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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记者 张珊珊】作为天津
市西青区辛口镇特色农产品，沙窝萝
卜一直是广大消费者冬季必不可少的
佳品。据了解，目前露地种植的头茬
沙窝萝卜已经成熟上市，最佳口感还
要等到霜降前后。

最近这些日子，西青区辛口镇小
沙窝村农户都在地里忙碌着收获第一
茬沙窝萝卜。沙窝萝卜种植户郭芝振
满脸微笑告诉记者，今年的沙窝萝卜
长势挺好的，算是个丰收年，萝卜产量
与往年比有所提高，萝卜品质也特别
好，“今年雨少，风调雨顺，对萝卜生长
非常有利，萝卜的产量要比往年高，受
阳光充足和昼夜温差大影响，也有利
于萝卜口感更好地形成。”

据郭芝振介绍，从立冬到霜降，这
段时间的萝卜就算是头茬萝卜了，现
在头茬萝卜正在丰收开拔，市民们可
以尝鲜了。“要说最好吃的萝卜，一般
是暖棚的，一进腊月萝卜是最好吃的
时候，萝卜甜、脆、嫩，水汽也特别大，
也就是每年12月份到转年1月份萝
卜口感最佳。”

如今沙窝萝卜作为西青乃至天津
的名特产早已名声在外，远销各地，而
辛口镇的农户们也拓展销售渠道，玩
出花样，让更多人看得见所买萝卜的
样子和品质。“这两年我们除了提供给
本地市场售卖外，还通过互联网渠道
以及直播平台销售沙窝萝卜，主要销
售城市包括京津冀、东三省等北方地
区，另外南方城市以及一些较远的城

市也会通过网络方式品尝到正宗的沙
窝萝卜。”老郭说，“尤其我现在通过直
播，有更多城市的人能看到咱的萝卜，
品质可以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这样购
买，消费者就不怕买到不好的萝卜了，
咱播的萝卜啥样，就卖啥样的，这也是
增加不少外地客户的有效途径，当然
咱得保证萝卜的品质。”

新报记者潘立峰摄

快来尝鲜！头茬沙窝萝卜开拔
今年沙窝萝卜大丰收最好吃的萝卜在腊月

王秀华是东丽区丰年村街道丰年
里社区的一名老党员。退休后的王秀
华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社区
工作，曾多次被评为“街道好人”“优秀
共产党员”。生活中的王秀华老人节俭
朴素，孝老爱亲，是丈夫的好妻子、儿女
的好母亲。她为人宽厚、处事和善，是
街坊邻里的知心人。“把一切献给党”是
她常说的话，更是她一生不懈的追求。

王秀华1940年出生，生在旧中
国，长在红旗下的她，对党、对祖国有
着赤诚的爱。1958年，她进入天津市
毛条厂，由于工作勤恳、技术过硬，很
快便被调入化验室，专职把关产品质
量。老人的女儿回忆道：“那时候有国
外团体来参观，都是我母亲负责操作
演示。”几十年如一日，爱岗敬业、尽职
尽责的王秀华终于在1989年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退休后，王秀华不忘初心，保持党
员本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投身

社区工作，曾多次被评为街道优秀共
产党员。她的妹妹说：“学习党的文件
资料已经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直到
去世的前一天，她还念叨着要观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老人生活中节俭朴素，衣柜里仅

有的两套满是时光印记的军装是她最

爱、最美的装束。提到为党奉献，她毫
不犹豫，“把一切献给党”是她常说的
话，更是她一生不懈的追求。随着年
岁的增长，老人无法再参加社区工作，
但为党和人民奉献的心意一直未曾停
歇。2015年她申请进行了遗体捐献
登记。2021年6月30日8时26分，王
秀华安详地离去，享年81岁。亲人们
遵从老人的遗愿，帮助她完成了最后
的心愿，成为天津市第37位遗体捐献
者。7月1日，为老人举办了遗体捐献
告别仪式。女儿说：“能在建党百年这
天，为母亲送别，对她来讲真是最大的
圆满。”
王秀华老人的一生都很平凡，很

纯粹。她无私奉献、遗爱人间，回报社
会、造福后代，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无愧无悔……她的名字将镌刻在遗体
捐献纪念园的“奉献碑”上，述说这充
满大爱的一生。
新报记者安元通讯员于凯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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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向党献余热助人为乐暖人间

王秀华用生命书写大爱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公厅召开“宝
坻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新
闻发布会”。宝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
部部长贾雪娜在会上介绍了该区深化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相关情况。
2019年 10月，宝坻区被确定为

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经过3年探索实践，宝坻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架构有效
建成，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
大，文明实践活动蓬勃开展。首先，宝
坻区通过干部、群众、专家、文艺骨干
等不同人群组成的150余支分众化宣
讲队伍在全区分别进行的精准宣讲，
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心坎上。其次，
专注于贴心服务，以务实举措提升群
众幸福感，坚持把群众的所需所盼作
为文明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围绕群众
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突出问题，
策划设计文明实践活动。如实践站站

长用大白话、大土话喊广播，用直戳老
百姓内心的话，将疫情防控的最新要
求、动态信息等，用最直接的方式传达
给基层群众；结合村庄实际，围绕“一
老一小”设计服务项目；组织多部门举
办“公益网络直播招聘会”，助力企业
尽快复工复产等等。同时，注重各单
位业务工作与文明实践工作的结合融
入。目前，宝坻区已成立志愿服务队
1300多支，注册志愿者14.88万人。
其中，特色志愿服务队40支，培育的
龙头团队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
社注册志愿者4200余人。这些服务
队活跃于全区城乡，为推动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宝

坻注重发挥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的感
召力，以文化人、成风化俗。通过连续
举办五届“身边道德感动宝坻”评选活
动，大力选树身边好人，用他们的嘉言

懿行垂范乡里，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德
向善的良好氛围。先后涌现出各类感
动宝坻人物（集体）53个、提名奖87名，
从中产生全国道德模范1名、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3名，天津市道德模范6名、
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奖5名，推选产生
中国好人2名、天津好人257名。为弘
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
模范学习，宝坻区连续3年组织开展了
“学好人 爱好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敲锣打鼓给好人送荣誉、挂“牌匾”，
营造了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同时，宝
坻区充分发挥全区784个实践所站“移
风易俗”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性，指导所
站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
理事会，规范完善村规民约，简化红白
喜事流程，严禁焚烧纸钱等传统封建陋
习，出现“集体婚礼”“集中祭奠”“零彩
礼、减仪式”“朝霞小锣鼓”等移风易俗
典型。 新报记者安元

宝坻区用心用情吹暖新时代文明之风

富硒小镇鱼羊集

蓟州特色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

新报讯【记者 赵秋艳】10月19
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
召开“发挥专班作用，以特色产业促
进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会
上，蓟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桂山
介绍了蓟州区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工
作专班作用，促进各色产业蓬勃发
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
王桂山介绍，蓟州区始终坚持

“项目为王”思维，推动各项重点项
目落实到位。在2021年，为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国家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区、国家生猪产业集
群等项目，总计争取到中央和市级
政策资金4.6亿元。今年，在乡村
振兴专班推动下，蓟州区持续为文
旅产业、特色农业等各类项目争取
资金、政策支持，其中下营镇利用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和农业
产业强镇项目，争取到中央补助资
金6000万元，出头岭镇被成功纳
入第二批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
老区项目市级储备；小穿芳峪村的
穿芳三隐展览馆、民俗馆等7个项
目，程家庄村乡愁老街项目，隆福寺
村提升改造“十个一”工程等均在稳
步推进。
蓟州区牢牢把握品牌化农业发

展方向，不断拓宽产业发展之路。
在“蓟州农品”基础上，蓟州区按照
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地理标志产品
标准进行甄选，面向高端市场打造
高端农产品新品牌“鱼羊集”，带动
绿色有机农业产业发展；东二营镇
“富硒小镇”完成全国第二批、天津
市首例富硒土地公示，成立“硒乡有
礼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100亩富
硒农产品示范基地。依托独有的农
产品检测平台，制定了《蓟州优质农
产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完成了全
区农品品类调查，入库经营主体
591个、农产品70余种，择优纳入
统一销售渠道，推动标准化生产。
同时，蓟州区推动宅改工作全

面铺开，深化盘活利用宅基地资
源。宅改覆盖全区876个行政村，
涌现出一批值得推广的经验做法。
此外，蓟州区不断丰富农民收入结
构，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全区
认定市级示范家庭农场65个、市级
以上农民合作社71个、市级重点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形成多个
特色农业小镇，农民收入显著提
升。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蓟州区
积极开展涉及养老护理员、电工、保
育员等30多个培训项目，实现全区
新增农民就业3125人，通过转移就
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全区累计
发放涉农补贴资金6699.05万元，
受益农户达6250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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