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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运河区颐和国际B座600平方米，精装修、中央空调、办公家具一应俱全，高端品质，
尊享国际风范。商业配套成熟，是公司总部、律师事务所、专科医院等相关类型企业进驻的宝地。
●解放路运河区颐和国际B座400平方米，本商铺位于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交通便利，人流众
多，水电气齐全。市场空间巨大，适合于餐饮服务行业。联系电话：1502863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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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碱麦产品“生
金”……请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咱这旱碱麦富含微量元
素，蛋白质含量高，面粉出粉率
高、面筋含量高，蒸出的馒头、面
花等麦香浓郁、软绵筋道、口感
舒适。”昨天，在渤海新区黄骅市
齐家务镇产教融合直播基地，工
作人员在直播间卖力地推介着
旱碱麦产品。

去年以来，我市立足优质旱
碱麦原料优势，形成面粉、面花、
面条等旱碱麦产品加工、销售

“一条龙”产业化发展链条。如
今，旱碱麦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旱碱麦种植户收益越来越高。这
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的人品尝到了“舌尖上的旱碱
麦”。

现场：
面花制作企业
一派繁忙景象

近日，在位于渤海新区黄骅
市滕庄子镇的河北帝鉴食品有
限公司，师傅们忙着和面、揉面、
磕花、蒸制，娴熟地制作面花。

他们先按照模子的形状搓
出面团的大致轮廓，随后把面团
放进模子。“面团放进模子后，用
手指去揉，不能单纯地去压，面
花背面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平
面。”面花师傅一边制作，一边讲
解着。不一会儿，龙、鸡、鱼、元宝
造型的面花就制作出来了。放入
蒸屉蒸制一会儿，香味逐渐飘了
出来。揭开锅，一个个面花造型
别致、栩栩如生。尝一口面花，感
觉软绵筋道、味道极佳。

“传统面花蒸制需经过 18
道工序，面粉质量是第一关。我
们选用的是本地旱碱麦磨制的

‘麦芯粉’，做出的面花有嚼劲
儿，入口微甜，蒸出来的面花也
更生动。”河北帝鉴食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从面花形
制等方面进行创新，相继推出婚
宴、寿诞、节气等 10 余个系列
100多种面花。

记者了解到，随着旱碱麦产
品知名度提高，面花销量也逐渐
增加。帝鉴等食品公司还开辟了
网上销售渠道，把面花卖到全国
各地，甚至销往国外。

举措：
推动旱碱麦产品
提档升级

为了进一步擦亮旱碱麦产
品招牌，我市全力推动旱碱麦产
品提档升级。

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
州）正式挂牌运行。研究院下设

旱碱麦加工与制品创新研发中
心。该中心围绕旱碱麦全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聚焦旱碱麦加工全
过程，构建旱碱麦加工标准化体
系。同时，进行融合技术应用和
示范，推动旱碱麦加工制品产品
特征化、品质数字化、商品品牌
化，促进旱碱麦产业融合发展。

沧州市农业农村局以绿色
食品申报为抓手，全力推进旱碱
麦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我市全
面落实相关减免政策，为海兴粮
心、麦谷减免认证审核和标志使
用费；利用省级资金为黄骅大仓
进行免费环评，并对绿色食品认
证企业进行补贴；帮助获证企业
扩大认证面积，指导帮助符合条
件的企业新认证绿色旱碱麦生
产基地；积极组织旱碱麦企业参
加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提高产
品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
有率，打造沧州旱碱麦“金字招
牌”。全市 3个旱碱麦产品先后
荣获“绿博会”金奖。

今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特色产业
创新基地落地沧州，将助力我市
打造区域盐碱地综合利用创新
高地，促进盐碱地特色产业综合
效益大幅提升。

发展:
旱碱麦产业链
不断延伸

旱碱麦产品深加工是旱碱
麦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不少经
营主体立足改良旱碱麦产品制
作技艺，实现产品提档升级，助
力旱碱麦“生金”，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咱们的旱碱麦产品口感软
弹、麦香浓郁……”渤海新区黄
骅市齐家务镇产教融合直播基
地工作人员说，去年以来，他们
的订单总量达 6000 余单，实现
收入10万余元。

齐家务镇的产教融合直播
基地是我市不断延伸旱碱麦全
产业链条的缩影。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如今我市的旱碱
麦全产业链条不断延长，“黄骅
旱碱麦”被列入全国“土特产”推
介名单，5个旱碱麦产品获得绿
色食品证书，“黄骅旱碱麦”区域
公用品牌也已获批。目前，市级
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发展
到 13家，年加工能力达到 90万
吨。同时，培育了多个特色农业
品牌，盐碱地农产品全产业链产
值达到135亿元。

展望：
开办面花加工坊
生活越来越好

渤海新区黄骅市居民蒋秀
云今年 64岁，她爱做面花、爱吃
面花。每年临近春节，她都会给
亲戚朋友蒸制面花。为了提高自
己的面花制作技艺，她已经参加
了几次公益性技能培训。

“我虽然会蒸制面花，但还是
传统的做法。今年，我去面花工坊
学习了专业的面花制作技艺，也
了解了面花的最新市场需求。”她
说，现在面花知名度越来越高，越
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她也萌生了
一个想法，建个面花加工坊。

“我很喜欢做面花，看着面
粉从自己手里变成漂亮的面花，
特别有成就感。如果我开办了面
花加工坊，不仅可以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还能带来更多收入，让
生活越来越好。”蒋秀云满脸笑
意畅想着未来，期待自己的愿望
能够早日实现。

产业链条长了 农民收入多了

旱碱麦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张倩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苏少静）初
夏时节，在渤海新区黄骅市中重
度盐碱地苜蓿保苗播种技术示
范田里，成片的紫花苜蓿生机勃
勃、长势喜人。昨天，国家牧草产
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盐
碱地苜蓿种植利用现场观摩会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实地参观了国家
牧草产业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

高产优质首荐示范基地、盐碱地
苜蓿旱碱麦轮作改土增效技术
示范基地，详细了解苜蓿种植、
管理和收获等情况。

在观摩过程中，牧草专家就
盐碱地苜蓿种植利用的关键技
术进行了详细讲解。与会人员共
同探讨盐碱地的有效利用和苜
蓿种植的创新发展。大家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观摩会，对盐碱地
苜蓿种植利用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和认识，将积极借鉴先进经
验，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

近年来，渤海新区黄骅市大
力发展苜蓿产业，推动国家牧草
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
中国农科院“中苜系列”耐碱高
产苜蓿培育试验基地等一系列
科研教学基地接连落户，成为当
地苜蓿产业快速发展的“促进
剂”。目前，苜蓿种植面积已达20
余万亩；2023 年全年产量 17 余

万吨，苜蓿产业实现产值近 4亿
元，草农户均增收3万余元。

据悉，此次观摩会的举办，
不仅为盐碱地苜蓿种植提供了
宝贵的交流平台，还为我国盐碱
地有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农业
农村部饲草资源与育种重点实
验室黄骅盐碱试验基地揭牌仪
式。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在沧共话盐碱地苜蓿种植利用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天，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沧州中心
城区排水（污、雨）治理项目污水
管网清淤及普查修复部分全面
开工。

昨天下午，在运河区万家街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使用排水管
网清淤机器人对管道内部进行

检测，排查实际破损、淤堵、液位
等情况。接下来，他们将根据排
查情况制订清淤和修复方案。而
在朝阳街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忙
着清理管道清捞产生的垃圾。

记者了解到，施工单位正在
对主城区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排
查，管网总长度为201.9千米。截

至目前，瀛海路、朝阳街、光荣
路、黄河路等路段已经排查完成
的管网，进入清淤阶段。

据悉，污水管网清淤及普
查修复部分，主要是对主城区
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清淤，对错
接混接的管道进行疏改，对破
损的管道进行修复，对雨污水

管道进行全面普查并建立数字
化档案。

中心城区排水（污、雨）治理
项目，是沧州市2024年十大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由市城管局牵头
主抓。项目完成后，将提升城区
污水管道的排水能力，防止污水
外溢，实现雨污水各行其道。

沧州中心城区

污水管网清淤及普查修复全面开工

今年一季度

我市寄出快递
1.46亿件

本报讯（记者 李圣
哲）昨天，记者从沧州市邮
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
度，我市寄出快递 1.46亿
件，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10.53亿元。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
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
成 1.63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22.37%。其中，快递业务
量完成 1.46亿件，同比增
长 24.27%。邮政行业业务
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
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
13.79亿元，同比增长9%。
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10.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3%。

快递业务量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电商发
展和相关产业的规模。我
市一季度电商快递业务量
占比超过80%。

工作人员加工面花工作人员加工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