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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长城观察观察

7月 18日，在保定市顺平县台

鱼乡南台鱼村的桃园里，桃香四溢，

一片繁忙景象。村民杨智风穿梭在

桃林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桃子，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桃子

长得好，价格也不错，靠着这几亩桃

园，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杨智风

笑着说。

曾经，杨智风家是村里的贫困

户，主要收入靠几亩桃园，但由于种

植技术落后，病虫害频发，桃子产量

和品质都不高，收入微薄。“那时候看

着满树烂桃，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回

忆道。

然而，随着村里桃产业的发展，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引入科技力量，采用绿色防

控技术，有效防治了病虫害，桃子优

质果率大幅提升。杨智风也在村里

的培训下，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

他的桃园亩产量从原来的4000多斤

提高到了6000多斤，收入也从每年

不到2万元增长到了8万多元，成功

脱贫致富。

南台鱼村的蝶变，离不开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翼飞的努力。

“2014年刚回来时，村里桃产业都是

散户经营，像一盘散沙。”张翼飞介

绍，当时病虫害频发、销售渠道单一，

村民守着金山讨饭吃。

为此，他联合省农林科学院、县

农业农村局组建专家团队，创新采

用性诱剂诱捕与迷向丝干扰相结合

的绿色防控技术，构建智慧植保体

系。“我们采用性诱剂诱捕与迷向丝

干扰技术，相当于给害虫‘断粮’和

‘绝育’。”张翼飞说，这套技术使辐

射区优质果率达90%，亩均效益突

破万元。

科技的注入不止于种植端。在

望蕊桃产业现代农业园区的智能分

选车间，鲜桃经糖度检测、大小分级

后，被贴上带二维码的溯源标签。“这

是‘台鱼’牌精品果，6个能卖60元，

发往北京商超。”园区负责人张国桥

拿起一盒桃介绍，“我们编制了12个

环节的管理手册，从开花到销售全流

程标准化。”2024年，“顺平桃”跻身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京津冀

市场的“香饽饽”。

“今年五一期间，380万元建的

桃产业配套设施天天满员，10家农

家乐日收入超万元。”张国桥翻着游

客登记表，眼里满是笑意。这位全国

劳模从1995年当经纪人起步，如今

把桃产业玩出了新花样——春天赏

花、夏秋摘果、全年研学，年接待游客

3万人次。

南台鱼村的农旅融合并非简单

的“果园+农家乐”。村里开发了“四

时主题游”：春季桃花摄影大赛、夏季

采摘节、秋季“桃文化嘉年华”、冬季

剪枝研学，河北农大专家定期田间授

课，培养出36名“双栖”技术骨干，

3000余名果农掌握“一技多能”。

得益于顺平丰富的林果资源和

便利的交通，2002年，河北汇源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汇源”）在

顺平成立，这是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

司在河北建立的第一家工厂。

作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该公司不断扩大投资，实现

了由单一水果加工到饮品加工再到

年产15万吨果汁及纯净水加工项目

的飞跃，并带动1.4万户果农年均增

收1万元以上。

“顺平桃糖度高、果肉含量高，非

常适合加工，公司每年果品收购时，

会优先考虑顺平果品。”河北汇源总

经理田鹤说。

据了解，目前，顺平县14.5万亩

桃园串联起百余个专业村，2.5万从

业者共享产业增值收益。2024年桃

产业年产值达 17.4 亿元，建成“种

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

顺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庞敏表

示，全县已经构建“公司+协会+合作

社+农户”模式，农民既拿土地流转费，

又赚务工钱，还分到了产业链红利。

这片承载着希望的桃林，不仅是

南台鱼村从贫困到振兴的见证，更是

河北省连续7年在国家巩固脱贫成果

后评估中获得“好”等次的生动注脚。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截至目前，河北省将9000元设为监

测线，32万名监测对象获精准帮扶；

中央衔接资金43.3亿元重点投向产

业，培育175个主导产业，脱贫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836

元，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接下来，我们计划与更多企业

合作，拓展桃产品深加工领域，开发

桃罐头、桃干等产品，提高产品附加

值。同时，深化农旅融合，完善旅游

基础设施，丰富旅游项目，打造更具

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张翼飞

信心满满地说道。

从顺平桃的“甜蜜事业”，到燕赵

大地的万千产业，河北用一个个扎实

的实践证明：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关键是立足资源禀赋，把特

色做优、把链条做长、把机制建活。

这，正是连续7年获得国家“好”评的

深层密码。

□本报记者 贾宏博

俏销京津冀！顺平桃如何长成“金饽饽”

本报讯（记者刘朋朋 通讯员任小
霞）6月份，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

港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进出口贸易

总额达到6.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倍，以强势上扬业绩，跃居全国同

类保税物流中心第6位。1—6月份，

该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总值达到

15.59亿元，同比增长292.31%，仅半

年业务规模已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

在全国85家保税物流中心跻身第14

位，继续领跑全省，展现出强劲的发展

动能和活力。

亮眼的数据，进一步彰显了唐山

乃至河北地区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外贸增长跑出“加速度”的良好态势。

走进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

心数万平方米的仓库内，一片繁忙有

序的景象，圆桶混料机高速运转，工作

人员操控天车忙碌不停，铲车往来穿

梭，门口等待运输的车辆蜿蜒如龙，货

物整理、查验、放行一气呵成。

“现在，铜精矿进口保税业务增长

的势头非常好。今年1—6月份，铜精矿

贸易额超过11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71%，成为进出口保税业务反哺港口利

润增长的核心力量。”京唐港区进出口

保税储运有限公司经理苏鑫兴奋地说。

2024年4月份，唐港股份启动铜

精矿保税混矿项目，2025年6月份，铜

精矿保税混矿项目获海关总署批复，

正式开展混矿作业。项目达产后，每

年可以完成铜精矿保税混矿作业80

万吨，进口额超100亿元。

保税物流中心功能的持续释放，

吸引了唐山秉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到

海港开发区建厂投产，以此为纽带，日

本、俄罗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外贸

钢材陆续到港，推动了进口钢材量的

稳步上升，货源吸附能力显著增强。

货物运输接卸能力的强弱关乎对

外贸易开展的好坏。

今年以来，唐港股份加强与京唐

港海关、开发区商务局等部门的协调

联动，加快船舶靠离、货物接卸、查验

通关力度，依托“港区联动”模式，打通

进出口贸易“绿色通道”。智能卡口辅

助监管系统的投入使用，将货物通关

时效提升超30%，精准匹配客户企业

“快周转”需求，全力提升服务质效。

“唐港股份高效快捷的接卸服务，

让我们贸易企业也跟着受益。”智链达

公司总经理王玉龙说，目前，公司在京

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的货运量已经突

破20万吨。

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让京唐港区

保税物流中心的路越走越宽。

6月23日，数辆进口丰田车缓缓

驶入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标志着该中心多业态发展新模式正式

开启。这在省内保税物流中心尚属首

次落地的平行进口车业务，是保税物

流中心探索新业务的成功实践。从产

业链发展角度看，此次平行进口汽车

业务开展吸引了汽车经销商、物流企

业等汇聚京唐港，为京唐港区加快转

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期开展的2万吨铁矿石签约厂

库期货交割业务，是京唐港区进出口

保税储运有限公司的又一“力作”。

“贸易商厂库凭借现货贸易与物

流优势，将港口库存转化为期货交割

资源，盘活存货仓储价值，降低企业库

存成本。而卖方可利用交割功能，锁

定销售价格，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可以

说是双受益，双赢。”百驰公司负责人

张爱琴表示。

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总额领跑全省

这趟列车装载着50组集装箱，是来自山西的块煤，将由河北

港口集团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下水，经海运发往广西。97座内

陆港、30条海铁线、12条国际班列，河北港口集团如何把出海口

“搬”到了内陆家门口？

“堆场侧我们配备的是65吨的全自动化轨道吊，而且目前已

经全部实现了无人化作业。海侧我们配备了一套新一代穿越式

双小车岸桥，它的效率提升了50%，进一步提升京唐港区的集装

箱运输能力，优化港口的功能布局。”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磊说。

曾经，海运箱和铁路箱像高矮两兄弟，想让它们联运可不容

易。硬塞吧，舱位浪费；换装呢，耽误时间。但是，请看这个“变

形金刚”，它让宽体铁路箱直接“骑”进船舱，双层叠放严丝合缝，

舱位装载率从60%上升到90%多，让每船都能多装箱、快装箱。

河北省现代物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炳禄表示：“这类技术突

破对于改变传统多式联运的成本问题有重要意义，其标准化推广

对‘一带一路’沿线港口互联互通有示范意义。铁水联运使陕西

货主每吨成本降低30-40元，新疆货物出疆时间节省3-4天。”

美西航线已周班运营，服务腹地特色产业集群57个，其中河北

44个，覆盖品名270多种，有力服务了冀货出海。还有68条航线通

达东北亚、东南亚、中东、印巴等国家和地区，

97个内陆港辐射国内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当智慧系统给每箱货分配最优路径，河

港的“超链接”效应正在爆发。自重组成立

以来，吞吐量增加1.49亿吨，利润上涨近

30%，物流持续提速，让河北的钢、新疆的

棉、宁夏的货闯世界。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张嘉琪）

好渴啊，想点杯奶茶。

“且慢，尝一下我们的米炒黄芪茶吧”河北塞罕金葫芦药业

生产厂长朱艳钊对记者说。

眼前这杯冒着热气、飘着独特米香的，可不是普通茶水，它

是来自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最新产品——米炒黄芪

茶。使用塞外的道地中药材黄芪，创新工艺炒制而成的养生茶

饮，因为口感甘甜，短短半年销售额就突破了500万元，成为都市

白领、养生达人们捧在手里的新宠。

整个楼道香飘四溢，记者已迫不及待要去看看了。走进炒

药间，只见在智能化中药材联动生产线上，净选、清洗、润制、烘

干、分级等工序一气呵成，每小时可生产黄芪等中药饮片1吨以

上。在这里，中药材产业实现了从“小而散”到“全链条”的转变。

炒好的黄芪经过人工挑选、内外包装等步骤，一袋新鲜出炉

的黄芪茶就做好啦。

围场地域广袤，昼夜温差明显，延绵起伏的山林里孕育了超

过200种野生中药材品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金葫芦药业就扎

根在这“药材窝子”里，把大自然的馈赠变成了健康好茶。

“我们依托围场的中药材优势，致力于打造集药材种植基

地、药材初加工、深加工以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接下来我

们也会陆续推出黄芪原浆、黄芪米稀等黄芪

系列产品。”朱艳钊介绍。

让良药不再苦口，让养生融入日常。从

传统的苦汤药罐子，到如今飘着米香、甘甜

适口的时尚养生茶，用科技与匠心，泡出一

杯乡村振兴的“幸福茶”。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张群）

泡出一杯乡村振兴“幸福茶”

还记得英雄火锅店的故事吗？

店主栾留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24年8月10日，和他一

起救人牺牲的还有位普通农民赵金。7月21日，第十五届全国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82人获得表彰。其中，

栾留伟、赵金等人被评为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时间回到去年8月的那天中午，栾留伟、赵金等6人途经廊

坊固安永定河时，突然听到急切的呼救声。他们立刻跑过去，

发现河里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大人正在拼命挣扎，眼看就要被水

吞没。

情况万分危急！栾留伟、赵金等人想都没想，一个接一个跳

进湍急的河里救人。他们拼尽全力，最终把三个孩子安全救上

了岸，可栾留伟和赵金却因体力不支，再也没能上来。

41岁的栾留伟是个从山东来北京打拼的汉子，在北京海淀

区开了家火锅店。他跳下水救人那天，正是小女儿的三岁生日，

栾留伟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栾留伟妻子薛巧艳说：“因为你的爱，我和女儿收到了15亿

次的爱。”

64岁的赵金是固安本地一位普通农民。他当过兵，做过村

干部，是位老党员，也是个热心肠。他一辈子勤勤恳恳，靠种地

打工养活家人，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子女。

赵金儿子赵海建说：“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家里有啥吃啥，不

拿别人一针一线。”

赵金牺牲后，有人想给他的家庭捐钱表达心意，赵海建都婉

拒了。他说，实在退不回去的钱，他们会捐

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在危急关头，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让

栾留伟和赵金选择挺身相救。一人兴善，

万人可激，老百姓自发的敬意和行动都在

证明：英雄舍命救人的这份大义，会成为照

亮别人的光。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许艳艳）

平凡英雄，用生命托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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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气蒸腾稼穑忙

7月22日，遵化市团瓢庄镇朱

官屯村农民在采摘葡萄。

当日是大暑节气，各地农民抢

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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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海口“搬”到内陆家门口

（上接第一版）把关键增产技术措施落实

到村、到户、到田。持续跟踪小麦全过程

长势监测，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

策，实行全覆盖式指导服务，促进单产稳

定提升，夯实夏粮丰产增收基础。

种得好，更要收得好。上半年，河北

农资供应量足价稳，农机服务保障有力。

“全省农业、发改、工信、交通、市场

监管、供销等部门加强沟通，组织好化

肥、农药调剂调运，满足春耕春管市场需

求。农用机械准备到位，种类齐全，小麦

耕种收基本实现机械化。”彭青伟表示，

夏粮收割期间，开辟农机运输车辆“专用

通道”，确保机具转场畅通无阻、作业物

资充足到位、机收机播无缝衔接，为粮食

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强保障。

（上接第一版）高铁车组制造实现

70%左右的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上工业1.3个

百分点，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

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

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在国家“两

重”“两新”政策支持下，传统产业更新

升级步伐加快。上半年，规模以上工

业主导产业中，先进钢铁、新一代信息

技术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增

长13.7%和11.4%，健康食品、新材料

均增长9.5%，新能源增长8.1%。省

通信管理部门数据显示，“5G+工业互

联网”项目已覆盖全省32个工业大

类，覆盖率为80%；企业工业设备上

云率达32.6%，居全国第1位。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持续夯实。

未来产业加快布局。着力打造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先进算力、

低空经济等新的增长点，中国空天信

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在雄安新

区成立，河北综合算力指数居全国第

1位，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

赛成功举办，“航空运动+低空产

业”、无人机全产业链、低空物流、智

慧城市管理等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在

持续拓宽。

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今年4月

21日，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

开，从获奖项目看，共形成专利、标

准、软著等各类知识产权2209件，发

明专利占知识产权的比重突破

50%，达到51.5%；京津冀协同创新

项目105项，占与外省单位合作项目

的比重为68.6%。省市场监管部门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省有效发

明 专 利 量 7.89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2.6%。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三新”经济激活发展“强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