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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 打赢龙江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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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4日讯（贾辉）24日
上午，按照全国政协统一部署
安排，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率领调研
组，就做好“东北三省工业转
型升级”专题调研前期准备工
作来我省座谈并交换意见。
省委书记王宪魁出席座谈会
并作了讲话，向调研组介绍了
我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资源
型城市脱困转型、“龙江丝路
带”建设、产业创新升级和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情况，
希望调研组将这些关系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难点
问题，列入调研内容，积极向
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推
动《全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
实。

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与
调研组交换意见。省政协主
席杜宇新主持座谈会。

李毅中介绍了全国政协
调研组的调研重点内容和方
式方法。他表示，调研组将坚
持问题导向，积极深入基层，
认真研究、充分反映黑龙江在

工业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希望我省在全国经
济大局中谋划未来发展，积极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努
力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继续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切实保障
和改善民生。

王宪魁对全国政协专题
调研组来我省开展专题调研
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
调，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地区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面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的若干意见》精神，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
破解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
性、资源性矛盾，扎实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工作。他希望调研组能关注
国企改革，积极帮助解决突出
问题，助力国有经济健康发
展；呼吁国家加大对资源枯竭

城市搞好资源精深加工利用、
发展替代产业、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支持力度；帮助我省深入
研究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
强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发展动力
转换；围绕深入实施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搞好“龙江丝路
带”与俄罗斯“滨海 1号”规划
对接，促进龙江扩大对外开
放；重视水利、铁路、保障性安
居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和政

策支持，推动区域经济加快发
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王宪魁表示，我们将认真
吸收采纳、贯彻落实调研组的
意见建议，着力完善体制机
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
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吴新雄及相关负责同志，
省领导郝会龙、李海涛、宫晶
堃及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
责人参加座谈会。

王宪魁与李毅中率领的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座谈

强化产业扶持政策支撑
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陆昊出席并与调研组交换意见

本报讯（王雨蓉 记者郭铭
华）记者日前从省政府获悉，近日
我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
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
励各种资本投资创办家庭服务企
业，推进家庭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优化我省家庭服务业的结构和层
次，提升家庭服务业的经营管理
水平，构筑满足城乡、家庭之间不
同消费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的
家庭服务体系。

《意见》提出，将重点发展家政

服务、养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和
病患陪护服务等，满足家庭服务的
基本需求；积极发展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服务设施
的运营；鼓励发展残疾人居家服
务。推进发展满足家庭特色需求
的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业
态。逐步发展面向农村尤其是中
心镇的家庭服务业。同时，发挥社
区的重要作用，实施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工程，将洗染、废旧物资回收

利用、家用电器及其他日用品修
理、社区保洁、社区保安等需要就
近提供的家庭服务站点纳入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之中；鼓励不设服务
场所的各类家庭服务机构与医疗
服务机构、社区管理和服务机构等
加强合作；支持大型家庭服务企业
运用连锁经营等方式到社区设立
各类便民服务站点。

《意见》指出，各类投资者可以
采用独资、合资、合作、合伙等方式
从事家庭服务经营。（下转第二版）

我省出台家庭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

鼓励各种资本创办家庭服务业

□王晓东 宋立国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元宵节已过，年味依然很浓。在巴彦县
西集镇驿马山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可是
忙得热火朝天，这边分苗定栽，那边打理草莓
秧苗，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草莓温室大棚里，青翠欲滴。十几名社
员蹲在一垄垄的草莓秧旁忙着打理秧叶，一
簇簇的绿叶下已露出了一粒粒鲜红的果实。

“年后的第一批果就要成熟了，再过十几
天就可采摘上市了。”说起草莓，说到棚室经
济，驿马山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张显涛信心
十足地对记者说：“我们种植的草莓采用冬眠
方法，就是在寒冷时候将温室温度控制在零
上 3到 5摄氏度，草莓秧苗进入冬眠，不再生
长。过了寒冷期，温室加温，秧苗开始生长，2
月下旬鲜草莓就可以上市，这样既节省了取
暖成本，又能抓住上市时机。我们采用了独
特的施肥方法，将牛奶、豆饼与肥料混合在一
起，这样草莓口感特别清新，也特别香甜。同
时，用蜜蜂授粉，粘虫板清除飞虫，这些先进
的生产技术使草莓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增
加了经济效益。”

谈起效益，张显涛更是合不拢嘴，他说，
合作社去年 8月从丹东引进草莓品种，一个
温室一年可生产 4茬，净赚 5.5万元。

巴彦县西集镇近年来着力调整农业结
构，借助哈尔滨市沿哈肇路建设蔬菜基地的
契机，按照区域化、规模化的发展思路，采取

“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信息服务、技术指导、
促强帮弱、以点带面”等措施，在棚室经济上
下功夫，大力发展绿色蔬菜经济，由黄瓜、茄
子、辣椒等“大果蔬”，调整为草莓、火龙果、瓜
果和芹菜等叶菜和小果蔬，在调优农业结构
的同时，经济效益可观。

如今，西集镇已成为巴彦县的绿色蔬菜
种植基地，正努力打造省城近郊绿色“菜
园”。蔬菜生产基地组建了少陵河农民蔬菜
专业合作社、驿马山果蔬专业合作社、杨坡果
蔬专业合作社、繁荣果蔬专业合作社，形成了
以生产蔬菜、瓜果、葡萄和花卉为主的专业合
作社。现在，各蔬菜专业合作社共种植蔬菜
8000亩，建设温室 65栋。全镇仅蔬菜一项，
农民每年就可增加收入 3000万元以上。

巴彦县委书记王春华说，巴彦是传统的
农业大县，去年粮食产量达到 33.6亿斤，连续
8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但农业大
而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基本县情，针对这
一实际，巴彦县近年来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
实施产业立县的重要举措，抓调整、强产业、
上项目，努力实现优势调强、产业调大、结构
调优、效益调高的工作目标。

巴彦县围绕松花江做足水经济，全力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通过近三年努力，农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向水稻上调，规划建设了松
花江沿江大灌区建设项目，全县水田面积新
增 20万亩，受益农户 2.4万户，可带动灌区农户年增收 1.5亿元
以上；向绿色有机上调，全县绿色有机水稻发展到 11万亩，带
动农户 4000户, 户均年增收 2.25万元；向果蔬产业上调，全县
蔬菜面积新增 3.2万亩，发展到 6万亩，其中建设蔬菜温室 300
栋，大棚 1400栋，种植裸地菜 5万亩，带动农户 1200户，户均年
增收 3.1万元；向特色作物上调，大力引导农民发展马铃薯和
特色杂粮种植，马铃薯种植面积新增 5万亩，达到 11万亩，马
铃薯淀粉、粉条加工企业 45家，带动农户 7600户，户均年增收
4210元。杂粮等作物新增 2万亩，调整到 5万亩。大豆调整到
34万亩，减少 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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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生产建设涌春潮

元宵佳节刚过，垦区龙门农场针对今年春播短，个别地
块积雪大的特殊情况，组织数十台大马力机车耙雪促早融，
为春耕生产打下坚实基础。图为第一管理区第二居民组用
机车融雪。 杨海良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耙雪散墒

本报24日讯（记者狄婕）
今年，我省将全面落实国家和
省调控政策，通过调节供给侧，
加大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用
足用好住房公积金，培育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等有力措施化解
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健
康稳定发展。这是记者从 24
日召开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悉，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把房地产去库存列为今年
五大任务之一，省政府专题
会议对化解房地产库存进行
了研究部署。一是调节供给
侧。省住建部门会同国土部
门合理控制库存较大的市县

土地供应和新开发计划；定
期通报各地商品房存量、在
建和销售情况，调整新建商
品住房供应结构，合理配置
各种户型，控制销售价格。
二是加大棚改货币化安置力
度。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其
他征地拆迁项目也要大力推
行货币化安置。三是用足用
好住房公积金。继续释放公
积金贷款潜力，支持利用公
积金贷款省内异地购房、帮
父母（子女）买房、农民工购
房，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
额度。四是培育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支持开发企业出租
存量房、在新建项目中长期
持有部分房源用于市场租

赁。五是加大商品房营销力
度。结合地方实际，积极引
导农民工和农民进城购房；
组织省市房协、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省内外开展系列促销
活动，促进居民购房消费。
六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
索和发展候鸟式养老地产、
旅游地产、教育文化体育地
产、物流地产、商务地产等跨
界地产，开展多元化经营。

据悉，2015 年我省地产
市场调控效果逐步显现。打
通保障房和商品房通道消化
库存，回购存量商品房4.45万
套；积极培育和发展租赁市
场，引导开发企业出租未售商
品房，盘活存量房源；推进公

积金异地贷款，简化手续、优
化服务流程，释放公积金政策
潜力；开展促销和营销活动，
促进住房消费，全省房地产市
场总体稳定。全年完成房地
产开发投资 992亿元，同比下
降 25.1%，占固定资产投资
10%；商品房销售面积1997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19.4%，商
品房销售额 1027亿元，同比
下降 15%，降幅收窄；施工面
积 1241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7%；新开工面积 2182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33.5%；完成
房地产税收 264亿元，同比下
降 5.1%，占地方税收 32％；商
品房均价 5144元/平方米，同
比增长5.3%。

加大货币化 用好公积金 培育租赁市场

我省多措并举化解房地产库存

百名好支书②

□本报记者 孙佳薇

2000 年，姜驰接任富锦
市砚山镇福祥村党支部书记
时，心里“画了魂儿”。面对人
均收入不足 600元，集体欠外
债 200 多万元，被外界称为

“破烂村”的窘境时，姜驰陷入
困惑，“千头万绪，我首先该为
村民们做点啥呢？”作为村里
的“主心骨”，她一时没有了主
意。有人开始说风凉话，“你
有能耐就挑硬石头碰，有本事
先把村里的账整明白。”而就
是这句牢骚话，却开启了姜驰
的工作思路，她立下恒心，“第
一把火”就选中了清理村中陈
欠这块“硬骨头”。

当时，福祥村全村 137户
有 78户欠集体共 87万元，几
届村班子都被这个老大难问
题困扰得焦头烂额，村风甚
至到了正不压邪的地步。没
有别的办法，姜驰只有从头

“捋顺”，一家一家地走访，一
户一户地做工作，直到绝大
多数都签订了以地顶债合
同。但到了第二年，一些欠
账农户变了卦，就是不履行
协议，有的还使出“下黑手”
的惯用伎俩。面对重重困难
和危险，姜驰横下一条心，依
据合同坚决让他们还钱。就
凭这么一股不怕难的冲劲
儿，上任两年就把村里的陈
欠全部清理干净了。老百姓

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难的
事，让一个女子给拿下了。”

清理陈欠让姜驰在村里
站稳了脚跟，她又通过做劝
解、说和，逐渐化解了村里部
分邻居间关系不融洽的纠
纷。日积月累，村民们越来
越信任姜驰，遇到什么事都
主动找她主持公道。福祥村
邻里纠纷越来越少，也没有
越级信访，群众对她的评价
也越来越高。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
回家卖红薯”。姜驰深信，

“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再小
也得当大事办，村干部不能
看热闹，不然老百姓可不买
你的账。” （下转第二版）

“村民的事儿，再小也当大事办”
记富锦市砚山镇福祥村党支部书记姜驰

□訾立民 本报记者 孙昊

“这些型煤真是帮助我解决了大问题，今年好好干，以后咱
也能买车买楼，过上小康生活。”东宁市大肚川镇贫困户杨树凡
充满信心地说。

原来，正当杨树凡为制作生产黑木耳菌袋缺少资金发愁时，
结对帮扶单位东宁市人大常委会送来了制菌急需的型煤 3000
块，并帮助他协调贷款，解决资金难题。

为了推进精准脱贫工作，东宁市出台了《精准脱贫工作实施
方案》，明确责任，通过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贫、科学化脱贫，建
立脱贫包联机制，每名市级主要领导结对帮扶 3户贫困户，其他
副处级领导每人帮扶 2户贫困户，并将所有帮扶任务细化分解
到市直单位、企业及领导干部，做到人人头上有指标。各结对帮
扶单位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并抽调 2名工作人员驻村工作，对
贫困户一帮到底。同时，各乡镇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脱贫
工作方案，并且协调安排包扶人员与贫困户对接。这个市提出，
在 2017年底前，要实现贫困户人均年收入 3500元以上，实现国
家、省级脱贫目标。

东宁市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致贫原因、
帮扶需求，对症下药，分类施策，制定产业、电商创业、技能提升
等 13项脱贫帮扶措施，确保做到精准帮扶、精准脱贫。通过建
档立卡，把贫困户的信息摸清核准，为精准脱贫提供可靠依据，
对全市 1428户、3665名贫困人口，逐户调查核实，做到“四清”，
并将相关信息纳入扶贫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实施动态管理，每年
更新，确保建档立卡户是真贫困，扶真贫。

在产业扶贫上，东宁市坚持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宜林则林、
宜商则商，实现精准脱贫。 （下转第二版）

对症下药分类
帮扶“摘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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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姜驰和村民签订
以地顶债合同。本报资料片

23日，哈尔滨市人力资源中心举行了一场大型招聘
会，100多家企业来到现场招贤纳士，提供就业岗位数千
个，吸引了众多应届和往届大学毕业生及一些技术人才
前来洽谈。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讯（王雨蓉 记者郭铭华）记者
日前从省政府获悉，为全面推进我省实
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我省近日
出台《关于推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以创建国家和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园区）、示范企业
和电子商务应用示范县（区）为载体，带
动全省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发展，使电子
商务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到
2020年末，力争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超
过 5000亿元，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达到全
国领先水平，物流、支付、认证和信用等
支撑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建成协
同高效的电子商务促进与服务体系，宽
松有序、诚信守法、安全可靠的电子商
务发展环境基本形成。

据了解，《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
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培育壮大对俄跨
境电子商务主体，打造对俄跨境电子商
务特色品牌，推进传统对俄贸易企业加
快应用电子商务转型升级；支持电子商
务企业、物流快递企业、金融企业联合
搭建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鼓励
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多渠道、多方
式在俄罗斯主要城市建设海外仓、境外
服务网点和实体体验店，建立服务范围
覆盖俄罗斯全境的跨境电子商务物流
枢纽中心，提供贸易、仓储、配送和售后
等系统化服务；建立健全适应跨境电子
商务的监管服务体系；推进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建设。

要加快农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电
子商务应用。发展壮大一批区域性、特
色性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引进一批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国内知名电子商务
平台，鼓励和引导省内大宗农产品、绿
色食品生产经销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应
用，拓展营销渠道；加快推进农产品及
绿色食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和交易平
台体系向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企业、
中介组织及经营农户对接延伸；加快农
村电子商务应用，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向
农村延伸业务。

要加快传统产业电子商务应用。推
进传统商贸企业开展网络零售业务，支
持传统大型商贸企业开展“线上市场”与

“线下市场”良性互动的网络零售业务，
支持传统百货、连锁超市、专卖店等依托
原有实体网点、货源、配送等商业资源开
展网络零售业务；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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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2020年全省电
子商务交易额超5000亿元

■对俄跨境电子商务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