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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决胜
阶段。科学制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对于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纲要依据《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制
定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编制，是今后五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全省
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是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导向、重要依据。

第一篇 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以来，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全省上下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科学发展、主
动作为，大力实施“五大规划”发展战略，着力构建“龙江丝路
带”，扎实推进十大重点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第一章“十二五”时期我省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经济发展实力显著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初步核
算 2015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083.7亿元，“十二五”期间
年均增长 8.3%。全省重点推进建设的 1462个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 6239亿元，其中投资 20亿元以上的项目 52个。推动科技
成果产业化。第一、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比重明显提升，第二产
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十一五”期末的 12.6：
48.4：39调整为 17.5：31.8：50.7。

现代农业迈上新台阶。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开展
“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服务、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
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创新。抓住水利、科技、农机、生态四条主
线，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累计建成生态高产标准
农田 3987万亩。连续五年粮食总产量和商品量全国第一，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完成铁路投资 764亿元，是
“十一五”时期的 2.8倍，竣工和在建里程 2209.2公里。哈大（大
连）高铁建成运营。新建高速公路 2990公里、一级和二级公路
4420公里、农村公路 17604公里。省内机场达到 11个。水利总
投资 846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4倍，黑龙江、松花江、嫩江
干流治理，胖头泡蓄滞洪区、阁山水库、奋斗水库、尼尔基引嫩
扩建等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完成电网投资 195亿元，投产变电
站 263座、线路 1万公里。一批大型热电项目建成投产。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

过 3 年清理，578 项省级行政审批取消或下放，精简幅度为
54%。13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取消。加快商事制度改革，
55项企业登记前置审批许可改为后置，年检年审事项减少
84.3%，实施“四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市场主体快
速增长，2014年新登记内资企业 4.8万户，增长 61.9%；2015
年又增长 16.4%，总数达到 30.6万户。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
革取得突破。对集中供热热源、矿产资源及其精深加工、风
能、光伏资源等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市场化配置。推进
国企改革。完成驻省央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启动
全省厂办大集体改革。构建以对俄合作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格局。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着力构建“中蒙俄
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对俄合作由毗
邻地区向俄中部及欧洲部分延伸、由经贸合作向全方位交流
合作转变进而提升经贸合作层级。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哈欧班列实现运营。哈洽会升级为中俄博览会。全省外贸进
出口累计 1748.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 223亿美元，分别是

“十一五”时期的 1.9倍、2倍。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58.8%，比“十一五”末提高 3.1个百分点。开复工
“三供三治”项目 787项，完成投资 778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5倍。城市供水、燃气、集中供热普及率分别达到 96%、89%和

74%；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率分别达到 85%、90%，投入 24.9亿元
用于提高城市机械化清冰雪能力。新增城市绿地 8350公顷。
建设城市道路 2431公里、桥梁 115座。加强大小兴安岭生态保
护，全面停止国有重点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新增森林蓄积
量 3.1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减排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松
花江流域水质持续改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
降低 18.1%。

民生持续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4203
元、11095元，比“十一五”末增长 64%、84%。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38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 4.5%以内。400多万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整体增长近 1倍，排名由全国第 32位上
升至第 24位。各项低保标准大幅提升。高等学校生均经费标
准提高 1倍以上。改扩建、新建公办幼儿园 1424所。开展“健
康龙江”行动，全省人均预期寿命由“十一五”末的 73岁增长到
76.6岁。累计投资 355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1.9倍，建设保
障性住房 205万套、改造农村泥草（危）房 109.1万户，近千万城
乡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两年建成 2604个中心村文化广
场。800.6万农村及乡镇人口饮水安全得到解决。119万人口
脱贫。“平安黑龙江”建设成效显著，八类主要刑事案件比“十一
五”末下降 49%。

（下转第三版）

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预防职务犯罪 当好人民公仆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4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和
制度机制，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
任，加大关爱保护力度，逐步减少
儿童留守现象，确保农村留守儿童
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得到有
效保障。

《意见》提出，要建立完善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一是

依法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对
外出务工父母履行监护职责提出
具体要求，明确加强家庭监护监
督指导的具体措施。二是落实
县、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
员会职责，明确县级人民政府统
筹协调和督促检查责任，要求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
（居）民委员会及时掌握农村留
守儿童基本情况，加强对家庭监
护的监督、指导，确保农村留守
儿童得到妥善照料。三是加大教

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力度，明
确教育部门、中小学校在农村留
守儿童学习教育、心理健康、生活
照顾、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职责任
务。四是要求各级工会、共青团、
妇联、残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发
挥优势，积极为农村留守儿童及
其家庭提供关爱服务。五是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类社会
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
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专业服务。

国务院印发《意见》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本报记者 狄婕

放眼中国，黑龙江是地图上的最北。当我们将目光继续
向北望，黑龙江是东北亚的中心。去年，随着哈尔滨国际集
装箱中心站的建成，从运通全国到运通全球，龙江连接世界
的脚步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采访，成排的集装箱货柜、
高大的龙门吊、空箱对高机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先进的、现
代化的物流场景，在这里都会在你眼前一一呈现。而在这些
场景背后，彰显的则是中心站一系列的现代化枢纽功能：承

担国际贸易和国内进出口的中转和集散，以大宗商品运输和
中转为主，兼具内陆一类口岸的出关功能，出口的货物可在
中心站一次性装运，实现与国内、国际港口间铁海联运等。
随着今年海关、检验检疫进驻这里，我省开通的哈欧班列办
理进出关手续将更便捷、更有效率。

展望未来，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作为东北地区铁路网
络核心节点，将完善哈尔滨铁路运输网络，提升业务处理能力，
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运输枢纽，进而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形成物流洼地，引导国内、国际货源向哈尔滨积聚，把哈尔滨打
造成“中蒙俄经济走廊”对外合作中心城市和全新物流平台。

记 者 手 记

从“运全国”到“运全球”

□本报记者 狄婕

五颜六色的集装箱一排排摆放在货场上，四个龙门吊对
集装箱进行吊装作业，一辆辆小汽车通过轨道运送到集装箱
内。这一幕幕曾经被我们艳羡的现代化物流场景，是如今哈
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的日常一景。

近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站场内，各类
组装、吊装、运输作业正在有序进行。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
18个集装箱中心站之一，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正成为中
俄铁路物流大通道的关键节点，为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注入新的活力。

智能“替代”人工 实现精准化作业

在中心站大门口，一排排黑色通道吸引了记者视线。“这
是集装箱中心站的智能大门，所谓的‘智能’并不是指门自身，
而是门背后先进的信息系统。”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货运
值班员段海峰说。这套信息化大门由箱体识别系统、箱号识
别系统、集装箱验残检测系统、管理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五个
部分组成。大门和场区内的无线网络、视频监控结合到一起，
每个集装箱的箱车进来后，智能大门就可以把具体的集装箱
信息发到车载终端上面，让这辆车准确找到要去取哪个箱，或
者是把运来的箱体放到哪个指定位置，实现精确化管理。因
为有了智能系统，整个场区减少了人员成本，调度指令均可以
由这套系统平台下达，做到最合理化的统筹安排。同时，智能
大门的调度信息还通过货车内的智能终端发给货车司机，进
出所走的路线都会安排好。

沿着智能大门进入站内，在调度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电
子操作台前是一面巨大的显示屏，显示屏对站内的各个区域
进行实时监控。段海峰介绍说，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分
为快运、特货、集装箱三大作业区。而调度指挥中心就是对这
三个区进行协调作业，包括车辆的到达发送、装卸车组织、监
控场区等。无论是龙门吊的作业，工作人员的装卸，还是进入
场区的车辆，遍布全站的 56个摄像头会对各个区域进行 24小
时监控，以达到智能化的作业流程。 （下转第二版）

站在对俄对欧贸易前沿
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建设记事

本报 14 日讯（记者蒋国华）14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
长陆昊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三江连通工程规划
工作。

省水利厅汇报了三江连通骨干工程规划情况及下一步
工作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发表了意见。陆昊指出，在水利部
等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我省水利系统做了大量基础性前
期工作，为正式向国家申报三江连通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江连通工程对于推进龙江农业现代化、巩固国家重要水稻
生产基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要看
到三江平原目前大量使用地下水的水稻生产方式不可长期
持续，看到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能力亟待提高，看到
建设亿亩高标准生态农田、以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实事求是，系统考虑，把握节奏
和要害，加快推动三江连通工程规划编制工作。

陆昊强调，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央
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由传统的注重技术经济分析转变为技
术经济和生态分析并重，在某些方面要把生态分析摆在前
面。对于涉及几百亿投资的重大工程建设，要充分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既要看到重大意义，听取正面意见，也要注意听取
不同意见，努力优化方案。

会议决定，由发改部门牵头，水利、环保、交通、农业、林
业及农垦等相关部门和系统参与，共同编制项目建议书。

郝会龙、吕维峰，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佳木斯、双鸭
山、鹤岗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陆昊主持会议

专题研究三江
连通工程规划工作

正月里，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的一家书店门口
挂起了百余个红灯，旁边是谜语，吸引许多市民和游客前
来赏灯猜谜。 本报记者 苏强摄

赏灯猜谜

本报讯（吴殿峰 记者王彦）省政府日前发布《黑龙江环境
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提
出，在今年 6月 30日之前淘汰一批、规范一批、完善一批建设
项目，对环保违法违规项目进行“清零”处理。目前相关核查
核实工作已经完成，进入清理整顿阶段。

据了解，由于历史原因，我省各地大量存在未取得环境影
响评价批复文件的建成和在建项目。从改善环境、规范市场
秩序、服务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迫切需要依法依规做好化解工
作。根据《方案》要求，我省将分类分批处理。对不符合产业
政策的建设项目，依法责令停业、关闭；对符合产业政策，但是
治污设施不配套、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既有建设项目，依法责令
限产整治或停产整治；对符合产业政策、治污设施配套的既有
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估，依法完善环保手续；对符合产业
政策，但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处于在建或建成未正
式投运的建设项目，依法责令停止建设补办手续。

根据《方案》，这次清理整顿将兼顾政府、社会、企业各方
合理诉求，淘汰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坚决取缔高耗能、高污染的违法企业；规范一批治污
设施不健全违规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提高企业治污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理水平；完善一批符合产业政策建设项目的环保
手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省政府提出，对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不
到位的地区进行约谈，对清理整顿工作履职不尽责，存在失
职、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存在瞒报、
谎报、漏报的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一经核实，坚决予
以查处，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我省清理整顿
环保违法违规项目

□丁兆勇 本报记者 刘亿服

日前，记者冒着严寒来到桦南县土龙山镇中兴村。在热
气扑面的安泽养驴专业合作社驴棚里，看着 100多头驴撒着
欢儿地抢食，饲养员徐凤海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以后再也
不用外出包地赚辛苦钱了，我现在是合作社股东兼饲养员，
每年都能有 2万多元固定收入。”

徐凤海今年60岁，其所在的中兴村是桦南县的贫困村之
一。全村330户1210人，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就有900
人之多。然而，这个村从来没有停止脱贫致富的脚步，全村有
100多户长年在外打工，余下的200多户以参加农机合作社等方
式自主增收。今年年初统计，540人已经脱贫，脱贫率达60%。

去年5月，桦南县扶贫办投入1000万扶贫开发资金在这个
村成立了安泽养驴专业合作社，长年住村的205户全部出资入
股，每股1500元共集资500股75万元。徐凤海一家入了10股，

“主要是看好这个项目，也相信带头人管继财的人品和能力。”
管继财在这个村当了 40多年的村支书，口碑好，能干

事，加上村民自强脱贫的意识比较强，桦南县推进整村式扶
贫选中了中兴村。群众选项目是桦南扶贫工作的一个特色，

经过村民代表和扶贫办前期考察，把项目落定在收益高、风
险低，又能发挥地域优势的养驴产业。7栋标准化驴舍很快
建成，10台（套）农机具和饲料搅拌机可实现秸秆机械化回
收和肉驴自动化喂养。去年 11月，首批引进肉驴 109头，后
续还将引进 600头。

“驴皮、驴肉价格高，就地取材的秸秆可作饲料，很经
济。”管继财算了笔账，现在每头驴一天能长 8两，出栏时能
长到 500斤，按每斤 19元计算，每头驴销售收入 9500元，去
除幼驴购价 5500元，育肥饲料、人工费、管理费 1700元，保守
估计每头驴利润 2280元，项目达产 700头后，利润可达到
160万元，人均增收 2300元。

桦南县坚持“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的工作理念，大
力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以解决贫困村、贫困群众最迫
切的需要为出发点，找准病根、分类施策、对症下药、精准
发力。 （下转第二版）

“一村一品”“一户一策”

桦南贫困户多了来钱道儿

精准发力 打赢龙江脱贫攻坚战

可以无线互联调度的龙门吊。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