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深入人心，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讲好衡水人民谋发
展、开新局的生动故事，市委宣传部决定开
展 2021年 365百姓故事汇群众宣讲活动，
现面向全市征集宣讲故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6月下旬
二、征集内容
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围绕“四史”

宣传教育，既要讲好革命故事、历史故事、
红色故事，也要讲好实践故事、发展故事、
奋斗故事，既要讲好重大典型的感人事
迹，也要讲好身边普通人的动人故事，从
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
想信念，从接续奋斗的伟大实践中感悟美
好未来，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1.讲好革命历史故事。衡水拥有丰富
的红色资源，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要深
入挖掘衡水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英勇斗争的红色故事、英雄故
事，深入挖掘衡水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艰苦奋斗、开拓奋进的建设故事，深入挖
掘衡水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创造美好
生活的发展故事，引导人们从党走过的风
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
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热爱和拥护，坚定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2.讲好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的故事。

贯彻落实《“学史力行为民解忧——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施方案》,深入挖掘
基层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践行初心
使命、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先进事迹，深
入挖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的
脱贫故事、小康故事、奋斗故事，深入挖掘
各行各业党员群众报效祖国、敬业奉献、诚
实守信、助人为乐等方面的美德故事，生动
展现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
的精神风貌，引导人们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讴歌伟大新时代，接续奋斗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

3. 讲好衡水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的故
事。当前，衡水上下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衡水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加快建设
新时代经济强市美丽衡水。要聚焦办好

“三件大事”、“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三
基”建设年活动、20项民生实事等，深入挖
据衡水大地上的生活变迁、身边变化、企业
发展和奋斗经历，充分展现衡水儿女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和生动实
践，集中反映新时代建设经济强市美丽衡水
的伟大成就，唱响“团结就是力量”主旋律，
引导人们从身边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中感悟党的丰功伟绩，增强发展信心，凝聚
奋进力量。

三、作品要求
报送微故事视频时，可选报图片和音频。
文字要求：200字以内故事梗概。
图片要求：个人照片、事迹照片，图片大

小 100M以内、支持 JPG格式、像素不低于
512*384。

视频格式：
1、格式：MP4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1280*720或1920*1080，码率不低于10M；
2、时长：3-5分；大小：2G以内；
3、画面要求：无水印、无 logo、无角标，

音频格式：MP3格式；
4、背景视频无字幕，可添加背景音乐；
5、宣讲人录制视频时可入镜，站镜头

黄金分割处，背景视频为讲述的相关故事；
6、故事文稿、制作好的背景视频同步发送

到邮箱（hsgk2066338@163.com）。
有关故事将在市内各大媒体以及县市

区融媒体统一播发。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
省级宣讲活动。

联系人：贾冽
联系电话：2067292

“永远跟党走”365百姓故事汇
群众宣讲故事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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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尹鹏举）为积极响应衡
水高新区2021年世界环境日公众活
动号召，日前，中节能（衡水）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成功举办了“六五环境
日”公众开放活动，让公众直观了解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过程，引导社会
各界形成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
社会风尚。

中节能（衡水）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是全市唯一一家以垃圾焚烧发电
为主的环保公益性中央企业，建有
环保科普馆、垃圾焚烧工艺走廊、垃
圾吊控制室、节能环保技术综合展
示区，环保科普馆内部包括新能源
展示区、危机走廊、观影厅、未来沙
盘等，通过为公众提供一个零距离
接触环保、感知环保的平台，在有效
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
同时，不断拉近环保企业与公众间
的距离，增进全社会对于环保企业
的了解，实现在开放中增进理解，化

“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从而号召
更多人加入到环保的行列，以点带
面提高社会资源再利用和节能减排
的生态环保意识。据了解，该企业开
发的衡水市生态循环产业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高新区大麻
森乡安辛庄村东，总占地面积86128
平方米，总投资 5.8亿元，建有生活

垃圾日处理500吨的两条焚烧线，年
处理生活垃圾 36.5万吨，年发电量
约1.24亿千瓦时。

衡水市生态循环产业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作为高新区实施“三
专”治理的重要支撑，是依托中国节能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高起点规划、高水
平设计、高标准建设的重点城建项目
和民生工程，承载着主城区及周边生
活垃圾科学处理的特殊使命，可以实
现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常态化处
理，确保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引领全市
绿色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该项目既是全市改善生态环境
的环保工程，又是一项完善城市功
能的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促进全市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建重点工程。
两台机组分别于2019年3月8日、6
月19日，实现了衡水市生活垃圾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彻底解
决了全市生活垃圾的去向问题，并
对推进全市循环经济发展产生了重
大深远的影响。此项目荣获全国安
装行业工程质量最高奖——中国安
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彰
显了该项目的施工质量水平和品牌
形象。该公司也屡获殊荣，2020年12
月28日，被生态环保部办公厅及住
建部办公厅联合评为第四批全国环

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
公众开放单位；2021年3月11日，被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高
新区城管园林局、高新区社会事业
发展局联合授予了第三批“环境教
育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2021年4
月20日，被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授
予首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培训基
地”荣誉称号；2021年 4月 23日，被
团市委评为“衡水市青少年教育基
地”。自宣传教育平台建成以来，该
企业充分发挥了环保教育培训基地
的作用，激发了参观人员的环境责
任感。由于成绩突出，今年 1 月 19
日，该企业又被市文明办授予2018-
2020年度市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此次“六五环境日”公众开放活
动，主要邀请高新区各中小学校主
管校长参加。大家在参观了衡水市
生态循环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后，纷纷为该企业点赞，并表
示，要充分利用好本地资源，从小培
养孩子的环保意识，今后将组织更
多的孩子走进这一环保公益性教育
基地，参与到环保设施开放活动中
来，在实践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意识，在生活中自觉践行绿色环
保理念，真正让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深入人心。

中节能（衡水）能源有限公司举办
“六五环境日”公众开放活动

主厂房主控室主厂房主控室 参观沙盘参观沙盘 园区航拍园区航拍

本报讯（记者王秀 通讯员高春
雪 吴雁）昨日，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超过35℃，开启高温“炙烤”模式。
据市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我市雷雨
频繁，高温稍有退烧，提醒广大考生及
家长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6日15时，全市大部气温接近或
超过35℃高温线，桃城区为38.3℃，最
高的枣强县甚至达到了39℃，市气象
台及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
天是高考首日，最高气温稍有回落，全
市大部在31℃左右，炎热有所缓解，但
到了8日，最高气温又将升至34℃。在
户外工作或活动的朋友，应尽量避免
长时间在太阳下照晒。天气炎热，出汗
多，日常要多注意勤补水，尤其是参加
高考的考生，要特别注意少喝或不喝

冷饮，以免引起肠胃不适。
高考期间，我市也不乏雷雨现

身。7日白天到夜间，全市天气转阴，
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8日白天
天气以多云间阴为主；8日夜间至 9
日，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
水量不大。不过这雷雨来得快，去得
也快，出门的话别忘了带把伞，晴时
防晒，雨来挡雨。

提醒考生和家长随时关注最新的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出门，备好雨
具，预留足够的时间，防止因交通、天
气等原因“赶考”迟到耽误考试。另外，
高考期间气温虽没达到高温状态，但
是中午时段体感较热，请考生们做好
防暑措施，注意饮食健康，高考结束前
杜绝进食生冷食物。

另外，据市农业农村局信息，
2021年全市冬小麦收获面积超 490
万亩，目前，南部县市个别地块已开
始麦收，但未成规模，全市大部分地
区将在今日开始收获。提醒广大农民
朋友，随时关注天气信息，做好机收
作业的调度和准备工作，适时收获冬
小麦，同时做好夏玉米等夏播作物的
备播工作。

具体天气预报为，6月7日，多云转
阴，局部有雷阵雨或阵雨，30℃到22℃；
6月8日，白天多云间阴，夜间多云间
阴，大部有雷阵雨，34℃到19℃；9日，阵
雨或雷阵雨转多云，31℃到 22℃；10
日，多云，33℃到21℃；11日，多云，31℃
到21℃；12日，多云转晴，32℃到20℃；
13日，晴转多云，34℃到22℃。

高考期间 我市多雷阵雨天气
提醒考生及家长做好防暑防雨措施

6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桃城区分
局举办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通过向
市民宣讲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危险废
物危害以及危险废物处置等环保知
识，进一步倡导环境保护，牢固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图为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讲
解员为孩子们讲解世界环境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李硕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