将 逐 步 实 现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自营

3月18日，临近中午，在沧州青县马

厂镇下马厂村，81岁的邢汝顺开上三轮

车，带着89岁的哥哥邢汝怀去村里的孝

老食堂就餐。该村的孝老食堂已建立四

年，每天临近饭点，老人们就相互招呼着

赶过来。

下马厂村党支部书记陈金良介绍，村

里的孝老食堂服务60周岁以上家中无人

做饭的脱贫户、特困户及低保户共计12

人，县民政部门还给孝老食堂购买了责任

保险，为就餐老年人提供意外保障。

村民邢西泊告诉记者，他87岁的哥哥

邢西文是孤寡聋哑人，在孝老食堂，哥哥

天天能吃上可口的热乎饭，几年下来气色

好了，心情舒畅了，经常用手比画着告诉

他今天吃了什么。现在有了保险，作为家

人，更多了一份安心。

助餐服务是养老服务的重点

工作之一。随着社会

老龄化的加剧及家庭生活结构的变化，老

年人特别是高龄、特困、独居等老年人“吃

饭难”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农村地区，

如何吃上一口热乎饭是不少老年人每天

面临的“烦恼事”。

为此，河北省民政厅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满足农村空巢、留

守老年人的就餐服务需求。近年来，青县

已经累计建设了201家孝老食堂，覆盖全

县近60%的行政村。

好事办好并不容易。在王维屯村当

了28年党支部书记的杨宝良说，这些年村

里建起了敬老院，除了孝老食堂，还设置

了活动室、医疗室，有图书、多媒体、棋牌

娱乐活动区。村里的特困、独居等老年人

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

“责任”两个字一直被杨宝良放在心

头。他早晨、晚上都会到敬老院看看有

没有异常情况，敬老院里外都安装了监

控，他随时会打开看看视频画面。“我们

生怕老人磕着碰着，出个意外。有了保

险，就等于多了一层保障，忒好了。”杨宝

良说。

“孝老食堂保险”由中国人寿寿险沧

州分公司牵头，在政府部门支持下推出，

旨在兜深、兜细老龄健康，助力老年健康

保障体系多元化建设。中国人寿青县支

公司副经理程艳红介绍，该公司已经为青

县107个孝老食堂上了责任险，化解孝老

食堂运行风险。该险种为指定场所意外

险，不记名，涵盖食物中毒、滑倒、摔伤、

烫伤等意外，在孝老食堂内就餐的老年人

都可享受保障。

“孝老食堂解决了农村困难老年人吃

口热乎饭的问题，同时，孝老食堂也需要

补足风险隐患的短板。”中国人寿青县支

公司经理苏景森认为，一旦出现意外，医

疗费用对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来说都是

经济负担，可能会出现承担不起费用或者

因病返贫的现象。

开展孝老食堂保险业务，在省内并没

有先例。保险公司、民政部门多次沟通，

结合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及孝老食堂的专

项服务，最终敲定了保险方案，确定了保

障责任、保障金额、方案定价、承保形式。

由于孝老食堂的建立由村党支部、

村集体、村企、个人等多渠道投入，所以

为孝老食堂投保意外险的保费资金来源

成了一个难题，保费虽不多但缺少配套

政策无法申请资金。保险公司联合县民

政局与财政等部门多次协调，将保费途

径定为福彩公益金，还在原费率的基础

上优惠超过80%，并且充分考虑孝老食

堂就餐及服务人员不固定，采用无清单

方式进行承保。

河北省民政厅2024年制定了推进城

乡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5年底，城市地区80%以上的城

镇社区建有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农村地区

80%以上的乡镇建有乡镇级孝老食堂。

到2026年底，全省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

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就餐便利

度、满意度明显提升。

青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王成航告诉记

者，青县总人口42万，其中60岁以上老年

人口8.7万，占比达20.65%。老年助餐服

务兼具公益性和市场化属性，青县孝老

食堂推进过程中的保险探索经验，如保险

方案设计、保费资金来源等，可以为其他

地区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不断丰富养

老保障产品供给。记者了解到，中国人寿

寿险河北省分公司不断创新产品，联合省

卫健委持续推动助老安康工程，截至2024

年底已覆盖192万老年群体，风险保障达

760亿元，获赔付人数6.38万，赔付金额约

6300万元。该公司还积极开展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目前已承办承德、石家庄、邢台

等5个市的长期护理保险项目，覆盖人群

144.57万人次，解决重度城乡失能人员日

常生活照料以及医疗护理的需求，有效遏

制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青县因地制宜探索推进孝老食堂建设——

为老年人的一口热乎饭撑起“保护伞”
□本报记者 烟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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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产业当主角，在新赛道上争冠军。正是

凭借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橡一科技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

如今，橡一科技已经拥有专利54件，其中发明

专利14件、实用新型专利40件，成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胶塞培训基

地、省级专精特新骨干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

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世界500强药企和国内百

强药企都成为橡一科技的客户，产品远销30余个

国家和地区。

农历仲春二月的正定，嫩柳垂绦，繁花初绽。

占地255亩、总投资11.6亿元的橡一科技医药包装

新材料工业园，正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定片区加紧建设。

“新园区是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

产药用胶塞300余亿只，将成为行业内自动化、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药用包材生产基地。”徐世伦

说，我们离“做全球最好给药系统综合供应商”的发

展愿景又迈进了一大步。

（上接第一版）
联席会议上，石家庄市与山

西省阳泉市签署跨区域结对子共

建晋冀深度合作示范区框架协

议；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和辛

集五市，分别签署交通、文旅、科

技、招商、生态环境发展联盟合作

协议，将在科技发展、文旅、联合

招商、交通发展、生态环境等领域

进行深度合作，实现跨区域资源

配置共享、成果转化与协同发

展。此外，“定热入石”、河北润沃

智慧物流（邢台）产业园等六个项

目签约。

专家支招“石家庄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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