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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二五”时期的不懈努力，产业基础更加牢固，优势
更加突显。园区承载功能更加完备，建设完成了中兴大道、雨
润大道、企业街等 12条道路及其附属配套的给排水、绿化等
工程。招商引资成效显著，5年来签约招商项目 163个，签约
额 350亿元，开工项目 15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6个；宏业
木业、中广核风力发电、万润生猪屠宰加工等 27个超亿元项
目投产运营，连续 4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产业项目大招商先
进单位。以生猪、皮草（革）、粮食为重点的立县产业稳步推
进，创建了省级绿色生猪产业园区，大北农生猪养殖、华强皮
草养殖和制衣、丰源牧业等畜牧产业项目投产运营。

“十二五”时期，园区累计落户企业达 81家，固定资产投

入 65亿元，其中投产达效的有山东金锣集团、大江屠宰、太行
水泥、宏业木业、华丽制衣等企业 64家，在建的有宝成木业、
丰源屠宰等 16家。园区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6家，初步形成
了四大主导产业集群，以八旗油脂、哈高科、祥瑞大豆、苏城酒
业等企业为主的食品加工产业群，以金锣、雨润、七合、华强等
生猪、狐貉深加工企业为主的畜禽深加工产业群，以健力轴
承、恒通轴承加工企业为主的轴承制造产业群，以隆森木业、
大森林木业、太行水泥、宏业牧业等建材加工企业为主的建材
产业群，实现就业 3万余人。累计实现产值 317亿元，年均增
长 23%；销售收入达到 290.46亿元，年均增长 23%；实现税收
10.71万元，年均增长 23%。

强力推进产业攻坚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巴彦
产业项目支撑县域经济强势崛起

□文/摄 郭微微 武新宇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刚刚过去的一年，巴彦县深入实施“兴工、强农、扩城、惠
民”战略，凝心聚力，勤奋进取，2015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8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97亿元。在产业项目建设中，牢固
树立产业项目是县域经济财力重要体现的理念，全力抓产
业、上项目、促发展。做强产业，按照大粮食、大畜牧、大加工
的思路，形成了以生猪、皮草、粮食、木材加工为主导的立县
产业。签约项目22个，其中1亿元以上项目17个，开复工项
目33个，项目总投资65亿元，安置劳动力就业19000人。

近年来，巴彦县以兴隆工业园区和巴彦工业新城两个工
业承载区为载体，确定了以生猪为主的畜产品产业化项目、农
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皮草加工项目、建材加工等领域项目为主
攻方向的招商思路，积极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
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好的大项目。

形成以正邦、大北农、丰源、大江等产业集团为代表的生
猪养殖加工产业集群，初步已形成了辖区内的 500万头饲养
量、150万吨饲料加工、350万头生猪屠宰的产业化规模，正在
由生猪饲养量的全国第一向产业化发展的全国第一迈进；形
成以华强皮草为龙头的特色养殖加工产业群，投资 3亿元的
哈尔滨华强皮草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几年的培育扶持，已成长
为集繁育养殖、毛皮交易、服装加工、人才培训、仓储物流等为
一体的大型龙头企业。目前，该企业年育种能力达到 27万
只，年毛皮交易量达 400万张，年产服装辅料 15万件、成品裘

皮服装 5000件。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全县特种动物饲养量
已达到 245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发展到 73个，合作社发展到
68个。为下步加快推进哈尔滨东北亚国际皮草加工基地建
设，打造千亿产值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以哈高科、富
裕酒业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形成以宏业高端实木家具等
5个木材加工项目为代表的木材加工产业。

自去年巴彦县产业项目大招商启动以来，全县新签约产
业项目 34个，项目总签约额 75.25亿元，其中新开工产业项目
30个，新签约项目当年开工率 88.2%，自主招商率 86.7%。复
工项目 12个，投资额 9.3亿元，全年使用内资实际到位 49.58
亿元，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 115%；外资到位 1252.8万美元，完
成全年任务指标的 116%，在新开工的 30个产业项目中有 21
个项目实现了投产。在新签约的产业项目中，10亿元以上的
项目 2个，签约额 30.5亿元。

依托优势上项目 全力加快招商引资

巴彦县是一个农牧资源丰富的传统农业大县，如何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才能实现农业大县到经济强县跨越的目
标，必需做好实现经济强县的载体和平台。

整合巴彦和兴隆两个园区，园区面积由 20平方公里增加到
30.56平方公里，落户企业数量、产值、土地利用和规划建设等均
达到省级标准，去年 6月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命名为黑
龙江巴彦经济开发区，为财源建设和工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其中巴彦县兴隆工业园区规划面积由 3.66平方公里扩大到
20.02平方公里，；巴彦工业新城规划面积 10.54平方公里。截至
目前已开发面积 10.86平方公里，累计投资 10亿元，实现了基础
设施“七通一平”。 在 2015年经济下滑、财政紧张情况下，投入
资金 1787万元完善了园区基础设施。

积极为新落地开工的宝成红木、金桥科技、八旗粮油、裕成
龙包装等企业做好了保姆式服务，完成了各类手续办理，并多次
召开推进会，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为投产企业做好经常性工作，解决非生产以外的一切问题，
达到了安商、稳商、富商的目标。为兴隆园区哈尔滨京彦联合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解决给排水管道入网问题。为兴隆园区哈尔滨
迪科伦化工有限公司解决高压线路及高压线路迁移的问题。为
哈尔滨巨龙生物有限公司解决土地农转建问题。协调省、市、县
村镇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龙江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入园
企业进行融资服务。

提升园区载体功能
保姆式服务提质增效

巴彦县华丽制衣公司生产车间。

巴彦县宏业木业公司生产车间。

近日，通河县鑫达大酒店里热闹
非常，一场献给全县广大环卫工人的
文艺演出让春节前的夜晚增添了无
比喜庆的气氛。

据了解，为了让奋战在一线的广
大环卫工人能高高兴兴地过个年，该
县鑫达集团携手魔耳国际英语学校
等爱心企业，精心编排了一台文艺节
目，献给近 200 位可敬可爱的环卫工
人们。文艺演出结束后，免费为环卫
工人准备的美食大餐随即开餐，鸡、
鱼、排骨、肘子等菜应有尽有，啤酒、
白酒、饮料全部免费供应。一位65岁
的女清扫工屈福琴阿姨高兴地说：

“去年县里就免费请俺们吃了一顿，
今年又免费吃一顿，比年三十家里的
菜都丰盛，太好吃了，谢谢这么多好
人惦记我们！”用餐结束后，每一个环
卫工人还免费领到了一桶豆油和一
袋白面。

张肖 戴剑飞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通河 百名环卫工欢喜过新春

本报讯（刘秉忠）近日，五常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揭牌成立，颁发了首批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五常市不动
产统一登记工作全面启动。

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将分散的国土、住建、农牧、
林业等部门的土地、房屋、草原、林权等各类不动产登记统一
到一个机构，实现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
息平台“四统一”，结束了过去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的繁琐复
杂流程。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后，只需到不动产登记窗口提
交一次材料，办理一个证书即可，大大减少了办事环节，减轻
了群众和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五常 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

本报讯（张晓婷）为促进方正大米产业发
展，方正县设立了方正大米产业发展基金，由
县财政安排 20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符合方
正大米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发展。

方正县是中国富硒大米之乡，近年来大
米产业已成为方正县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优
势产业。全县稻米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120
家，其中规上企业 40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4
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7家，稻米加工能力达
150万吨。

但由于大米企业基础投资规模不断加
大，粮食收储资金压力剧增，制约企业快速发
展的融资难瓶颈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破解。
方正大米产业发展基金通过与哈尔滨银行
方正县支行合作，以担保方式贷款缓解企业
和专业合作社融资难。哈尔滨银行方正县
支行将基金作为信用担保，放大 8倍向企业
和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基金创新政府资
金使用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
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支持相
关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

目前，方正大米产业发展基金担保贷款
项目已得到哈尔滨银行总行审批，首批 500
万元已拨付到位，有资金需求的 33家企业和
专业合作社也已进入贷款审批程序，贷款需
求总额 8700万元。

方
正

设
立
大
米
产
业
发
展
基
金

本报讯（王雪菲 姜元一）春节临近，木兰县委书记
张国文看望了已退休的全国特级教师、“启研式教学法”
创立人徐国敏老师。据统计，木兰县已将近 70万元春节
慰问款和物资发放到 1500名优抚对象、贫困户、特困残
疾户、贫困老党员的手中。

为了让困难群众过上温馨祥和的春节，木兰县
高度重视春节期间走访慰问工作，出台了走访慰问
方案，尽最大努力扩大走访面，特别是优抚对象、贫
困户、特困残疾户、贫困老党员等作为走访重点。同
时，对全县现役部队及老军人进行了走访。目前，木
兰县已走访优抚对象 272 户，贫困户及贫困老党员
858 户，特困残疾 370 户，发放大米 1500 袋、豆油 1500
桶、面粉 3000 袋。

木兰
节前走访慰问暖民心

本报讯（王树君）尚志市人民银行把支持备春耕生产作
为支农工作的重心来抓，提前谋划，加大资金组织力度，到 1
月末全市涉农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3.78亿元，为备春耕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支持。

尚志市人民银行把支持“三农”发展作为当前工作首要任
务，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和基层网点成立服务小组，上门走访粮
食种植、农副产品生产、农资生产商等重点客户，摸清备春耕物
资市场资金需求情况；引导涉农金融机构组织信贷人员走乡串
户发放贷款，为农户提供备春耕生产绿色通道，简化办贷手续，
确保信贷资金不误农时；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对备春耕生产贷款
施行优惠利率，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全力支持备春耕工作。

尚志 提前谋划备春耕资金

本报讯（张肖 俞宇）近日，一家便民惠民创业项
目——“通河米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通河开业，
通河县通河镇与上海享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
订了合作协议。

“通河米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通河镇通过招
商引进上海享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一家互联
网+企业。该公司的米袋网村村通项目，通过手机微
信网络建起了一个专门销售农村山特产品和绿色有
机农副产品的“米袋网通河商城”。商城试运营的短
短一周时间，日交易额突破了万元，各种农副产品已
经卖到了江、浙、沪等全国各大城市。

网上订单忙，网下农民供货更忙。通河镇永河
村村民许秀兰这几天可忙坏了，自从成为通河米袋
网商城的供货商以来，她摊的手工大煎饼现在是远
近闻名、供不应求。原来每斤煎饼卖 6 元，还得进城
蹲市场去卖，往返车费运费不说，还搭上了时间。现
在好了，米袋网的订单天天来，并且有专人到村里提
货，坐在家里就能把煎饼卖出去，还卖到了 8 元一斤
的好价钱。

生产蘑菇、木耳、蜂蜜的，养鸡、鸭、鹅、猪的，做
豆腐、咸菜、大酱的，各个作坊主、养殖户纷纷加入到
了米袋网通河商城。目前，通河镇的 10 个行政村都
成为了米袋网通河商城的供货基地。通河镇党委书
记张国志介绍，米袋网通河商城的建立，既是该镇面
向农村的精准扶贫项目之一，更是帮农富民的又一
创新举措。把老百姓手中的山产品和农副产品推到
互联网上，让农民的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卖个好价钱，
实现农民增收。

通河
“米袋网”进村农货俏销

□王雪菲 姜元一

随着春节临近，也迎来了乡村百姓置办年货的高峰期。
和往年相比，今年木兰县的年货市场除了传统的年货外，漂洋
过海的“洋年货”在市场上销售异常火爆。传统的高档礼盒风
光不再，而价格亲民、性价比高的俄罗斯大虾、蟹子、糖果、面
粉、豆油，韩国的化妆品、厨房用具，德国的啤酒，无一不在木
兰的年货市场“抢”尽风头。

为什么乡村的年货市场刮起了“洋风”？正在购买“洋年货”
的李小姐说：“洋货的价格不但不像从前那样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大多数商品反而比同类国产的产品价格更低，质量还好，走亲访友
送出去当礼品有新意、有面子，自己家用着也实惠。”时尚前卫的李
小姐力挺洋货不足为奇，可就连年近七旬的李大娘现在也是“洋
货”的追星族。李大娘说：“自从吃上俄罗斯豆油家里就一直没买
过别的，不仅是面，油、糖啥的也买洋的了，不但质量好、价格低，味
儿还好。不只是我，身边的老姐妹们现在也都买了。”

木兰县年货市场“洋风”之所以越刮越大，不单单是洋产
品风暴的来袭，更多的是 80、90后作为当下消费的主力军，引
领着新的消费潮流。随着这股潮流影响，农村百姓的消费观
念也已悄然改变，不再像从前一样，只选择熟悉的老品牌产
品，现在只要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就都可以成为购买的选
择。同时消费者选购货品的渠道也逐年的“洋气”起来：朋友
圈代购年货、淘宝网淘年货、团购网团年货。

乡村年货市场
不少外国货

木兰县吉兴乡“冰雪文化节”已举办了 3年，今年雪雕雕
刻在农民的手下栩栩如生，吸引了乡亲们驻足观看。吉兴乡
文化站站长王向东说：“农民的腰包鼓了，精神也要富起来，冰
雪文化把农民的‘冬闲’变成了‘冬忙’。” 王雪菲 姜元一摄

春节将至，宾县文明办、宾州镇和爱心公益车友会志愿者
一行40人走进13户贫困群众家中，送来了水饺、米面油等总
价1万元的生活物品和慰问金。 戚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