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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下一步，关键是要凝心聚力抓落实，蹄疾步稳往前走。今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站在新起点、
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
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遵循科学规律，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
动能所在。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按照统
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紧紧抓住人
的城镇化这个核心和提高质量这个关键，用改革的办法和创
新的精神，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着力增加适应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着力构建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惠及
更多城乡群众，为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注入
强劲动力。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桂英）“要
抓住供给侧改革带来的难得
机遇，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推动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
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着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不
断增强我省农业竞争力，推进
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树
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发挥
我省绿色特色产业优势，下大
力气把我省农业优势调强、产
业调大、布局调优、效益调
高。”正月十二结束的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对推进全省农业
战略性调整做出重要部署，拉
开了我省农业供给侧改革大
幕。

正月十三，省农委组织召
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贯彻落
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部
署调结构转方式的具体招法，
在龙江大地依旧一片冰封的
正月里，率先在思想与思路上
掀起了备耕和春季农业生产
热潮——

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指

出，结构调整是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举措，是
减少库存压力的重要途径，
是今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
大重点。新的一年里，全省
农业战线一定要牢固树立

“五大”发展理念，突出抓好
农业结构调整。

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
增”，粮食总产连续五年稳居
全国第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大省，
调结构转方式的文章应该怎

么做？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给
出了明确的答案——按照“减
玉米、稳定并适当增加水稻、
增大豆杂粮、扩草蓿和果蔬，
拓展市场，提升农业产业链和
价值链，提高质量和效益，打
造安全优质高效绿色农业”的
总体思路，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生
产力布局，推动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销一
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下
大力气把我省农业优势调强、
产业调大、布局调优、效益调
高。具体方向目标有四：一
是往优质高效作物上调。推
动全省由单一粮食种植向粮
经饲三元结构协调发展转
变，农产品由低效品种向高
效品种转变，使农民从农业
生产经营中获得更大收益。
二是往现代畜牧业上调。大
力发展 “两牛一猪一禽”；
强力拉动畜牧业发展，加快

“粮变肉”“草变乳”过腹增
值，使我省由大粮仓变成

“粮仓+肉库+奶罐”，力争建
成全国重要的高品质畜产品
强省。三是往绿色食品上
调。这是我省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制
高点，也是龙江未来农业发
展的希望所在。要发挥寒地

黑土、生态环境优良的优
势，扩大绿色有机食品种植
面积，加快推进减农药、减
化肥、减除草剂“三减”行
动计划，培育一批在全国响
当当、信得过的绿色食品品
牌，努力把绿色食品产业做
大。四是往优化布局上调。
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必
须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
经则经、宜草则草、宜牧则
牧。按照国家要求和市场变
化，全省力争调减玉米 1000
万亩，其中北部第四、第五积
温带的玉米种植面积，今年要
确保调减500万亩以上。

调结构的蓝图已经绘就，
全省农业战线和各地积极行
动，箭在弦上。记者从全省农
业工作会议上获悉，农业结构
调整将从种植结构、农产品品
质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三方
面发力。在种植结构上，力争
做好五件事：一是引导农民科
学调整玉米品种，调减籽粒玉
米面积，尤其是调减北部四、
五积温区高纬度的籽粒玉米
面积；二是适度在有水源条件
的松花江、嫩江沿岸和三江平
原等地区，扩大优质水稻种植
面积；三是逐步在北部麦豆主
产区发展高蛋白食用大豆和
强筋小麦； （下转第七版）

抢抓中央全面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机
遇，冰封的龙江大地生产建设
一直热潮涌动。重大基础设
施及产业项目去冬以来不再

“冬眠”，克服寒冷天气连续施
工；冰雪尚未消融，按照正月
十二结束的省委农村工作会
议的战略部署，各地正在着力
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着力增
强全省农业竞争力，树立大农
业、大食物观念，发挥我省绿
色特色产业优势，瞄准“粮仓+
肉库+奶罐”，紧锣密鼓“转方
式，调结构”。

面对经济发展多年未有
的下行压力，我省把“调结构、
转方式”放在突出位置，加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深挖
产业项目潜力，带动工业结构
调整；重构产业新体系，创新
发展“十大重点产业”，突出国
内有总需求增长空间和黑龙
江有竞争优势的重点行业，加
快产业层次向中高端迈进。
新的增长因素和力量正在进
一步汇集发力，老工业基地正
释放着春天的信息。

反映各地各部门干部群
众抢前抓早、担当作为，务
实干事的精神风貌，为我省

“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本报今起
开 设 《龙 江 生 产 建 设 涌 春
潮》专栏。

开 篇 的 话

春节刚过农民抓紧销售手中余粮，为春耕早做打算。图为龙江县的中粮生化能源有限
公司料场上，铲车正在运转刚收购来的玉米。 李福山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 发挥绿色特色产业优势

粮仓+肉库+奶罐 龙江发力调结构

龙江生产建设涌春潮

□本报记者 孙佳薇

在 46年的村党支书生涯
里，付华廷倾力做一件事，就是
带领甘南县兴十四村的父老乡
亲走共同富裕道路，让这个当
年荒原上“房无一间、地无一
垄、树无一棵”的移民村，一步
步迈进世人瞩目的现代新城镇
行列。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百
名好支书表彰命名大会上，年
近古稀的付华廷毫无悬念地当
选为百名好支书标兵。他身着
灰色西装，戴一副花镜，站在台
上发言时依旧精神矍铄：“我很
感激、感恩党这些年给我的荣
誉，我虽然快 70岁了，还一身
病，但我不服老，为了报答党的
恩情，为了兴十四村发展和乡
亲们的幸福，我只要还有一口
气儿就要接着干。”

回想起当年的艰苦奋斗历
程，付华廷觉得很多事还历历
在目。上任初期，为让乡亲们

吃饱肚子，他四处凑钱到国营
农场买羊、买猪、买牛、买马
发展畜牧业。为发展机械化，
当初因没指标买不到拖拉机，
他就四处凑钱买拖拉机零件，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从省、市、
县和双河农场背回来 1000多
个零部件，组装成全村第一台
拖拉机，开垦了 4000多亩地。
为发展村办企业，老付坐硬座
跑北京、跑上海、跑哈尔滨，饿
了就啃大煎饼、渴了就喝卫生
间的凉水……在他的带领下，
兴十四村发生了巨变。老付发
言时说了一句当下的流行的
话：“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
实现的。”

近年来，兴十四村大力发
展现代大农业，引进产业化
龙头企业，壮大第三产业，
不断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如今，已经走上了一条农业
现代化与城镇化相互协调、
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

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
化协调发展之路。

2015年10月，兴十四村与
福建省世纪之村集团和河北省
刘现庄集团合作建设农村电子
政务、电子商务、电子农务和便
民服务平台项目，并成立黑龙
江兴十四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2000万元，运用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针对“三
农”现实需求，构建一整套农村
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围绕

“互联网+现代农业”这一核
心，着力塑造高科技有机农产
品品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有
机绿色健康农产品，同时也为
发展农村经济、创造就业岗位、
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综合服务。

现在，老付的理念是不仅
要使兴十四村农产品更多更快
的进城，最终还要实现由原来的
卖产品向卖生态、卖环境、卖安
全、卖健康转变，打造全国有机
食品第一村、有机食品专业村。

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记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
近平 2 月 23 日下午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各地区
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
局意识、责任意识，把
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责任，坚定改革决
心和信心，增强推进改
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既当改革促进
派、又当改革实干家，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
革落实，扭住关键、精
准发力，敢于啃硬骨
头，盯着抓、反复抓，直
到抓出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
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经济
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专项小组关于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推进落实情况汇
报、社会体制改革专项
小组关于司法体制改
革推进落实情况汇报、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专项小组关于党的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
进落实情况汇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
于立法主动适应改革
需要推进落实情况汇
报、科技部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推进落实
情况汇报、公安部关于
深化公安改革推进落
实情况汇报，上海市关
于推进落实中央部署
改革试点任务情况汇
报、湖北省关于建立和
实施改革落实督察机
制情况汇报、福建省三
明市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情况汇报、
浙江省开化县关于“多
规合一”试点情况汇
报。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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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雨 记者黄春英）记者从省畜牧兽医
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强化屠宰专项整治，积极推
行网格化监管、黑名单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屠宰行业
薄弱环节和问题场所，在全省展开生猪屠宰监管“扫
雷行动”，重点整治乡镇小型屠宰场点“代宰”行
为，加强屠宰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并做好畜禽屠宰产
业健康发展顶层设计，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
转型升级。

今年，全省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将持续打击私屠滥
宰、注水、销售病死畜禽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日常
执法常态化，专项整治常规化。省畜牧兽医局强化屠
宰行业发展研究，及时预警处置行业潜在风险。并健
全屠宰检验体系，加大屠宰技术人员培训力度，提高
屠宰企业质量自控能力，并做好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
核清理工作。

“扫雷行动”剑指生猪屠宰

百名好支书①

图为付华廷在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建设现场记录施工
进度。 本报资料片

新春刚过，甘南县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就加足马力开始了新生产。企业投产两年来产销两旺，先后跟国内加多宝、红
牛、伊利等多家知名企业实现了合作，产品供不应求。预计今年5月第三条生产线投产后，年可生产罐类包装产品2亿罐，产
值达4.8亿元。 康胜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春节的年味儿还未散去，春天的脚步悄悄来临。明水
县兴仁镇石人村村民于秀伟这个春节过得暖意融融，于秀伟
对记者说，刚刚过去的一年，他的网店销售额达到 20多万
元，作为村淘合伙人，帮助村民代购也达到了十几万元，而且
他的私人订制微农场也颇受城里人欢迎。于秀伟说，几年前
的一场车祸让他身患残疾，家里也因病返贫。打工没人用，
创业没有钱。2015年4月，在兴仁镇镇政府扶持下，他参加
了县里电商创业园培训，开了网店，成为第一批村淘合伙人，
夫妻俩在网上经营绿色杂粮和蔬菜，从此日子有了奔头。

于秀伟走出贫穷的故事只是明水县精准扶贫的一个
掠影。

精准扶贫概念好懂，做起来着实不易。明水县委书记
路百胜说，明水县有 37万人口，其中农村常住人口 27万
人，贫困人口 69681人，作为全省“互联网+精准扶贫”试点
县，明水县将精准扶贫当成一场攻坚战来打，通过思想扶
贫、民生扶贫、产业扶贫，不丢一村一屯、不落一户一人，用
三年时间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扶贫先识贫 摸底子确定“扶持谁”

去年的腊八格外寒冷，这一天明水县县乡村屯党员干
部是这样度过的。他们深入到全县 99个村的群众代表开
始了贫困户评议工作。民主评议是确定精准扶贫对象的
重要环节，明水县各包村工作组与乡镇、村屯严格履行评
议程序。在各乡镇民主评议会现场，一双双举起的手寄托
着村民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也是贫困群众发自内心想要
脱贫的殷殷期盼。

明水县扶贫办开发办主任张天喜对记者说，在大摸底
行动中，各个乡镇村屯领导干部严格履行民主评议、“两公
示一公告”程序确定贫困户，清除不具备条件的11种人，实
现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科学分类。这次大摸底行动，辐
射明水县99个行政村以及全部自然屯，深入村民家中实地
走访，实现无遗漏、无死角，全走遍、全覆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明水县有 57个贫困村，占行政村
总数的 57.6%；建档立卡贫困户 19783户，占全县农户的
18.3%；贫困人口69861人，占农村人口的25.8%。明水县构
建了大数据中心和综合管理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将
贫困户划分为“一扶即脱”、“长扶能脱”、“久扶难脱”三种
类型。 （下转第二版）

明水开“个性”药方
三年助七万人脱贫

本报讯（记者韩雪）近日，记者从我省教育部门获
悉，今年我省将把教育改革排出优先序，提高教育质
量，夯基垒台，把全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基本框架建
实、搭好。

目前，我省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经省委深改组
审议后已报教育部备案，今年，我省将继续推行高职分
类考试，进一步扩大录取比例，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
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注重考查学生
的综合素质。

近年来，我省不断提升对俄合作交流层次，诞生
了以哈尔滨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成果。今
年，我省将重点推进哈尔滨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立苏
里科夫美术学院合作建立哈尔滨师范大学苏里科夫美
术学院，推动黑龙江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建设中
俄俄语测试中心和中俄高级翻译学院等。

今年，我省还将深化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
激励机制，鼓励高校科技人员出有价值的成果，引导
高校靠市场化组织方式而不是靠事业单位科研项目体
制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靠职务发明的技术股权权益
确定、技术骨干获得股权激励锁定技术成果；靠注重
与资本市场合作而不是靠财政获得资金支持，为更多
科研人员致富开辟渠道。同时，将深入推进“2011
计划”，组织高校承担国家和我省重大科学基础设施
和实验室建设任务，参与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围绕我
省重点发展行业产业组建省级创新中心并积极培育国
家级创新中心。

今年，将继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要求所有
高校按要求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将重点建设 300个创
业孵化基地，扩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至
1500个以上。

我省建实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基本框架

■推行高职分类考试
■深化对俄合作交流
■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