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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佳薇）“2018 年

河北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暨京津冀家

庭服务企业对接洽谈会”将于10月

20日（周六）在石家庄市解放广场举

办。大会预设展位800个，提供就业

岗位1.5万余个，预计参会求职人员

将达3万余人次。

据了解，此次大会由河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省

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中国华北

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市场和河北省

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承办，将邀请省

内知名企业参会，主要涉及医药医

疗、商贸流通、建筑房产、机械加工、

IT电子、教育培训、家庭服务业等诸

多行业；涵盖销售、文员、贸易、机械

工程、建筑、管理、财务、育婴师、月

嫂、家政服务员、养老服务员等多类

岗位。

另外，大会还将设立家庭服务

专区，安排京津冀优秀家服企业

进行现场技能项目风采展示、企

业与客户预约对接服务，以此增

进 参 会 人 员 对 家 政 服 务 行 业 的

了解。

咨询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

号河北省人才大厦一楼服务台。

咨询电话：0311-87802000/01/

09。

详细信息可登录河北省人力资
源市场服务中心官方网站河北人才
网（www.hbrc.com.cn）查看。

10月11日，健康素养调查员在献县乐寿镇耿庄村进行调查。据介绍，

沧州市从9月开始进行健康素养监测，内容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

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个方面，预计10月31日全部完成。所有采集的

数据将为政府制定健康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通讯员李更生、本报驻沧州记者李家伟/摄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从“穷得叮当响”到挖煤矿实现小富，

从“给煤矿贴封条”到“康必得治感冒，中

西药结合疗效好”一语风行南北，从荒山

秃岭到漫山遍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从一个“花钱靠救

济、吃粮靠返销”的穷山沟变成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

而这背后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村党

支部书记李长庚。入党42年，担任支书41

年，李长庚干着今天，想着明天，干着当代

事，想着后代人，一步一个脚印，带领乡亲们

实现栾卸村翻天覆地变化。

栾卸村位于太行山丘陵地带，山秃地薄、

十年九旱。1977年，不满19周岁的李长庚担

任栾卸村党支部书记，面对烂摊子，他暗下决

心，“既然当了支书，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1978年，李长庚带领全村苦战一冬春，

兴修水利，开山挖渠，使3500多亩“望天收”

旱地变成了水田，当年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

题。首战告捷，群众有了笑脸，也树起了党

员和党支部的威信。

村民们有饭吃了，但没钱花，村集体更

是穷得叮当响。1979 年，利用地下资源优

势，建起了全县第一个村办煤矿，之后又建

起 5 个，年产量达到 20 万吨。资源是有限

的，当煤矿资源挖尽的时候怎么办？李长庚

提出“挖出地下聚宝盆，栽上地上摇钱树”。

1985年，又相继建起了食品厂、种鸡场、选矿

厂、机制砖厂等集体企业，很快成为邢台乃

至全省有名的富裕村。

1989年，李长庚决定上马制药厂，很多

人不理解。有的说“泥腿子办药厂，除非

鸡毛能上天”；也有的说“刚有点钱就瞎折

腾，真是败家子”。面对这些冷言冷语，李

长庚请专家论证、做市场调查。他们设计

研发新产品，“康必得治感冒，中西药结合

疗效好”一时让人耳熟能详，现在已从产

品名称发展成为产品品牌，进而又成为健

康事业品牌。

如今，栾卸村已实现村企合一，总资产

近30亿元。现在的栾卸，村民不仅是农民，

又是工人，还是企业的股民，先后从企业分

得红利 5.1 亿元，户均 60 多万元，集体资产

也增值了十几倍。

村民富了，栾卸变了。但如何把发展的

好势头延续下去，让子子孙孙都过上好日

子？上世纪 90 年代，李长庚制定了建设生

态栾卸、走绿色发展的路子。为了改善生态

环境，他带领群众从荒山治理入手，投资

1200万元退耕还林，绿化荒山，栽植银杏树，

建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银杏园。

经过20多年不断栽植，昔日荒山秃岭，

如今绿树成荫，100 多万株银杏树漫山遍

野。当时 2 元钱一棵的小树苗，如今已成

景观树，一棵价值至少 500 元，总价值达 5

亿多元，成为栾卸村“挪不走”的绿色银

行。万亩银杏不仅绿化了荒山，增加了村

民收入，而且为制药厂提供原料，降低企业

成本。

漫步栾卸村，宛如画中游。随行者将无

人机升起，对着操作屏幕，李长庚说：“你看，

栾卸村边界很好找，绿色之处就是我们村。”

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
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
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
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
动力。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励中

华民族团结一心、栉风沐雨、奋斗求
存、自强不息，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弘扬民
族精神，并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至为重要！
从即日起，本报开设“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栏目，集中推出一批稿件，讲述
一个个闪耀民族精神的动人故事，激励我
们坚定“四个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创
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易涝点增设雨水箅

根据方案，我省将着力解决城市内涝积水

问题。针对城市建成区内低洼地段及人口密集

区域、立交桥等道路集中汇水区域、地铁及城区

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易涝部位，逐一明确治理

任务、完成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落实具

体工程建设任务和投资规模。

对易涝点的雨水排放口和排水管渠进行改

造，增设雨水箅，新建排水（雨水）管渠；对易涝

点的排水防涝泵站进行升级改造或增设机排能

力，配套建设雨水泵站自动控制系统；在易涝点

汇水区范围内，建设雨水滞渗、收集利用等削峰

调蓄设施，通过滞、蓄实现雨水源头减排；同时，

根据应急预案，按需储备应急抢险移动泵车、发

电机等设施设备，整治预防和应急处置并举，切

实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新建城区一律雨污分流

方案提出，新建城区、扩建城区、开发区建

设排水管网一律实行雨污分流。老城区加快推

进雨污分流改造，重点加大雨污合流制管网更

新改造力度。对暂不具备分流改造条件的，建

设截流干管，适当加大截流倍数。

雨污合流制管网分流改造要充分利用现有

管网设施，将原有雨污合流制管网作为雨水管网

的，进行排水能力校核。对市政排水设施进行全

过程严格管理，落实排水许可证制度，规范自建排

水设施与市政管网的接入管理，依法查处错接、混

接、乱排等违法行为，杜绝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打通城市断头河

在城区河道行洪排涝方面，针对水库、沿河堤

防、水闸等，要制定翔实有效的行洪排涝调度预

案，做好城市上下游水库和内河水位的科学调度。

加快城市河道整治，打通断头河，贯通骨干

河道，促进城市河网水系有效连通。对河道沿

岸雨水排放口进行全面疏通，确保排水通畅。

加大对侵占河湖水系的违法建设拆除力度，逐

步恢复河道自然形态。

根据城市内涝防治要求，合理确定沿河排

涝闸泵站强排能力。凡是有行洪排涝功能的城

区蓄水景观河道，河道管理部门要针对防汛排

涝要求，制定严格的汛期水位调度应急预案，针

对不同强度的降雨及时调节河道运行水位，坚决

避免因河水顶托造成城区严重积水内涝。

加强海绵城市建设

方案还提出，因地制宜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新建城区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综合

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加强海绵型

建筑小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绿色蓄排与净

化利用设施等建设，推行透水铺装、雨水花园、

储水池塘、湿地公园、生态绿地等，促进雨水就

地蓄积、渗透和利用。

老城区以解决城市内涝、雨水资源流失、水

体黑臭等问题为突破口，优先选择城市积水内涝、

水体污染等问题突出的排水或汇水区域，结合城

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更新、城中村

改造等开展区域整体治理，逐步实现“小雨不积

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目标。

推进、攻坚、提升“三步走”

2018年为易涝点整治推进期。年底前，完

成所有易涝点整治任务的70%，同时抓紧办理

2019年整治任务的各项前期手续。

2019年为排水防涝攻坚期。到2019年底，

全省排查出的532个易涝点完成整治，全部竣

工验收，并达到国家规范要求。

2020年为内涝防治提升期。各市、县确保

已整治的易涝点不出现水涝反弹，到 2020 年

底，全省完成排水管网改造1468公里，雨污合

流制排水管网总量减少到20%以下。

设市城市通过实施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加

快雨水源头减排工程、雨洪调蓄设施、数字化综

合信息建设，到2020年底，设市城市建成区20%

以上面积完成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并实现连片

示范效应。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开栏的话

李长庚：当一任村支书 想着几代人的事业

“三年行动”
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我省制定《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18—2020年）》

近日，我省制定《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18—2020年）》（简称方案）提

出，结合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按照大城市易涝点防涝能力达到30年一遇

以上，中小城市达到20年一遇以上标准，通过采取排水管渠和排涝泵站提升、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河道清淤清障、雨水源头减排等措施，全力开展城区易涝点综合整治。

2019年底前，全省排查出的532个易涝点完成整治；到2020年底，各市、县社会影响大、反响

强烈的城市内涝积水区域基本消除，城市内涝防治体系基本完善，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的治理目标，全省城市内涝防治水平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 刘岚

健康调查

800个展位提供岗位1.5万个
2018年河北秋季人才交流会10月20日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