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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亮点之铁路

一条铁路和一个青年的创业梦一条铁路和一个青年的创业梦
□本报记者 衣春翔

胡凯没想到，高铁让他“丢”了工作，成了“老板”。
从北京一知名民办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胡凯，已经在北京找

到了工作。8月 13日，他打算在工作报到前再接一次“私活”——为北京
王先生一家三口在哈尔滨提供私人伴游服务。在哈游玩期间，哈齐高
铁开通，王先生决定继续让胡凯当私家导游，去齐齐哈尔游玩。

胡凯是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在他带领下，王先生一家吃到齐
市最好吃的烤肉，在一天中最好的时段游览了扎龙湿地。最令王先生
惊喜的是，胡凯安排他们一家去一养牛户家参观，三口人亲手挤了牛
奶，还品尝到了地道的绿色食品。饭菜的味道让一家人有了一种久违
的感动，王先生说，“到了黑龙江，才能真切的感受到什么叫生态，什么
叫绿色。明年我还要来黑龙江，进行一次全省游。”

胡凯因此从中觅到商机，毅然辞去北京的工作，从 8月下旬到 9月
上旬，他乘坐新开通的哈齐高铁奔波于哈尔滨、大庆和齐齐哈尔三地，
为很多外地游客和部分哈尔滨游客提供私人伴游服务。短短 20多天，
他赚了近 4000元。他打算依托哈齐高铁开展私人伴游服务，时机成熟，
还会成立私人伴游公司。

对于胡凯的“任性”辞职和“狂妄”梦想，父亲胡双贵并不生气，因为
他也对“靠路吃路”深有体会。

胡双贵 2009年挂靠到一家物流公司，在富拉尔基区、齐齐哈尔和哈
尔滨之间跑物流。他告诉记者，以前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开货车要 2
个多小时，稍稍下点雨雪，就要 3个多小时。2011年齐富公路开通后，两

地开车只需要 50分钟。“我将很多绿色农产品通过这段公路运到了哈尔
滨，卖到了全国甚至世界。路好走了，运货量大了，钱挣得也多了。”

我省的铁路和公路这条“红线”将越来越长。未来，我省快速铁路将达
1690公里。大力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长远发展积蓄强大后劲。据
估算，我省铁路建设可以创造上万个就业岗位。公路同样高速发展，截至
去年底，我省公路总里程达 162464 公里，全省 931 个乡镇全部通公路。
2020年，我省将形成以哈尔滨为轴心、以绥满高速公路为半径、以连接边境
口岸的高速公路为骨架、以沿边高等级公路为弧线边缘的扇形公路网，全
力助推国家“一带一路”全方位开放大格局。

延伸：

全省在校大学生创业人数翻番

融 资 难 是
绝大多数科研成

果在生成企业的过
程 中 难 以 逾 越 的 坎

儿。为破解这一难题，我
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

动计划”提出，大力推动科技与
资本融合，着力借力资本市场的

发展。尤其是针对在银行很难拿到
贷款的初创科技企业进行天使投资，

使小微科技企业插上“天使”的翅膀顺利
起航。
镜头一：

神舟七号宇航员出舱时所穿戴的宇航服主
体框架和袖口反射镜的设计制造团队，哈尔滨工

业大学金属复合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武高辉所带
领的科研团队，打算成立公司，主打电子封装用复合材
料、光学级 SiC/Al复合材料、碳纤维增强铝复合材料、
撞击吸能复合材料等“高大上”产品。消息一出，风投
机构纷纷来洽谈合作。

团队最终选择与省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了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为了对翔科成功
投资，科力颇费了一番心思。科力副总经理陈盟介绍，
今年 6月，科力针对翔科资产特点，灵活采用普通股权、
优先股权、可转股债权等多种金融工具组合投资的方
式，独立完成了对翔科的 Pre-A 轮投资，为企业提供
1500万元资金，用于生产基地建设。

翔科公司总经理武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科力
公司，是因为“科力对翔科入股后的股权三年后可以赎
回，即当企业发展壮大以后，在支付微少的借款利息

后，可以随时将科力公司持有的 15%股份赎回，这打消
了我们接受投资的最大顾虑。”预计 2016年,翔科公司
产值将突破亿元。

镜头二：
“把一个物体运上太空的成本，就是与它同重黄金

的价格，我要做的就是让产品在高强度的前提下尽可
能的轻起来。”黑龙江科技大学志茂复合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邳志刚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碳纤维复合材
料。眼前一个一米长的碳纤维弧形切板，重量却只有
100克，放在地上踩跳几下，切板丝毫没有变形。

邳志刚告诉记者，他主要从事碳纤维等高性能
预浸料及其结构件的研发和生产，其低温固化技术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产品主要用于航空器发动机壳
体、旋翼、整流罩等结构件，目前以无人机和直升机
应用为主。

科力公司今年出资 200 万元，作为本轮投资
（Pre-A轮）的领投方，与其它投资机构和黑龙江科技
大学的创业团队共同发起设立该项目公司，将有关科
研成果产业化。目前，无人机结构件的订单在持续增
加，良好的市场前景让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科技与资本融合，依托省科
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建立起我省科技投融资服
务体系。截至 2014年末，通过股权投资、债权融资、基
金管理等，累计为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提供投融资
资金超过 46亿元，服务企业或项目单位达到 625家。

今年初以来，我省大力实施“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
行动计划”，加强科技型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做大
做强科技投融资平台，充分发挥省政府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作用，扩大科技投融资服务平台聚集资本规模，
助力我省创新创业。

新亮点之科技

插上“天使”翅膀
让创新梦想起航

□本报记者 彭溢 闫紫谦

本报记者 彭溢

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龙江改革发展步履铿锵、可圈可点，
新的增长因素和发展力量正在不断集聚。

我们欣喜地看到，哈齐高铁一经开通，本已在北京就业的大学生
毅然辞职回龙江创业；“引嫩工程”改善了“久治不愈”的大庆盐碱地
的土质，使该市福兴村村民种水田实现了大幅增收；90后创客成立公
司仅一年，就成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大赛的电子器材供应
商……

近年来，我省把产业项目和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
要抓手，两轮产业项目攻坚，为我省稳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2014年，全省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 313万套，完成投资
3927亿元，850万城乡居民喜迁新居，建设总量和投入均列全国第
一。今年全省计划建设 21.4万套保障性住房、改造 12万户农村泥草
（危）房，在造福龙江百姓的同时，释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今年我省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占全国 1/7，仅三江治理工程计划
投资就达 100亿元，工程建成后保护总面积将达 6290万亩，保护人口

1074万人。
上半年，我省第三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10.2%，增速

高于全国 1.8个百分点。金融贷款余额大幅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步
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增长潜力不容小觑。目前，我省农作物长势良好，粮食有望再获
大丰收，一产将续写稳增长；二产中的食品、石化、装备等支柱产业仍
有较大发展空间，矿产资源精深加工、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与资本
市场合作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潜力正在进一步释放；
旅游、文化、养老、金融、“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将支撑第三产业继
续快速增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核心是要坚持创新驱动”，省委书记王宪魁强调。

“黑龙江具有很强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而且黑龙江人意识比
较活跃，创新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会
长王少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看好黑龙江。

的确，黑龙江科技资源丰厚，拥有 80家高校、226家科研院所、
38位两院院士、87万名专业技术人才。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国内外

知名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攻克了一批国内外领先的尖端技术，培
育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长期积淀的创新沃土孕育了生机勃勃的
创新力量。

“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面对能源工业遭遇的历史拐
点，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是黑龙江躲不过、绕不开的
坎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针对科技成果产出
多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低的问题，出台《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
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实施“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
行动计划”……这些政策措施，激发了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热情，在
龙江大地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热潮，也推动我省形成以创
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科技创新是潜力，更是动力。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从去
年末的 72家增长到现在的 100多家，万众创业谷、创库等一大批民营
科技企业孵化器不断涌现，预计到 2017年，我省将新形成 1000家以
上销售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科技型上市公
司，促进大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成为龙江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

方式的新动能。
国内众多金融资本的注入体现了外界对龙江创新发展的信心。

今年以来，中植集团、香港盘实、阿里聚富（基金）等与我省合作设立
了 9支投资基金，总规模达 53.5亿元，为机器人制造、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领域处于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科技型企业或项目提供资
本支持。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资本眼中的“香饽饽”将成为我省未来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我省还将依靠全面创新驱动，激发科技创新发挥更大的“核聚变”效
应。要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石化、装备制造、食品等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把“老字号”这块存量盘活。要促进工业化
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鼓励和支持机器人、无人机、焊接、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把“新字号”这块增量做大。要大力发展旅游、文
化和养老健康、金融、信息服务等服务业中的新业态，大幅提高第三
产业占GDP比重和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乘着创新驱动的发展大势
和深化改革的政策东风，黑龙江的未来，前景可期。

“怎样看待新常态下的黑龙江”（新亮点篇）

发展频现新亮点发展频现新亮点 创新凝聚新动能创新凝聚新动能

改革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系
列数据和事实表明，新常态下的黑龙江，正
在迎难而上，用可圈可点的成绩，标注赶超
发展之路。

“哈欧”班列双向贯通，哈齐高铁全线通
车，“龙江丝路带”迎风劲舞；一年时间完成
三年计划，全省科企孵化器提“智”增“量”；
连续九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群众幸福感指
数显著提升；“人才红利”得到前所未有释
放，成为创新发展强力引擎；中俄同江铁路
大桥建设正酣，双方经贸合作提档升级……

一步一个脚印，肩负重担奔行。尽管面
临产业转型蜕变的阵痛、结构调整升级的倒
逼、民生保障改善的压力，但龙江直面机遇
挑战，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以滚石上山
的韧性和毅力，在攻坚克难中化危为机，在
全省各项事业发展上留下列列坚实脚印。

加快发展，是形势所迫、时代所需、民心
所向。以往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后，唯有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明
确方向、戮力同心，方能长袖善舞、立于不败
之地。

加快发展，龙江正抢抓机遇。贯彻落实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我省大力推进“龙江
丝路带”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这说
明，机遇面前，龙江抓得住、落得好、有成
效。当前，龙江振兴正面临难得发展机遇：
中央的支持是条件、自身的优势是基础、人
民的热情是动力，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
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新一轮的东北
振兴、深化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农业改革与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机遇交错叠加，借力发
力，从容应对，龙江发展后劲十足。

加快发展，龙江明确了方向。民之所
望，施政所向。2010 年，全省新农合只覆盖
四种病，如今已扩展到 22种大病，报销比例
提升至 70%。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
保持就业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
全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仍把民生工作放
在突出位置，把更多财力物力向基层、困难
群众倾斜，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进而激发万众一心谋事创业的巨大合力，带
来民众幸福感与发展曲线双提升。

加快发展，龙江人勇于担当。事在人
为，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
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全国优秀县
委书记李大义、周宏、顾百文，“时代楷模”孙
波，交警标兵牟清元……在龙江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员干部正以

“舍我其谁”的魄力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担
当，切实担起深入实施“五大规划”、构建“龙
江丝路带”、发展“十大重点产业”之重任，不
舍昼夜，加快发展，造福百姓，交出答卷。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渡，勇进者
胜。今日龙江，改革迈向深入，崛起之势凸
显，抢抓机遇、快速发展比任何时候来得更
为迫切。在新常态下，贯彻落实好省委、省
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稳扎稳打、艰苦奋斗、
执着向前，定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
里，取得有效益高质量的发展，让人民群众
满意，让振兴崛起成为可以目见的现实。

让发展留下
坚实印记

□常春晖

新亮点之新农合

藏在箱底儿的希望“账单”
□文/摄 本报记者 朱彤

在延寿县玉河乡长寿村村民刘喜和家中，说起新农合给全家带
来的福，刘喜和又一次打开用了近二十年的老式箱柜，把藏在箱底的
小女儿新农合报销票据拿给记者看，他说，那次新农合的救助，保住
了小女儿刘凤香的命，也给他这个原本就困难的家庭带来了新希望。

今年57岁的刘喜和是3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患有精神疾病，12岁的
刘凤香是他的小女儿。2010年，小凤香被哈尔滨市儿童医院确诊为先
天性心脏病。而家中的唯一男人刘喜和还左手残疾。小凤香的病，使
原本就困难的家雪上加霜。“想给她治，但借钱都不容易借，人家怕我还
不上！”刘喜和也曾想过到远点的地方打工赚钱，给女儿攒治病的钱，可
他一旦出去，家就没人照顾了，“每天都得回来做饭，大女儿已经出嫁，
媳妇有病，帮不上忙。”

延寿县合管办在了解到刘家的状况后，县里将其列为重大“儿
童两病”救助对象，与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医保科沟通，在 2011年 10
月为小凤香做了手术，又在 2012年 11月为她再次实施钢丝取出手

术。“医院同意将医疗费全部直接进行垫付，凤香出院后，我
们合管办再按这笔费用的 70%进行补偿。”合管办金志

军说，“由于刘家生活困难，情况特殊，余下的
30%由县民政部门埋单，实行了对凤香

100%的补偿政策。”县卫生局还积极与村委会联系，将刘喜和父女去
省城治病的路费及住宿餐饮费用全部给予报销。

新农合大病救助政策，让刘喜和一家度过了几乎不能逾越的坎
儿。如今，凤香已在延寿县朝鲜族中学读初一 ，身体状况很好，学
习成绩还不错，平时住校，周末经常帮妈妈做家务。“花钱让孩子进
城读书，就是想让她今后有个好出路。”刘喜和说，“新农合政策给了
孩子生命，我就是再累再苦，也要争取把孩子培养好。”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刘家的日子虽不富裕但也有了奔头。刘喜
和说：“女儿新农合报销的希望‘账单’，我会一直珍藏。”

我省新农合大病救助 2010 年开始试行，当时
只开展儿童两病：白血病和先心病。目前，已
经扩展到 22 种大病，包括儿童白血病、
儿童先心病、乳腺癌、宫颈癌、重性
精神病、终末期肾病、耐多药
肺 结 核 等大病，报销比
例达 70%。

22种大病报销比例达70%

□本报记者 衣春翔

微风拂过，如大海般的稻田掀起耀眼的波
澜，隐约间，记者见到一位老人在向记者招手，他
就是大庆林甸县东兴乡福兴村党支书王树春。

他指着稻田说，“说出来你肯定不信，这里原来
连草都长不好，而如今，靠着‘引嫩工程’引来的好
水，劣地变良田，真是玉不琢不成器，田没水不长粮
啊！”

王树春接着说，“福兴村地处嫩江干流中游
左岸低平原区，区内没天然河道，大水年排水无
路，干旱年盐碱地上门，只能种点儿苞米谷子等
杂粮，年头好的时候能赚点，老天稍不给面子就
赔钱。”

王树春告诉记者，靠着“引嫩工程”的引水灌
溉，实现了“水过碱走”，村里的土质明显改善。全村
2400多亩地现在已全部用北引的水，改种水田，收益
比种旱田翻了几倍。“相较井水，江水温度高，适宜作
物生长，还能增强作物防病抗病能力。水稻口感好，
产量高，村民收入也增加，现在村里人均年收入达到
1.6万多元。这一渠清水，救活了这一方水土！”

据了解，目前引嫩扩建骨干工程规划区内有
土地面积 1673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906万亩，经

济效益可观，尼尔基引嫩扩建骨干一期工程也在
稳步推进。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去年我
省粮食总产达到1248.4亿斤，比上年增加47.6亿
斤，增量占全国粮食增量的46.1%。从2011年
到去年，连续四年成为全国产粮状元。

今年，我省水利建设再发力，预计全年
水利投资 295.57 亿元，主要用于防洪减
灾、农田灌溉、蓄水引水、生态水利四大类
工程建设。截至今年5月，临江灌区骨干
工程已全部建成，青龙山和德龙灌区渠
首工程正在建设。其中，青龙山灌区
一秒钟的提水量可达380亿立方
米，超过“南水北调”工程；总灌溉
面积561万亩，达到都江堰灌
区的一半，跻身我国有史以
来第四大灌区。预计能为
我省增产近70亿公斤
的粮食，等于再造一
座新粮仓！

新亮点之水利

一条“渠水”通 一方水土“活”

链接：
□车彦旭 本报记者 谭迎春

金秋九月，是果熟麦黄的季节，憧憬
着人们丰收的期盼。

9月 2日，记者在北大荒惠美化妆品
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虽然外面下着雨，但
生产车间内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工人们
正在紧张忙碌地进行内部装修、安装生产
设备、连接主生产线，数十吨重的“大块
头”在近万平方米的车间里只能成为“冰
山一角”。车间内包括化妆品剂型研究所
内部的理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及剂型检查
等设备大部分已安装调试完毕，待全部设
备安装完将开始试运营。走进大源食品
建设现场，“爬”满高空的“蜘蛛侠”们正在
紧张作业，现场负责人张晓晨说，“这是工
人们在扣板和钢构刷油，东区厂房已建设
完毕，现在正抢抓建设西区厂房，目前西
区厂房即将完工，生产设备全部订购

完毕，预计年底将正式投产。”该项目是省
大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0.22亿建设
的杂粮食品饮品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量
15 万吨，年产值 109.42 亿元，利税 20 亿
元。

今年上半年，肇东市共洽谈项目 92
个，签约项目 48个，投资总额达 377.43亿
元。肇东市只是我省发展产业项目的一
个缩影。自 2011年我省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重大战略部署以来，通过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一批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
扎根龙江大地，一个个重大产业项目“瓜
熟蒂落”。四年间，全省新开工和续建 500
万元以上产业项目达到 1.9万个，完成项
目投资 1.7万亿，占全
省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

重达到 46.6%。其中，全省重点推进 1351
个亿元以上产业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600 亿元，占全部产业项目总投资的
55.5%。

产业项目建设成效已经显现，已投产
的 559个省重点产业项目，2014年平均每
个项目实现销售收入 3.6亿元、税金 1304
万元，共提供就业机会 14.2万人次。四年
间，全省重点推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359个，累计完成投资 1099亿元，促进了
产业结构调整。63个县市实施产业项目
1.1万个，占全省产业项目的 57.9%；累计
完成投资 7687亿元，占全省的 44.2%，促
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产业项目建设已经

成为我省扩大经济增量、提高发
展质量的重要抓

手，也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
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十大产业”发展为重点，依托地区
优势和特色，全省集中推进了 23个省重点
产业园区建设。截至 2015年 6月底，重点
产业园区开发面积已达 321.5平方公里，
相当于 2010年及以前总和的 2.4倍，目前
园区已初步构建起纵横路网互通互联格
局。四年来，全省重点园区新增入驻企业
2025户，新开工项目 1263个，产业项目完
成投资 2732.5亿元，相当于 2010年及以前
总和的 51.1%和 1.4倍，成为招商引资和拉
动投资重要平台。园区开发面积不断扩
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入驻企业数量增加
较快，产业项目投资快速增长，园区在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产业集聚等方面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载

体和支撑。

新亮点之大项目

13511351个个““亿元级亿元级””大项目绽放大项目绽放

23个省重点产业园区分布图。

□本报记者 闫一菲

BotBall，作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大
赛，相信很多机器人发烧友都不陌生，可是却鲜
有人知道，BotBall 国际机器人大赛今年的官方
培训和竞赛的所需电子器材都是由我省 90后创
客贝振权经营的公司生产的。

“最近这批十几万的订单，光这种传感器，累
计就要上万个左右。”11日，当记者走进哈尔滨
极趣客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总经理的贝振权
正在忙乎着把产品打包，他指着手中的电子传感
器告诉记者，公司刚刚忙完给 BotBall的一批订
单，正在做最后发货收尾的工作。提起和BotBall
这种国际大赛的合作，虽然正式成立公司只有一

年多，贝振权却完全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我们
和大赛的中国组委会是长期合作关系，由于质量
好，性价比高，连美国主办方也和我们签订了合
作协议，每年能有四五十万的订单。”

“热爱科技创意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市场
潜力很大。”贝振权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是在去年
6月份才正式成立的，当时的他还是一名在校的
大学生，却凭借着灵活的创意和敏锐商机赚到人
生的第一桶金，“一开始在淘宝上售卖自己做的
机器人配件，短短几个月就挣了 1万多元，看着
生意这么好，我就萌生创办公司的想法。”方向定
为销售以创客教育为基础的创客软、硬件产品的
公司成立后，果然如他所料，生意十分红火。

巴西、俄罗斯、西班牙……除了与BotBall的

合作外，贝振权通过速卖通等国际交易平台把生
产的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他告诉记者，由于自
己的创意电子产品是可以来单定制的，而且价格
上有优势，不但受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逐渐在
国外也打开了市场。谈及未来的发展规划，贝振
权这名年纪轻轻的 90后创客雄心勃勃，“目前正
在加紧研发国内首创的LINUX操作系统的人形
机器人，明年上市，预计完成 100万美元的销售
额，用三年时间公司产值要达到 2000 万人民
币。”

据悉，截至今年 7月，我省像贝振权一样在
校创业的大学生有 2048 人，毕业生创业人数
1320人，高校未就业大学生创业人数 250人，共
计 3618人。

新亮点之创业

90后创客 成国际大赛电子器材供应商

今年，我省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
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全力做好大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根据我省《关于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若干意见》，省级财政投入 2亿元新成立大学
生创新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专门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低费率担保；每年安排 1亿元大学生创业

“种子资金”，支持在校和毕业五年以内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每年安排 3000万元用于支持全
省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辟建孵化
基地。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入驻各类大
学生创业孵化器，享受第一、二年免费，第三年按
50%缴费的优惠扶持政策，用各类专项资金对孵
化器相关费用给予补贴。依托大学科技园建设
创业示范基地，每个基地投入 100万元，引导各

高校普遍设立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园，今年
建设省级大学生创业基地 300个，提供免费或低
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和企业孵化服务。

今年，全省在校大学生创业人数由 952人增
加到 2048人，翻了一倍多，带动就业 2956人；毕
业生创业人数由 704人增至 1320人，带动就业
1965人。

赵博 制图

↑恢
复良好的
小凤香。

本报记者 车轮 制图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造型可爱的教育机器人。本报记者 彭溢摄

乐观向上的创业大学生集聚在黑龙江万众创业谷。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正在建设中的牡绥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是牡丹江至绥芬河
高速铁路，为国铁 I 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小
时，全长 138.8 公里。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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