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近日，

路北区翔云道街道金域华府社区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

趣味运动会共设置了五大项目，分别是投

壶、套圈圈、扔沙包、打保龄球和乒乓过河。每

个项目都充满了趣味性和挑战性，让居民们在

欢乐中锻炼身体，增进友谊。此次运动会不仅

吸引了众多老年人热情参与，还带动了社区内

的儿童一同加入，形成了一幅老带小、共欢乐的

温馨画面。

奕兵 张怡 摄

社区里的社区里的
趣味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唐山+”——唐山首个移
动新闻客户端。扫描二维码
或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唐山PLUS”均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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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 130亩 产粮 12.7 万公斤

古稀老农：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本报记者 梁赞英 通讯员 杨柳青

路南警方及时阻止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警方提醒：遇到民警电话劝阻和见面劝阻请积极配合

“ 健 康 唐 山·进 企 业
健康大讲堂”活动举办

78 岁、130 亩地、产粮 12.7 万公斤……当

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个老农身上时，不禁让

人惊叹：这个老人真够拼的！

这位老农名叫赵人太，家住丰润区李钊

庄村，老人成立了家庭农场，土地是从十几户

乡亲们手中流转的，全部种植小麦、玉米。“今

年 40 亩冬小麦亩产 600 公斤，40 亩春小麦亩

产 400 公斤，总产量 4 万公斤；50 亩春玉米亩

产 700 公斤，80 亩夏玉米亩产 650 公斤，总产

量 8.7 万公斤，小麦玉米两项合计 12.7 万公

斤。”老人的小本子上详细记录着每个季节玉

米、小麦的收获情况，“看着这些数字，我心里

高兴啊，俺庄子才 600 来人，这些粮食够整庄

子的人吃一年了。”

赵人太包地种粮始于 2009 年，那年他 63

岁，“看到庄子上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地

没有人种，我心疼啊!”本该放弃重体力农活

儿的老人毅然承包了 50 亩地开始大面积种

粮。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承包的地块逐年增

多，到 2018 年最多时达到 150亩。

别 看 赵 人 太 岁 数 大 ，种 地 却 很 细 致 。

就说选品种吧，每年夏播结束，他一有时间

就 要 到 本 村 及 附 近 村 的 地 里 转 悠 ，一 直 转

到秋收。“我看别人家种的啥品种，适不适

合这儿的环境，田间表现好不好，产量高不

高，为自己买种子摸个底儿。”2020 年秋季

雨水大，气温高，玉米田病害严重，赵人太发

现其中一块玉米地“青秆绿叶棒子大”，第二

年就选种了这个品种。2021 年，村里七成玉

米田因高温减 产 ，唯 独 赵 人 太 种 的 玉 米 获

得大丰收。

除了犁地、播种，浇水、喷药、施肥等活

计赵人太都是自己干，“割完小麦、种上玉

米，浇地是最累人的，头顶着烈日，汗水往眼

里流，一干就是一整天，午饭是儿媳妇送到

地里的。”虽然很辛苦，赵人太却舍不得顾短

工 ，“ 一 个 人 工 每 天 200 块 钱 ，得 种 多 少 粮

食？起个早贪个晚，累点苦点，咬咬牙也能

干得过来。”

在村里，赵人太家的生活条件也是很不

错的，他的儿子是大货车司机，月挣万把块

钱;儿媳在附近企业上班，也有一定的收入，

赵人太本不必受这份苦、出这份力。但赵人

太心气大，劲头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每次想到这句话我就浑身有劲，起码要干

到 80 岁，小车不倒只管推。”每到秋收时节，

赵人太都会早早检修好设备，准备好春小麦

种子和肥料，为第二年更好的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讯（记 者 媛 媛 通 讯 员

崔杰）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市疾

控中心慢病防治所、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82 医院联

合在唐山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了一场“健康中国·唐山行动

进企业健康大讲堂”活动，为企业

职工提供专业健康知识及技术服

务，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健康唐

山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授课环节中，来自市卫生健

康委、市疾控中心慢病防治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 982 医 院 的 三 位 授 课 专 家 分

别讲解了《唐山市爱国卫生与健

康促进条例》、“三减三健”保健

知识和心肺复苏急救和 AED（自

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操作等专

业知识。在实操演练环节，授课

专家还利用人身模型进行心肺

复苏示范，并指导职工进行实际

操作演练。

专 家 们 深 入 浅 出 的 讲 解 和

独到的见解令职工们耳目一新、

受益匪浅，有效提升了广大职工

对依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认

识和健康素养水平。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一定要养成“合理膳

食、控烟限酒、科学健身、乐观向

上”的良好生活习惯，牢固树立

“每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

理念，为共建健康唐山、共享美

好生活而努力。

近年来，市卫生健康委把健

康企业建设作为推进健康唐山行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实施健

康教育，提高健康意识，普及健康

生活方式，有力地营造了企业健

康文化，保障了劳动者健康权益，

促进了新时期职业健康工作持续

开展，为全面加强健康唐山建设

夯实了基础。

本报讯（记 者 梁 赞 英 通 讯

员张敏慧）为引导党员干部及其

家属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让清

风正气浸润心田，今年以来，玉田

县纪委监委把传承弘扬好家风作

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口，

开展了家庭家风建设系列活动。

在全县“最美家庭”评选活动

中，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妇联将廉

洁家风作为一项重要评分标准，

以“孝、诚、勤、和、廉、美”全方位

评选，推出《榜样力量 巾帼风采》

专栏展播典型事迹，加大勤廉楷

模宣传力度。联合县文联挖掘古

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家风故事，并

组织了“话清廉 传家风”家风故

事征集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

正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

该 县 纪 委 监 委 不 断 拓 宽 拓

展家庭家教家风宣传教育渠道

和载体，把家风建设贯穿干部日

常教育管理监督之中。线上通

过在“清风玉田”微信公众平台

开设“廉润玉田”“中华家训箴言

集萃”“中华先贤家风家教故事”

等专栏，以廉洁之风充盈家庭、

浸润家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廉

以修身、廉以持家。线下通过开

展 家 风 家 教 故 事 分 享 会 、签 订

《廉洁承诺书》、组织家庭亲子诵

读等多种形式，培育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的深厚土壤，共同构筑

廉洁屏障。

玉田

廉洁家风润心田

本报讯（记 者 卢 山 通 讯 员

马宏艳）“这样亲民、爱民、为民

的好民警，国家需要、百姓更需

要，暖了百姓的心，赢得了百姓

的 好 口 碑 ！”10 月 31 日 ，家 住 迁

安市闫家店镇的李女士将两面

鲜红的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

送到了上庄派出所，表达对该所

民警孔德辉、魏振国和辅警曹俊

辉的感激之情。

9 月 29 日，李女士来到上庄

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户口注销

业务，户籍民警热情接待了她。

经了解得知，李女士原籍为闫家

店镇，结婚之后户口迁至现在所

居住的上庄镇，由于历史遗留原

因造成李女士闫家店镇原户籍

没有删除，按照政策李女士需要

删除闫家店镇的户口。经过与

李 女 士 交 谈 得 知 ，现 年 67 岁 的

她已经退休，生活工作中所有证

件、信息全部用的是闫家店镇的

户口信息。为今后生活便利，李

女士不愿意删除闫家店镇的户

口，于是到上庄派出所反映实际

情况。了解到李女士的情况后，

指导员孔德辉、副所长魏振国当

即表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向

上级部门申请保留闫家店镇的

户口。

等待期间，李女士想去卫生

间，经过询问工作人员曹俊辉得

知 这 里 没 有 女 厕 所 ，需 要 到 隔

壁。随后，曹俊辉亲自带着她去

找，当上下台阶时，曹俊辉一边搀

扶 着 李 女 士 ，一 边 嘱 咐 她 慢 点

走。一句句温暖的话语，让李女士

很感动。

最终，经过孔德辉、魏振国积

极协调户政部门，删除了李女士

上庄镇户口，保留了闫家店镇的

户口。“我没有别的感谢方式，请

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两面锦旗。”李

女士激动地说。

迁安公安

特事特办解难题

本报讯（记 者 李 雪 松 通 讯

员孙敬聪、王喜增）“真的太感谢

你们了！”近日，45 岁的陈中伶拄

着拐杖在家人搀扶下，来到迁西

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写有“人民消

防为人民 危难之时伸援手”的锦

旗送给消防队员。

9 月 2 日，家住迁西县兴城镇

的陈中伶同朋友去山上采摘蘑

菇，不小心踩空摔倒。本以为是

普通的崴脚，陈中伶尝试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右腿根本不受控制，

还伴随着尖锐的疼痛。此时已经

下午 4 点多，无助的陈中伶赶紧

拨打电话向家人求助。陈中伶丈

夫赵志刚急忙赶到，发现妻子的

伤 情 严 重 ，拨 打 了 120 急 救 电

话。山上地形复杂，并且没有道

路，医护人员也很难顺利将伤者

抬下山，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赵

志刚又拨打了 119 消防救援电话

求助。

17 时 16 分，迁西消防救援大

队接到救援电话迅速赶往现场，

消防队员根据伤者伤情对伤处进

行固定，并根据现场情况抬着担

架开始摸索下山路线。“山上杂草

丛生，山坡陡峭，且天色渐暗，给

救援带来一定的难度。”参与救援

的消防队员吴鹏飞说。为了让伤

者能及时就医，消防队员采用两

人在前面开路，其他队员轮番接

力的方式运送伤者下山。

18 时 42 分 ，历 经 一 个 多 小

时 ，消 防 队 员 顺 利 将 伤 者 送 到

山 下 ，为 伤 者 治 疗 赢 得 了 宝 贵

的时间。

“ 在 最 无 助 的 时 候 ，是 消 防

队员的挺身而出救了我。”陈中

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经过 12

天 的 住 院 治 疗 和 近 1 个 月 的 休

养，她可以拄着拐杖活动了，便

第一时间来到消防大队对救援

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卢山）“您好，我们是路南

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民警，你车内是否有一名

乘客，疑似遭遇到网络诈骗，请立即停靠等候

我们到场处置！”10 月 30 日，唐山市公安局

路南分局路南反诈中心、梁家屯派出所及时

帮助辖区群众止损 14.8万元。

当日 18 时，路南反诈中心接平台预警线

索后，反诈中心负责人程翔紧急驱车前往拦

截当事车辆，并于 18 时 10 分左右成功拦截。

经了解，现场乘客只是协助其亲属范女士运

送现金到天津，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我们得赶快联系范女士！”出于职业经

验判断，民警敏锐意识到范女士正在遭遇电

信诈骗，如不当面教育劝阻，很有可能会通过

其他渠道继续转账。经多方沟通，19 时许，

民警成功联系上范女士，并完成后续止付等

工作。

通 过 后 续 调 查 得 知 ，范 女 士 手 机 内 有

“HHK”等 疑 似 诈 骗 软 件 及 多 个 刷 单 任 务

微 信 群 ，10 月 30 日 9 时 起 ，微 信 刷 单 任 务

“客服”以购买知名网络平台商品、购买万

达影城电影票等方式，引导其做任务转账 7

次，直至银行卡限额止付后，客服以需线下

支付 14.8 万元，以完成涉诈 APP 内“本金佣

金”的提现解冻为诱饵，继续引导其做任务

转账，并“贴心”地告知范女士如何取款封

箱、如何联系出租车、如何应对司机及亲友

询问。

随后，民警向范女士讲解了近期多地出

现利用快递和网约车运送现金、黄金，实施线

上诈骗加线下取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通

过耐心解释骗局流程，范女士终于意识到自

己被骗，不住地对民警表示感谢。

路南警方提醒：预警劝阻是警方通过分

析各类电诈警情中诈骗分子拨打电话的特

点，设置预警规则，系统实时监测异常话务

并发出预警，这时被预警对象极有可能正在

遭受电信诈骗，此时公安机关会采取发送短

信息、电话劝阻以及民警上门劝阻等干预措

施。广大群众如遇到民警电话劝阻和见面

劝阻请积极配合，同时谨记：公安机关绝不

会 在 电 话 里 要 求 你 转 账 、提 供 验 证 码 等 信

息，防止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

不要轻信网上刷单返利、网络投资赚钱等说

辞，如遇到要求使用快递、网约车进行现金、

黄金等寄送的，要立即拒绝并向警方举报；

广大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在接单过程中要

严格落实开箱验货等工作规程，如遇到投送

大额现金、运送不明包裹、频繁更换交易地

点等可疑情况，要立即举报，切勿成为诈骗

分子的帮凶。在发现自己被骗后请第一时

间拨打报警电话 110。

本报讯（记者闫妍）居住在曹妃甸区第

八农场的王芳、郑强夫妇，靠勤劳的双手打

造了全程机械化旱作物栽培示范基地。基

地被评为唐山市巾帼科技示范基地，王芳家

庭农场也被评为唐山市示范家庭农场、河北

省省级家庭农场，王芳夫妻俩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致富典范。

夫妻携手同创业。1999 年，王芳、郑强

承包了 50 亩旱地，种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

物。在夫妻二人精心管理下最终收获了人

生中第一桶金，继而建起了王芳家庭农场、

全型机械化旱作物栽培示范基地，年承包土

地规模也发展到如今的 1500 余亩。全机械

化生产在全场首开先例，而且滴灌水肥一体

化节水技术和标准化生产已贯穿整个农业

生产过程。

勤 劳 铺 就 致 富 路 。 为 了 增 加 土 地 效

益 ，王 芳 夫 妇 带 头 发 展 订 单 农 业 ，与 久 恩

农 业 公 司 签 订 了 长 期 百 事 马 铃 薯 、甜 糯

玉 米 回 购 合 同 ，种 块 、控 释 肥 统 一 取 得 ，

作 业 管 理 、成 品 分 拣 等 都 按 合 同 规 范 操

作 ，两 茬 轮 作 下 来 亩 纯 收 入 近 千 元 。

2022 年 ，夫 妻 俩 又 在 农 产 品 保 鲜 、储 运 上

做起了文章，建起占地 6 亩多的鲜储冷库，

投入使用后除了自产自储，还惠及周边农

户，年可实现产值 900 万 元 ，每 年 创 收 750

万元。

致 富 不 忘 桑 梓 情 。 王 芳 夫 妇 二 人 在

自 己 致 富 的 同 时 不 忘 乡 里 ，充 分 发 挥 传

帮 带 作 用 。 2017 年 以 来 ，他 们 累 计 安 排

用工 4000 余人，现场培训熟练女工 500 余

人次，带动 108 名妇女及家庭实现了技术

脱贫；每年帮带周边的农户销售农产品 3

万 余 吨 ，解 决 农 户 的 后 顾 之 忧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农 业 致 富 带 头 家 庭 。 他 们 坚 信 可

持 续 发 展 农 业 ，希 望 的 田 野 定 能 结 出 幸

福之花。

王芳家庭：勤劳致富 回报桑梓

聚焦文明家庭先进典型

本报讯（记者曹瑞云）今年以来，唐山市

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扎实开展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现已检查电动

自行车经营门店 2627 家次，质量监督抽检电

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 135 批次，查办电动自

行车违法案件 69起，罚没款 45.25万余元。

“咱们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

意查看是否有 3C 认证标志。”“销售单位任

何私自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都是违

法的！”在电动自行车专卖店，市场监管部门

执法人员一边调取车辆型式试验报告，核查

铭牌、编码、合格证等 5 类车辆及主要零配

件信息，一边向消费者、商户进行普法宣传

教育。

为 确 保 整 治 取 得 实 效 ，各 属 地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开 展 拉 网 式 摸 排 ，对 全 部 915 家 销

售单位建立档案，实现动态监管，重点打击

经营性非法“拼改装”、销售不合格产品以

及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等违法行为。同时

密切与消防、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联合

开 展 督 查 和 夜 查 行 动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整 治

声势。

此外，唐山市市场监管局成立 2 个工作

组，对各地整治成效进行暗访，发现问题及时

移交属地监管部门，实施跟踪整改。从两轮

暗访结果看，违法改装、解除限速等问题在各

县区主城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为督促各电动自行车经营主体履行质量

主体责任，唐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唐

山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对 40 余家电动自行车

经销商进行集体约谈，并在辖区所有电动自

行车销售单位悬挂“落实主体责任”公示牌，

印发《严禁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违法违规行

为警示告知书》1000 余份。积极开展电动自

行车安全知识和消费提示进社区、进乡村、进

校园、进网络活动，浓厚全社会共同关注、共

同参与的整治氛围。

该局将继续加大隐患排查和监督抽检力

度，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的全链条整治

工作向深向细，更好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唐山市场监管部门

今年查办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69起

女子荒山受伤被困
消防队员成功解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