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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是河北省林业资源大

县，是全省32个重点生态功能

区之一，是唐山市机构改革后唯

一保留林业局的县区。县域总

面积218万亩，有林地面积13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3.5%，其

中国家级生态公益林58.34万

亩，以“围山转”工程为主的板栗

经济林75万亩，先后被评为全国

绿化模范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

县、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河北省

森林城市。2022年被省、市林长

办确定为林长制改革示范点。

创新“机构建设+组织管

理+常态宣传”体制，实现机构

运行标准化。建立县乡村三级

林长组织体系，制定林长制县

级会议制度、工作督查制度、县

乡考核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村

级巡护员管理制度等配套制

度，确定27家县直林长制协作

单位和工作职责；进一步推进

林长制机构标准化建设，制定

县林长办公室设定方案，实现

定机构、定人员、定经费；每个

乡镇至少建设2个林长制标准

化示范村。

创新“林长+护林员+执法

员”网格，实现森林管护精准

化。建立“一长两员”护林机制，

将138万亩林地资源，按照地

域、面积和类型划定林业责任网

格，县乡村设立三级林长2247

人（其中县级林长19人、乡镇林

长264人、村级林长1964人），

配备公益林护林员252名、林长

制执法员187名，做到“山有人

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创新“大数据+瞭望眼+云

平台”方法，实现森林监管智慧

化。依托大数据中心，将全县

202个高点视频监控摄像头、

1759个低点位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427个村居服务平台、1600个

网格员手机App终端，全部纳入

林长制科技管控技术支撑平台，

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手机

App终端管理方式，打造迁西

特色林长制智慧管理体系。

创新“林长+警长+检察长”

模式，实现公益林保护法制化。

率先建立“林长+警长”“林长+

检察长”机制，开通涉林违法案

件侦诉判的“快速通道”，为森林

资源管理增添司法“利剑”，形

成打防结合、处置高效的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新格局。目前，

已立案查处涉林违法案件123

起，处理违法嫌疑人114人，移

送起诉17人。

以“政府主导+大户承包+

社会参与”的路径，实现国土绿

化投入多元化。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抓手，实施增绿植彩工

程，2021年，县财政投资7000

万元，荒山造林7.08万亩；造林

大户投资7500万元，绿化美化

8000余亩，社会自愿捐资1100

余万元，围山转、鱼鳞坑等示范

工程成为省市典型。

创新“人防+物防+技防”体

系，实现森林防火高效化。建立

“人防+物防+技防”体系，明确

县、乡、村、护林员队伍“四级”联

动联防职责，组建19台无人机

监管队伍24小时巡回检查，重

点林区、重点地段设立取水点

850个，实现了“零火情”“零火

灾”目标。

创新“网格+巡护+收容+

打击”闭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

护系统化。紧紧围绕域内白

鹭、天鹅等65种国家保护动物

和黄檗、紫椴等61种国省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建立县乡村三

级野生动植物保护网格，完善

“野保信息员+护林员+救助员”

体系，救助野生动物35只，保护

野生植物690余种，开展野保联

防联控联查70余次，严厉打击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

为，成为京津冀野生动植物栖

息摄影实践基地。

创新“森林保护+康养产

业+全域旅游”机制，实现森林利

用产业化。依托投资17亿元的

国家长城文化公园、河北迁西国

家板栗公园建设，大力实施“森

林+项目+旅游”，强力推进投资

100亿元的庚水田园、投资3.6

亿元的凤凰水城、投资16亿元

的五虎山景区等康养旅游项目，

创建完成6个国家级森林村庄，

21个省级森林村庄，41个市级

森林村庄，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

示范县。2021年，全县接待游

客人数730.22万人次，同比增

长 5.1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5.72亿元，同比增长5.15%。

（本文由迁西县委改革办供稿）

以创新推动“林业大县”转向“生态强县”

□ 兰 云

近日，河北省基层电子证

明系统正式在石家庄市正定

县塔元庄村上线。

河北省基层电子证明系

统是省委、省政府20项民生工

程“政务服务就近办、网上办、

自助办提升工程”的重要建设

成果之一。

为群众开具各类证明是

村（居）委会办理量最多的

事项之一，耗费了基层干部

大量的时间精力，尤其是在

外务工和就业的人群开具

证明往返跑腿、成本高等问

题也受到社会广泛关切 。

对此，省政务服务办精准聚

焦基层急难愁盼，充分发挥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作用，

依托“冀时办”App，使用电

子签章、电子证照等技术，

建设“河北省基层电子证明

系统”，实现了基层证明网

上 申 请 、审 批 、开 具 和 领

取，创新打造了基层电子证

明新模式。

据介绍，基层电子证明系

统依托“冀时办”App实现了

全程网办，群众登录“冀时办”

App，搜索“基层电子证明”，

按照提示填写申请信息，上传

相关材料，即可完成电子证明

申请。系统通过短信方式即

时告知申请人审批进度和结

果，审批通过后系统自动签发

电子证明。

群众可在河北政务服务

网、“冀时办”App中下载使

用电子证明，也可以在村

（社区）综合服务站、银行等

社会机构网点布设的政务

服务智能终端和“政务服

务·裕农通”设备上自行打

印纸质证明，实现随时申

请、随处使用。基层工作人

员收到电子证明申请短信，

可使用个人账号登录“冀时

办”App，进入“基层电子证

明审批专用”，即可对证明

申请进行审核。审批通过

后，系统将自动加盖村委会

电子印章和审批人电子签

名 ，为申请人签发电子证

明。全程操作简单便捷，切

实方便基层干部，减轻基层

负担，实现了“零成本”。

据介绍，河北是劳动力输

出大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村

劳动力达到了300万人，每年

开具近1000万张各项证明。

基层电子证明的推广应用每

年将减少他们上百万次奔波

跑动，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交

通成本，给老百姓带来实实

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同时也

提升了基层工作效率，减轻

了基层负担。

近年来，河北省政务服务

系统始终坚持以数字化引领

政务服务改革，扎实稳步构

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贯

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政

务服务体系，深入开展“一网

通办”“全程网办”，打造“河

北政务服务网”“冀时办”等

政务服务河北品牌，开发上

线“一件事一次办”“社会主

体电子印章”“河北健康码”

等一批典型数字应用，网上

政务服务水平稳居全国第一

梯队。

河北省基层电子证明系

统是民生工程建设的重要

成果，是落实数字中国战

略，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行政

管理方式、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的创新实践。省政务服

务管理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彤表示，为统筹加快系统

推广，尽早实现全面应用，

让更多基层百姓获得便利

和实惠，省政务服务办将持

续高标准开展民生工程建

设，将更多基层急需、群众

急盼的民生服务带到老百

姓身边，努力实现“办事不

出村、网上随时办、就近自

助办”，让数字化赋能基层

治理和乡村振兴，让人民群

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

目前，系统已经正式在张

家口市、雄安新区和正定县试

点应用，9月份实现全省推广。

□ 李 芳 张浩辰

网格不大，但需要步步丈

量；网格虽小，却事关家家户

户。小社区、大社会，小网格、大

担当。这张“网”，装的都是老百

姓柴米油盐的琐碎事；众多

“格”，不写字，记录的却是社区

每个角落的所需、所盼。

今年以来，河北省唐山市路

南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基层

服务作用，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改

革，积极组织7079名网格员投身

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以网格为

阵地，整合各基层村、社区志愿

者，构筑起了基层防疫的立体工

作体系，形成了巡查—建档—交

办—督促—反馈的完成闭环处置

流程，在流调排查、组织全员核酸

检测、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等基

层防疫工作中大显神通，确保了

辖区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织就百姓“连心网”。

当好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员”

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立新

西里社区共有1177户、1819名

居民，由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临

街商户等组成，成分复杂，且社

区内老人较多，管理起来有诸多

困难。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该社区构建起由社区总网

格，依照党支部建立的3个大网

格，按照楼栋建立的19个小网

格，再按照楼门建立的76个所

辖居民不超过30人的末端网格

组成的社区疫情防控网格作战

体系，环环相扣、层层压实、高效

运转。

“107 楼核酸检测马上结

束，跟郑大姐说一声，让她负责

的110楼5名楼门长依次准备

组织居民下楼做核酸。”第二网

格管理员王慧君正在组织第二

网格内居民的核酸检测，通过社

区网格体系，该社区将全员核酸

检测这项繁重复杂的工作细化

到每一栋楼、每一扇楼门，做到

“呼来即做、做完即回”，在场检

测居民高效、等候检测居民有

序，高速高效完成社区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

当好点对点上门“服务员”

路南区惠民道街道惠民园

社区的李大爷患病在床，平时保

姆和老伴看护，疫情封控期间，

找不到医护人员更换胃管，子女

是医护工作者又封控在医院，情

况十分紧急，李大爷所在网格的

网格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随即

上报社区，社区联系到境内博仁

医院王院长说明情况，王院长安

排医生，社区工作人员开车接来

医生，在疫情防护的基础上，免

费入户为老人更换胃管。

在惠民园社区，还有许多李

大爷一样生活困难的居民，该社

区在既有大网格基础之上，统筹

建立所辖户数不超过30户的小

网格，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末端，

并将社区内行动不便、无人照顾

的居民编入网格之中，在网格中

设置专员负责困难群众的日常

起居，定期进行上门服务。持续

近两年的疫情防控，让社区充分

联合网格内爱心企业及社会善

心人士，为社区有残疾人，残独

家庭，残疾孤寡老人，残疾低保

边缘户送去防疫物资、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封控管理期间，社

区利用网格工作体系，将物资定

时定点派送到居民家中，对生活

有困难的居民每日上门服务，做

好群众“服务员”，让群众在封控

中保持住了定力和信心。

当好大数据流调工作“信息员”

“您好，我是咱们社区的工

作人员，我们这里显示您刚返回

路南，请问您这次外出有没有去

过中高风险地区？”尚信社区工

作者小李正在通过电话询问外

地返唐人员行程情况。

自2020年5月起，路南区

梁家屯路街道尚信社区自主打

造了智慧社区管理云平台系统，

将繁杂的社区管理服务事项上

线进云、内部监控全覆盖，系统

实现一人一档、一房一档、一车

一档。全面掌握户籍地人口居

住信息、租客、外来人员等信息。

该社区将支部建在网格上，

划分出六个网格党支部，这次疫

情期间，再次延伸细化成为72

个小网格，建立了“社区党组织

——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

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疫情防

控体系，网格长借助平台进行人

口信息分类梳理、精准定位推

送，能够及时快速处理外来人口

返回情况，将疫情防控任务分解

到点、将责任明晰到人，织密疫

情防控安全网。

小小网格平凡事 点点滴滴暖人心
河北唐山路南区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织就百姓“连心网”

河北省基层电子证明
让群众办事不跑腿

学霸团队胜后发声：奋力进入农业新维度
□ 朝 创

“你知道番茄会说话吗？”

在北京密云的种植基地，极星

农业负责人徐丹每天走进办

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温

室气候计算机，查看云南基地

前一夜的温室温度、设备运转

情况。

去年 10 月，徐丹带领的

“番茄快长”队，中国农业大学

牵头的“智茄”队，浙江大学青

年学者组成的“喜柿”队以及

具备多元化科研背景的“农圣

大脑”队从全球15支团队中脱

颖而出，闯入第二届“多多农

研科技大赛”决赛。这群年轻

人通过远程种植的方式，在位

于云南昆明赛事基地的高原温

室中种植番茄，比拼产量、质

量、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商业化

可行性。

这是继“科技草莓”之后，拼

多多推动精准种植技术在农业

中加速落地应用的又一次尝

试。在近期举行的第二届多多

农研科技大赛决赛线上峰会上，

“番茄快长”队获得冠军，“智茄”

队获得卓越奖，“喜柿”队和“农

圣大脑”队获优秀奖。据评审结

果显示，四支团队的番茄平均产

量近两倍于传统种植，营养价值

也达到了高品质的行业标准。

一切为了让番茄“高兴”

与传统的种植比赛不同，多

多农研科技大赛以远程的方式

展开。入围决赛的四支队伍分

散世界各地，通过软件远程调控

温室。影响比赛结果的是各队

采取的种植策略，而这种策略是

人工与算法共同决策的结果。

比赛期间，徐丹没办法经常

亲自“阅读作物”，但安装在温室

的传感器会告诉他，番茄的生长

环境是否舒适。更直接的反馈

来自番茄快长团队设计的一套

“人机融合智能”算法，会根据传

感器的阅读情况做出如何让番

茄们过得更开心的决策。因此，

只要徐丹做出决策，番茄和算法

都会尽可能按照他的设想成长。

而“智茄”队自研的“数字

番茄智能管控云平台”，实现

了温室环境动态监测、番茄

生长图像监测等功能。当温

室环境实时监测数据超出阈

值，该系统就会短信提醒操

作人员。

围绕水肥调控、补光策

略、病害防治等影响番茄健康

成长的关键方面，每个团队都

会根据以往的种植经验开发

不同的算法，践行各自的策略。

去年 11 月，作物即将入

冬。徐丹调整了疏花疏果的策

略，让现场工人减少留果，让植

株尽可能“保存体力”。

“喜柿”队也有“讨好”作物

的妙招。万物生长依赖光合作

用，二氧化碳对设施农业的优

质高产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

引入新型轻简温室二氧化碳加

富技术，在促进植株光合作用

的同时，有效避免了直接施用

二氧化碳但植物利用有限而导

致的二次排放问题。得益于

此，他们种出的果实，维生素、

氨基酸和番茄红素含量都远超

传统番茄。

逆行向农的青春

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种植

者，徐丹认为：“中国虽是农业

大国，但很多人对农业有着很

深的误解，觉得农业的门槛特

别低。只要有种子、有土地、有

蓝天、有水源，就能变出吃的。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面临的问题

是如何使用更少的地与水种出

更多的食物。这时，我们需要依

靠科技。”

“喜柿”队队长、浙江大学博

士生朱常安表示，“我之所以从

事农业研究，是因为见惯了大人

用双手在黄土里刨挖生活，以高

强度的劳动换来将将温饱的生

活。我立志要为他们贡献自己

的力量。”

目前，国内樱桃番茄主产区

分散在宁夏、广西、海南、山东、

内蒙古等地，以露天种植、季节

性供应为主，极易受到极端天气

的影响。而这也是中国农业的

普遍现状。

“农圣大脑”队长、985博士

祝清震在改行之前是一名汽车

工程师，但看到我国农业技术

和装备发展落后的现状后，

毅然转而攻读农业工程博士

学位。

“农业是最传统的行业和学

科，应用AI等最新技术与传统

农业结合，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途

径。学科交叉带来技术赋能，传

统行业的发展也会进入新维

度。”“智茄”队队长、中国农业

大学副教授赵然表示。

“进入决赛的四支团队拥有

很多新颖的点子，有的通过不断

训练先进的算法模型从而给种

植者建议；有的做出了一目了然

的智慧管控云平台；有的结合知

识图谱和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

经济效益最大化；还有的实现了

病害的高准确度识别。”大赛评

审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

江点评。

这些后起之秀八成以上是

90后，他们无一例外都对农业

满怀热情。“我希望能通过多多

农研科技大赛这样的比赛，更多

人可以看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科

技农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老一辈农人开创的事业将由

我们继续。”徐丹说。

“智茄”队在云南多多农研基地里做现场数据采集

莫斯提 摄

云南昆明的多多农研基地里，补光灯下的番茄。

彭 来 摄

河北迁西县先后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河北省森林城市。2022年被省、市林长办确定为
林长制改革示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