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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刘剑

“今年年初可把我急坏
了，抵押物不合格，在银行贷
不到款啊！马上就要春耕了，
没钱怎么买种子、化肥、农
药？这地种不上可咋办？”这
是肇东市宋站镇玉米种植大
户尚立双在年初春耕前遇到
的大难题。他是当地一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
当地农机合作社的带头人。
现在这愁事已成过去。尚立
双的困难仅花了 4 天时间便
解决了——他得到了 500 万
元的贷款支持。

是谁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融达农村合作金融公

司。尚立双就是在这里用了
短短 4 天时间贷到 500 万元。
他在感激之余更多的是出乎
意料：“我的抵押物确实少了
些，可这家农村合作金融公司

更看重我多年的社会信誉，凭
信誉还能贷到钱，真是没想
到！这种办事效率更是我们
农民一直盼望的。”

记者在肇东市金融办了
解到，该市在 2014 年 12 月 11
日成立了由省政府批准的首
家农村金融合作公司——融
达农村合作金融公司。该公
司张主任介绍说：“对于农民
来说，虽然流转和承包的土地
面积挺多，但他们能拿出来贷
款的物件真的很少。很多种
植大户和合作社都是多年从
事种植和养殖的好手，资金短
缺是他们最大的烦恼。这些
人大多拥有良好的信誉度，特
别是政府对他们也很信任，我
们很看重这一点。这次给尚
立双贷款 500万元，就是我们
通过对尚立双所在的镇政府、
还有对他的邻居和其他村民
进行了解，得知他是当地多年

的种植大户，这一点验证后，
他本人再拿着身份证、户口、
婚姻证明、征信报告等申请材
料来办理就可以了。由于他
贷款很急，我们在手续没有完
全办完的情况下，提前为他放
贷 300 万元，手续完毕后，又
放贷 200万元。”

肇东市黎明镇的“田嫂”
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曾面临和
尚立双一样的难题，最终他们
也成功从该金融公司贷款 30
万元，除了靠抵押物，同样还
是靠着他们在这一领域多年
的信誉。现在，他们已经将贷
款还清。张主任说：“公司以
农为本，我们贷款利率略高于
银行，又远低于一些贷款公
司，农民对我们的利率接受得
了。”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挂牌
不足一年时间，已为农户和合
作社放贷 20 余笔，累计投放
贷款 9710 万元，其中向种植

大户和合作社放贷 4000 万
元，涉农小微企业 4680万元，
向联保农户放贷 1030万元。

尚立双、“田嫂”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困难迎刃而解，其根
源在于肇东市大力推进的农
村金融制度改革。2013 年以
来，肇东市先后承担了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改革与建设及
全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任务。在任
务实施过程中，他们认识到，
在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日趋“挑
大梁”的全新形势下，实现“两
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革，金融改革是“先锋”，是打
破农业农村发展壁垒的决定
性基础保障。为此，肇东市打
破传统金融部门单一作业格
局，实施财政、银行、保险、担
保、新型规模经济体“五位一
体”综合改革，打造横向联合、
纵向联合的全新金融服务综

合体。肇东市发挥政府调控
功能，重点搭建了三个发展平
台，其中一项就是健全了金融
机构平台。特别是从去年开
始，肇东市积极承担省委、省
政府“两大平原”建设金融配
套改革的两项试点任务。第
一个就是组建了“融达”这个
省政府批准的首家农村金融
合作公司，该公司陆续与当地
乡镇的农户开展了联保贷款、
房屋抵押贷款和荒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等业务。广大农户、
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对其办事效率、利率标准及服
务质量均表示满意，很多农村
客户都表达了贷款需求和合

作意向。第二个就是组建了
黑龙江康达尔大丰收金融租
赁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为农业
生产、农产品储运、农产品加
工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设备租赁，为农村土地提供
信用托管、为新型经营主体提
供信贷服务等。自开办以来，
该公司已在全市所有乡镇设
置了分支业务机构，与农户及
合作社签订租赁设备等有偿
服务十二项，服务金额累计达
1436万元。该公司利用“康达
尔”著名商标包装肇东市农产
品，已与国内外客户签订销售
合同 7930 万元，赊销农用生
产资料 1431万元。

3天办完手续拿到500万元贷款

肇东 农村金融改革让“信誉农户”得甜头 本报讯（张雨 记者黄春英）日前，省畜牧兽医局在全省展
开无公害畜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在检查中排查质量安全
隐患，强化企业自律意识，规范标志使用行为，提升无公害畜
产品品牌美誉度。

此次检查范围涵盖全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无公
害畜产品生产企业，将通过检查发现无公害畜产品生产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及问题，避免发生重大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经营行为，督促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采取必要的质量安全控制措施和手段，增强企
业社会责任感及质量安全意识。将重点检查无公害畜产品
生产企业的生产操作规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是否使用禁
（限）用兽药；出栏、屠宰畜禽是否符合兽药安全间隔期和休
药期等。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督
促企业进行整改。对于整改不积极的企业将进行警告，严防
走过场。监督检查活动期间，省畜牧兽医局将派出检查组对
部分市（地）、县（市、区）无公害畜产品监督检查情况进行重点
抽查。

提升无公害畜产品品牌美誉度

我省检查畜产品生产安全

本报22日讯（杨帆 记者车轮）22日，由省医学会主办、
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承办的“2015年黑龙江省医学会卒中
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卒中分会学术会议”在哈尔滨举行。我
省成为继贵州省和河南省之后，全国第三个拥有省级卒中学
会的省份。来自全省的 30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了本次学
术盛宴。

专家们分别针对原因不明的栓塞性卒中等国际、国内高
精尖项目及新兴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回答了一些临
床上突出和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卒中学会会长、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介绍，
我国每年卒中发病率为 200/10万，黑龙江省的数字是 400/
10万，居全国榜首，35岁以上人群发病率是南方省份的 5~6
倍。此后，省医学会卒中分会将致力于促进我省卒中疾病
的科研及防治水平提升，探索多学科联合防治卒中模式，
培训基层医生，缩小我省与国内、国际先进卒中防控水平
的差距。

省医学会卒中分会成立

近几日，哈尔滨市气温明显下降，一些中小学校纷纷浇
冰场，上冰课。寒冷天气里，孩子们穿上冰刀，在冰场上风驰
电掣，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冰城学生上冰课

□本报记者 衣春翔

秋天的阳光，柔和地照在
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
教师徐景忠脸上，他看着远
方，露出了微笑。迎着阳光
看去，可以看见几个正在奔
跑的身影，他们是徐景忠的
残障学生，也是他带的特奥
运动员——七台河第一家特
奥速滑队。

这已是徐景忠带的第三
支特殊运动员队伍了，从教 22
年来，他无怨无悔地扎根于条
件艰苦的七台河特殊教育学
校，在一穷二白中组建了聋生
排球队和特奥田径队，这两支
队伍已经代表我省在全国甚
至世界级别的特奥运动会上
获得了超过 30枚金牌。

1993年，23岁的徐景忠从
肇东师范学校毕业，风华正茂
的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回家乡，到特殊教育学校从事
教学工作。

回想起当初的情景，孩子
们有走路走不稳的、有时常嘴
角流涎的、有口齿不清的、四
肢不听使唤的……看着让人
揪心。面对这群智障孩子，徐
景忠决定从身体机能的恢复
着手，以竞技体育特长培养为
突破点，让这些残疾孩子在取
得成绩自信的基础上，全面提
高综合素质。

经过 3年不懈努力，徐景
忠掌握了一整套独特的残疾
学生体育课堂教学和训练模
式，在佳木斯举办的东部地区
特教运动会上，徐景忠带领的
孩子们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二
名的好成绩。孩子们自信心
变强了，训练热情也更高了。

2000年，七台河市特殊教
育学校分别组建了聋生排球
队和特奥田径队，从这两个体
育队成立之日起，徐景忠成了
没有一分钱补助的校队教
练。一个简单的动作，常人学
几次就会了，徐景忠则需要耐
心地教几百次。他每天带着
这些残障孩子早晨 4 时起床
开始登山，然后回来学习文化

课，下午 3 时继续训练，日复
一日从未间断。

训练这些智力上有缺陷
的孩子不仅仅是需要耐心，有
时甚至会有危险。一次，徐
景忠在训练学生练习投掷垒
球时，由于一时心急，说了
一名学生两句，那名学生二
话不说，捡起脚下的一块砖
头砸向了徐景忠，幸亏他躲
开了石头。事后，他常常自
责：“不能怪孩子，都怪我太
着急了……”

2006 年全国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在哈尔滨召开，学校
田径队组队代表我省参加本
次大赛。在 70天的集训里，徐
景忠吃住都和学生在一起，过
路手牵手，吃饭怕他们烫着，
就连睡觉时都怕从床上掉下
来，在比赛期间更是一步不
离。就在本次大会上，他们获
得六金两银两铜的好成绩。

2007年 10月，在上海世界
特奥会上，徐景忠所带的中国
特奥女子排球一队，一举夺得
冠军。在随后的 2010年 9月至
2014年 8月间，徐景忠先后六
次带领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奥田径队代表我省在国内大
赛中获得数十枚金银铜牌，他
本人也先后多次荣获国家级、
省级优秀教练员称号。

在徐景忠老师的手机里
存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和学生
段晓春在 2006年全国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摘取金牌时
照的。照片上的徐景忠眼中
的泪水比段晓春还要多，他有
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当
时太激动了，一想着这孩子以
后的命运会因为这次运动会
而改变，我就高兴得想哭。获
不获得金牌不重要，重要的是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为以后的
生活打下基础。”

对比照片中的徐景忠，记
者发现时光在他的脸上雕刻
下了更多岁月的痕迹，45岁的
他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一些。

“这些孩子很不好带，有没有
过想放弃的念头？”面对记者
的提问，徐老师憨憨地笑了，
他说，“教育应该像阳光，应该
照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我想让
这些特殊孩子的头上永远都
有阳光的照耀。”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用特别的爱成就“特别的你”
记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景忠

龙江 最美人物(教师) ⑨

本报讯（滕忠顺 聂书宾
记者孙伟民）近日，记者从鸡
东县工信局科技办了解到，该
县向阳镇红卫村农民张明武
发明的“玉米秸秆育稻苗”新
技术取得成效，5年来，玉米秸
秆育稻苗累计实验种植 4000
亩，增产水稻 60多万斤，避免
破坏耕地 100余亩。

水稻是我省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然而水稻育苗需要大
量优质黑土，年复一年的大量

取土，破坏了耕地和生态环
境。推行玉米秸秆育稻苗这
一新技术意义重大。谈起玉
米秸秆育稻苗，不善言辞的张
明武立马来了精神。他说，想
起用玉米秸秆育稻苗还真有
点偶然，1995 年春天，家里要
育 100多亩稻苗，自家的土不
够用，就取了 6 车别人家的
土，结果被罚了 3000元。张
明武暗自发狠：一定要找到
一个不用土就能育出稻苗的

办法来。他试着用粉碎的稻
草、稻壳做培养基，结果水
稻得了稻瘟病。碰巧养猪用的
饲料——已经发酵的玉米秸
秆剩了不少，他就把玉米秸秆
粉碎后育起了稻苗，效果不
错。从此，张明武迷上了玉米
秸秆育水稻苗的研究探索。
经过 15年无数次的试验，终
于在 2010年取得初步成功。

每年秋收后，面对大量
无法处理的秸秆，大多数农

民都很犯愁，燃烧秸秆还会
污染大气。利用玉米秸秆育
稻苗，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
题，每亩秸秆农民还可增加
收入 80~100元。该项技术操
作简单，玉米秸秆经过发酵
后粉碎，再经烘干晾晒等处
理，就可以使用了，成本比土
壤育苗还低，每平方米育苗只
需 5~6元，育苗期不必喷洒农
药，而且所育稻苗根系发达，
增产显著。

鸡东 秸秆育稻苗 增收环保两不误

□本报记者 米娜

今年以来，大庆市公安局
坚持改革创新，构筑了以指挥
系统为中枢，以“一局一品”战
略为基点，以天网、地格、管
人、管物、信息、社会 6个核心
要素为统领的 8个体系，在互
为咬合中架网布局，有力推进
了警务实战化建设。

60个创新品牌逐点探路

“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是一个全面、系统、长
期的工程。改革过程有老难
题需要破解、新课题需要研
究，仅靠市局组织难以做到。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把顶层设
计与基层首创结合起来，按照
先进性、实用性、可复制性的
原则，全面实施了‘一局一品’
创新战略，一个单位一个品
牌，一个系统一种特色，集一
家之力为体系建设逐点探
路。”大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
长赵忠超说。

“一局一品”全警创新战
略实施 5 个月来，全市公安机
关已立项实施创新品牌 60个，
一些项目已初具规模和影响，
助推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全
面走向深入。龙岗分局将人
民调解机制引入治安纠纷调
解中，实现了社会矛盾化解与
警力节约使用的双赢；喇嘛甸
分局的“百老护万家”项目，优
化了居民小区防控网络；卧里
屯分局的“三联五共保平安”
项目，实现了警企合作常态
化；铁人分局围绕岗位练兵建
立了应急处突分队，实现了重
点部位应急处置；交警支队围
绕职能管理建设的交通控制
中心，在建设平安畅通城市中
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应急指挥体系与天网并重

在“一局一品”创建项目
中，大庆公安机关将应急指挥
体系作为重点品牌创建项目，
实施预案更新、手段升级和机
制创新，并从调整建设、管理、

应用 3个环节入手，使“天网”工程变成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工程，强力推动警务实战化改革。

据介绍，大庆市公安局应急指挥中心按照 57种应
急处突预案规程，能第一时间调度 473 名应急专家、
115支应急救援专业队伍、10大类应急救援物资、88家
应急联动部门、7家医疗机构、619处避难场所。同时，
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使用先进的 350兆数字集群通讯系
统，实现了对所有警车、警员的实时定位，并连通所有
联网的视频探头。今年以来，应急指挥中心通过一级
派警，直接抓获现行违法犯罪人员 73名。

大庆公安机关在建设上转变以政府为主的投资
思路，并实施“1+4”的多元化建设理念。“1”即政
府主导，“4”即企业自建、小区自筹、农村多元、
商业补充。目前，大庆已组织安装探头 11.29万个，
新建小区、要害部位、大中型企业、大型公共场所
实现全覆盖。

强化巡逻防控和人口管控体系改革

“一局一品”全警创新战略激发了打防控及人口
管理方面的工作创新，大庆公安在巡防体系改革中实
行四层布控，第一层在市内划定 5个核心巡区，驻守而
不死守，巡区而不蹲点。第二层重点巡逻区域在核心
区之外，以各分县局为主要力量，按照人员、车辆、武
器装备和 5 分钟处置要求，在全市划定 51 个重点巡
区，每个巡区至少保证 1辆警车、2名警察，有警处警、
无警巡逻。作为重要补充，第三层边缘巡控区今年 6
月正式布建，重点从打好油田保卫“阵地战”的角度，
共同规划了 56个警企联防区块，保卫油田同时辐射周
边治安，填补了防控体系的空白。第四层城际交界巡
控区是保证被盗原油“运不出”的主要防线，在主要公
路全面加强了 9个公安执勤室建设，在沿江区域规划
出 17个水上执勤室。

本着“服务与管理并重”的理念，大庆公安创新在
办证过程中采集十指指纹和 DNA信息的做法，在预
防和打击流动人口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目前，大庆已经累计采集DNA信息 29万份，采集指纹
信息 36万条。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在浓厚的改革创新氛围
中，大庆公安建立了公安主导下的社会化联动体系，
全面健全完善了社会资源整合机制、社会力量协作机
制、社会平台利用机制，充分利用成熟的社会化平台，
对社会管理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联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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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盛黎明 记者彭溢）近日，作为我省实施“十二五”
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的重要内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发电装备制造服务与产业链协作云服务关键技术研发
与示范”课题，通过了科技部高新司在哈尔滨组织的专家组
验收。

据悉，该课题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与
省计算中心等相关单位联合承担，课题针对我省装备制造业
发展需求，研究了面向装备制造企业集群的新型云企业服务
模式和物理资源的虚拟化与计算资源的服务化、电站现场设
备数据的采集与服务工具集，为发电装备制造服务于产业链
协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课题研发的发电装备远程服务支持系统已为三峡、向家
坝、溪洛渡等电站的 30余台发电机组提供了远程服务支持；
课题研发的企业云服务平台在发电装备制造企业集群得到实
际应用，为 150余家企业提供了信息化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课题的研究成果为我省装备制造业向服务型
制造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

我省一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通过验收

本报讯（宋汜波 记者刘大泳）入冬以来，作为我省今
冬推出的“冰雪之冠”五大精品线路之一的漠河北极村气温
不断下降，使当地的旅游业日渐升温。北极村主打项目北极
滑雪场自 11月 15日正式开门迎客以来，吸引了大批来自广
东、上海、河北的游客。

据了解，漠河北极村拥有每年长达 200多天的积雪期，
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使得北极滑雪场成为今冬黑龙江省第一
家正式对外营业的室外滑雪场。除了滑雪之外，雪橇、雪地
拔河、雪地足球等丰富多样的冰雪运动，都让游客们感到了
冬季黑龙江冰雪的独特魅力。

北极滑雪场的另一大特色是它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
站在这座边境滑雪场上可以一览两国冰雪美景。雪场内的标
志牌刻有 5国语言，凸显国际化特色。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游
玩，滑雪场今年还增加了场地安全员、滑雪教练场，并优化
了雪圈道。与此同时，毗邻滑雪场的是芬兰圣诞村的“姊妹
村”——亚洲唯一的北极圣诞村，每年冬季芬兰都会派专业
的圣诞老人常驻于此，开展冬季旅游交流互动，游客们在此
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圣诞文化。

北极村旅游滑雪持续升温

近日，哈尔滨龙泰船舶工业有限公司船舶拆解试生产正
式运营，这也是我省首家通过省环保局认证的专业船舶拆解
公司。该公司的正式运营也填补黑龙江省内拆船业空白。据
了解，该公司年拆解能力3万吨，兼营船舶设计、制造、修理以
及钢结构等。并开展引进俄罗斯船舶进行拆解后的相关贸易
合作，开设稀有金属，有色金属，不同型号的板材、型材，以及
相关附属品的网店及实体店。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我省首家船舶拆解公司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