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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鸡西气温骤
降十几摄氏度，路上鲜见行
人。不过记者在鸡西市滴道
区棚改项目盛和家园工地采
访时，却发现工地外有一位 60
岁上下的男人目不转睛地看
着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似乎忘

记了寒冷。
这人名叫何志超，今年 59

岁，他指着盛和家园中一栋已
经封顶的楼房说，“以前一直
觉得鸡西煤矿棚改‘没指望’
了，但眼看着楼就要盖好了，
我们这些煤矿工人的安居梦

终于能圆了。”

棚改施工忙 快建新家园

何志超是滴道区一家国
有煤矿退休工人，房子去年坍
塌，只能和老伴暂住女儿家。
只要一没事，他就来盛和家园

工地看看施工进度。当得知
记者是来采访的，他希望能够
跟记者到施工现场了解一些

“内幕消息”。
盛和家园是鸡西市滴道

区棚改项目，共分为两期。记
者所在工地属于一期工程，总
投资 7.5 亿元，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将建设 66栋楼，安
置居民 4627户。

虽然气温极低，但记者与
何志超在现场看到，工人正在
密密麻麻的钢筋架边忙活着，
重型卡车来回穿梭，项目建设
热火朝天。“为了保证工程进
度，工人们中秋和国庆都没休
息，设备也全负荷运转，大家
都想让棚户区居民早日搬进
新家。”盛和家园项目负责人
吴峰介绍说。

记者和何志超进入了一
栋已经封顶楼内，走进其中一
间房屋。这个房屋是两室一
厅的格局，面积大约 50多平方
米，何志超敲了敲墙壁，跺了
跺地面，满意地说，“质量真不

错，但啥时候能搬进来呢？”
吴峰说：“年内就能交工

10万平方米，原来西安社区地
下瓦斯爆炸 1500 户受灾居民
春节前就可以得到安置。”

离开棚户区 享受城市化

走出楼房，何志超来到盛
和家园规划图前，十分惊喜地
问：“这个小区还有老年服务
站？”

“不仅有老年服务站，还
有派出所、幼儿园、托老所和
文化服务中心，保证您不出小
区，就能安享晚年生活！”吴峰
笑着介绍，盛和家园的公共服
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将在明年 8
月和整体工程一起建设完
成。盛和家园二期工程的土
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工作也已
经完成，计划新建安置楼 38
栋，安置居民 2430 户，预计
2017年全部入住。

何志超听了这话十分激
动，他对记者说，“ 以前住在
棚户区，吃水难、走路难、如厕

难……社区治安状况也不好，
说是住在城市，但过的生活可
能比农村还差。我真没想到，
这次棚改不仅要让我们住上
新房子，更要让我们真正成为

‘城里人’！”
据了解，鸡西 18个棚改项

目全部都有商服和基础配套
设施。以鸡西中心区腾飞二
期项目为例，其住宅面积为
11.29 万平方米，商服面积 0.6
万平方米，配套设施 0.11万平
方米，地下 1.55万平方米。

鸡西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范贫新
说，“鸡西市这次采煤沉陷区
棚户区改造，不仅要让棚户区
居民搬进新房子，还要让他们
共享城市文明成果，让棚户区
彻底变为现代化新城区。”

（下转第九版）

□本报记者 程瑶

走进鸡西市滴道区洗煤街道办事处西安社区，虽然早知这里
是采煤沉陷区，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人紧吸一口气。半人高的杂
草中间一条狭窄的土道，陡峭的路况和满地的碎石让普通轿车只
能望而却步。路两旁，一间间低矮的黄泥土房挤挨在一起，有的房
子房顶瓦片“秃了头”，有的房子下部墙角“豁了口”，还有的则干脆
整间房子向一侧倾斜，摇摇欲坠。一路上行，绕过几座高大的煤矸
石堆后，眼前的场景让记者仿佛穿越回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老电影中。放眼望去，破旧、低矮的砖土房鳞次栉比，一直漫延到
视线尽头的半山腰上。没有楼房、没有商场，唯一有高度的是棚户
区中间的一座洗煤厂。这里真的是城市？距离车水马龙、高楼林
立的繁华市中心不过才15公里的距离，生活环境怎会如此天差地
别？同行的滴道区棚改办副主任石胜华告诉记者，这里只是鸡西
采煤沉陷区的一个缩影。目前在鸡西，50%左右的棚户区都是位
于采空区内，百姓犹如住在“火山口上”。

从高处走下，走进沉陷区百姓的家中，听他们谈起初闻政府给
建新楼房的欢欣雀跃、为搬新家所做的种种精心准备和对未来舒
适的居住环境的美好畅想，记者仿佛再一次经历穿越，穿越到了不
久的将来。看到这些为新中国发展做了一辈子贡献的老矿工们，
早上从温暖的家中走出把孙儿送到楼下的幼儿园，自己溜达到小
区里的老年活动站和文化活动中心和老伙伴们健身、唱歌、下棋。
傍晚迎着落日的余晖在派出所民警的守护下在小区广场上跳舞、
散步，晚上回到家中再不用担心突来的雨雪和地面下的异响，而是
面带笑容安稳入睡……

从过去到未来，这两次穿越之感，让记者真正对采煤沉陷区棚
户区改造政策的重要和及时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今，千万间广厦正伴着从国家到地方
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和采煤沉陷区百姓的殷殷期盼，在龙江大地
上拔地而起，茁壮成长……

沉陷区里的两次穿越从“没指望”
到“圆梦想”
鸡西采煤沉陷区棚改项目工地见闻

□本报记者 衣春翔 程瑶 毕诗春

图为鸡西沉陷区改造小
区——盛和家园正在紧张施
工建设当中。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光明日报记者
张进中 刘文嘉

《光明日报》编者按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东北调研时指出：“要加快发
展现代化大农业，积极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使现代农业成为重要
的产业支撑。”现代化大农业勾
勒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蓝
图。秋粮收购之际，光明日报
记者奔赴龙江大地，梳理黑龙
江省多年来规模化生产、合作
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社会化服
务的探索和经验，希望为我国
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粮食安
全的保障带来新的思考。

在往返几次之后，刘宏伟
用 6 辆卡车和两辆农用四轮
车运来的 400吨水稻，终于在
大庆肇源县粮库卸车出售。
他比之前轻松了一些——“只
剩苞米了”。

从他的车窗望出去，黑土
地一望无际，田塍如线。丰收
时节，联合作业的收割机已经
抹平了松嫩平原上的大部分
遮挡物。视线中，还有一些作
物，刘宏伟说，“还是苞米”。

2015 年中国粮食生产有
望实现“十二连增”，粮食价格
却持续走低，其中玉米国家临
储价格由去年的每斤 1.11~
1.13元降至1元。而玉米，占黑
龙江粮食总产量的 60%以上。

作为肇源县的种粮大户，

刘宏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
2000 亩土地该怎么种。作为
中国的粮仓，黑龙江与“粮食
增产、农民减收”的情况短兵
相接，正在率先求解中国农业
发展的转型升级。

秋粮收购硬仗

从肇源县粮库经过，就如
同在“检阅”数百米的售粮车
队。在秋粮收购时节，和黑龙
江所有的国家粮库一样，它全
部用机器检验、提供代烘代
储，一直在加班加点。

粗略估计，2015年黑龙江
将收获 1500亿斤粮食。用黑
龙江省粮食局局长胡东胜的
话说，“这是天量”。

也是今年，黑龙江省所有

粮库全部完成钢结构“千吨
囤”的改造，继续开展为农民

“代烘代储”业务。从 10月初
开始，黑龙江省粮食局组建了
500人的队伍，下乡组织玉米
的收获、存储工作，专人入
户。“尽一切可能把玉米霉变
粒比率降下来。”胡东胜说。

玉米临储价格下降，但控
制玉米脱粒、存储、运输中的
损失特别是控制霉变粒比率，
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减
少的收入“找补”回来。

刘宏伟说了一个细节，排
队时粮库会让农用四轮车优
先，因为开四轮车卖粮的“是
纯农民”。粮食局要为农民尽
量节省运输成本。

惠农，有些钱袋子要捂

住，有些钱袋子则要打开。秋
粮收购硬仗一打响，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黑龙江分行就备足
了 1400亿元，以钱等粮，发挥
信贷资金的引导、杠杆作用。
涉农贷款一律绿色通道，如有
紧急情况，可边报边审边贷。
该行一直坚持基本利率不上
浮。2014年，按照该行贷款支
持的收购量和价格调整计算，
仅粮食收储一个领域就带动
农民增收 92亿元。

求解“大农业”

在肇源县大庙村，种粮大
户田继朋的 6000亩玉米还在
等待收割。往年这个时候，玉
米早已运走。今年，玉米价格
下跌，他有点“惜售”。

还好，他的农机合作社已
有 8 年历史，有 120 多家农户
入股的种植合作社也组建了 5
年。通过集约经营，率先引入
免耕播种、指针式喷灌、自动
驾驶卫星定位的拖拉机，他的
地亩产提升、成本下降，所以
玉米降价带来的损失仍在他
的利润空间之内。

在佳木斯桦川县，新峰现
代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文景刚
甚至并未感觉到玉米临储价格
下降带来的影响。除了3万亩
单独种植的土地和37万亩合作
种植的土地，他们已经形成了
农资、米业、油脂、种业的全链
条经营，所生产的绿色有机食
品已经不再受国家收购价格波
动的影响。 （下转第四版）

《光明日报》在 14日一版头
题刊发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通讯，本报予以全文转发

从来稼穑关天下
黑龙江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记事

□姜冬梅 于晓明
本报记者 韩丽平

加快福特汽车主车厂及配套项
目和机器人产业园区建设，发挥大
项目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加快众
创空间发展、打造哈加孵化器综合
体，让创新创业成为经济稳增长的

“倍增器”；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基地
建设，以“互联网+”为结合点，增大
经济推动力……今年以来，在经济
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形势下，哈尔
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哈经
开区”）积极从壮大传统产业和发展
新兴产业两方面寻求经济增长“动
力”，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全
区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预
计 2015年主要经济指标可实现 7.2%
的增长, 外资实际到位额可完成
10.25 亿美元，内资实际到位额可完
成 142亿元，全年开复工产业项目可
达 120 项，稳增长因素持续积累、新
兴力量不断壮大。

以项目投资为关键点提升支撑力

项目是发展的引擎，也是有效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常态下，
哈经开区把扩大项目投资作为稳增
长的关键抓手，主动服务持续跟踪一
批大项目，现已初见成效。

截至 10月末，福特汽车主车厂及
配套项目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 2.8亿
元，车间改造基本完成，压机线、焊
接、涂装、总装生产线及主要设备正
在设计制造，代工生产悦翔 V3 车型
共下线 5494辆。20余家相关配套企
业相继签约入驻。其中，本特勒、延
峰江森两个最大的配套供应商厂区
已完成前期改造，预计明年年初可正
式投入生产。在机器人产业园区建
设方面，哈经开区在成功引进工大机
器人产业化基地项目基础上，重点推
动了工大焊接集团、神州通讯等智能
装备产业项目入区发展。目前，已集
聚相关企业 400 余家，年产值近 300
亿元，预计机器人产业今年销售收入
可突破 5亿元。

此外，哈经开区还不断加快重大
产业项目引进和建设，截至目前，已
实现开复工产业项目 94项，占年度计
划的 78.3%；完成投资 70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87.5%。其中，复工续建项目
67 项，占年度计划的 72%，完成投资
4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2.4%；新开工
产业项目 27项，完成投资 23亿元，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提前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以创新创业为切入点打造新动力

“中国云谷”创业工作站年内投入资金 235万元，聘请 10
家知名创投机构为创业者提供投融资辅导，对符合条件的创
业团队予以资金保障；中关村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投入资金 5000万元，建设了省内最大、最专业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先锋梦工场”众创空间引入创业者及大
学生创客 160人和创业团队 15家入驻咖啡创客工位……为全
面落实市政府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意见，哈经开区积
极探索创业创新手段，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降低创新创业门
槛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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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荣家莹 记者谭迎春）全省开展以易燃易爆危险
品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省政府安委办以及哈尔滨
市继续加大暗访暗查和突击检查力度，发现了一批隐患和问
题。日前，省政府安委会发布“关于曝光存在非法违法行为
和重大隐患问题企业公告（五）”，对近期检查发现存在非法
违法行为和重大隐患问题的 18户企业予以公开曝光，接受社
会监督。

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求被曝光企业严格落实整改主
体责任，及时消除隐患和问题；市（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
化监督检查，督促企业按时完成整改。省政府安委办对这 18
户曝光企业隐患和问题整改实施挂牌督办。

（省政府安委会曝光企业名单见第二版）

18户企业存安全隐患被曝光

本报讯（李涵 翟相如 记者李播）加大我省金融支持企业
“走出去”力度，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涉外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近日，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省商务厅共同举办了“金融支持企业

‘走出去’政策宣讲暨项目融资对接会”。
据介绍，对接会上，省工商银行等 14家银行与企业签署

了项目合作协议，对接项目 14个，对接金额 34亿美元，合作
范围涉及境外林业、农业、电子商务、能源等多个领域；人民
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省外汇局、省商务厅围绕支持企业

“走出去”的金融政策进行了现场解读；工商银行省分行、中
国银行省分行、哈尔滨银行针对特色跨境融资产品、成功案
例进行了宣传推介。对接会为龙江“走出去”企业和银行业
的融资合作搭建了有效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跨境金融业务
的覆盖面，为龙江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多元、高效、便
捷的金融服务。

银企牵手助推企业“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黑龙江省
“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日前出
台。根据计划，2018年底，黑龙江“旅
游+互联网”3个试点城市、15个试点
景区、1个试点基地建设将完成并形
成示范效应；2020年底，在线旅游投
资占全省旅游直接投资的15%，在线
旅游收入占全省旅游收入的20%。

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我省“旅
游+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以游客需求
为中心，以大数据为手段，充分利用
多种信息化技术，整合腾讯、阿里、
百度、携程等大型互联网企业资源，
为游客提供在游前、游中、游后各个

旅游环节的智慧化的旅游服务，满
足游客在我省旅游的全程需求。

根据计划，“旅游+互联网”工
作的近期目标是，旅游信息化基础
建设进一步夯实，旅游大数据中心、
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旅游营销平台、
旅游舆情监测平台建设等主导项目
初步完成，应用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无线网络覆盖进一步完善，旅游电
子触摸屏、客流监测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电子票务系统、微信智慧景区
等初步建成并发挥效用；黑龙江“旅
游+互联网”3个试点城市、15个试
点景区、1 个试点基地建设完成并

形成示范效应；与腾讯、阿里、百度、
携程等达成合作，黑龙江旅游服务、
管理、营销等各方面与互联网融合
的深度及广度不断加强。2018 年
底，在线旅游投资占全省旅游直接
投资的10%，在线旅游收入占全省旅
游收入的15%。远期目标为，进一步
深化与腾讯、阿里、百度、携程等互联
网企业的合作，“互联网+”与黑龙江
旅游产业的融合进一步深化，旅游互
联网生态圈构建完成，基于互联网的
创业创新不断涌现，互联网促进旅游
新业态的发展成为黑龙江旅游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 （下转第十一版）

我省“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出台

大庆市萨尔图区
“百湖门户”涌动创业潮
“油城商都”应势谋转型

今日第五、八版推出“新常态新作为”专版

连日来，垦区八五一一农场每天投入大马力整地机车500多台，昼夜进行秸秆还田、翻地、旋地、深松、平地、起垄、秋
施肥等“一条龙”整地作业，以确保全场30万亩耕地100%“黑色越冬”。 崔伦震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预防职务犯罪 当好人民公仆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