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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 本报记者 马少忠

“五一”刚过，记者来到伊春乌马河区伊敏林场养猪大户王
德勇家。

王德勇是名老党员，曾任伊敏林场副场长，是名副其实的
“场官”，2012年王德勇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创业。他根据区域
优势和个人技能，投入 5万元资金，带领职工代玉国一起建起了
220平方米的养猪场，搞生猪养殖，成了一名“猪倌”。

记者走进院子时，王德勇正在收拾猪舍，各猪舍被打扫得
干净利索。放下手中的笤帚，他又拿起桶装饲料，逐个食槽填
料，瞬间，一头头卧着的猪争相而起，往食槽里挤，一时间，嘶鸣
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手脏，就不和你握手了，养猪是份苦
差事，你看我这身打扮。”王德勇略显羞涩地对记者说。

回想创业之初，王德勇感慨颇多，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在
创业这条路上遇到了许多挫折。缺少技术，他就去新华书店购
买种猪管理、防疫灭病的科技书籍，一有时间就“啃”书本。王
德勇说：“看完书，就马上去猪舍内观察、琢磨，我的养殖经验就
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王德勇是个细心人，为把种猪养好，提高种猪的配种率和成
活率，每当猪产仔时，他就钻进圈舍重点看护，王德勇说：“一夜不
合眼是常事，只有看着它们才会安心。”尽管满眼血丝、疲惫不堪，
但看到小猪平安的那一刻，王德勇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

天气冷了，要给猪舍加温；猪得了病，他小心伺候，四处求
医问药。4年多来，在养猪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配种、保胎、
繁育仔猪等经验。

如今，养殖场的效益越来越好，王德勇回想起一路打拼，心
存感激地说：“林场在用电、用水等方面给予我最优惠的政策，
我还拿到了国家养猪补贴，这些真帮实扶让我受益颇大。”

今年春节，王德勇和家人心情倍儿爽。由于生猪行市好、价格
高，养殖场年出栏100余头，获利10余万元。“养猪受市场影响大，
去年收入高，前年收入一般，搞养殖也需要平常心，只有埋头肯干、
咬牙坚持，生猪价格总有峰回路转的一天。”王德勇淡然地说。

自己的创业有了方向和起色，王德勇开始回报社会：他把
多年积累的养殖技术和经验，无偿传授给周边职工群众，还登
门进行技术指导。对有创业愿望的困难群众，他提供仔猪和
养殖技术，帮助他们增收致富。在他的示范引领下，伊敏林场
先后有 35户职工群众走上了养殖之路，职工群众干事创业劲
头十足。

“场官”成“猪倌” 创业当标杆

（上接第一版）

建设
“典型设计”强农网

保供电，电网是基础。由于历史原因，我省农村电网存在
供电半径长、末端电压低等诸多问题，多年来，国网黑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持续向这个“老大难”问题发力，严格按照《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项目管理办法》和国家电网公司“典型设计”标准，
全面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严格管控施工进度和安全，强力推进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仅“十二五”期间，全省就安排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72亿
元，优化了农村电网网络布局，提高了全省农网智能化水平，实
现了省、地、县农网光纤通讯全覆盖；解决了县域电网与主网联
系薄弱问题，增强了电网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农网供
电能力和服务品质；解决了全省农网供电高峰期供电能力不
足、供电“卡脖子”和“低电压”等直接影响民生的紧迫问题，通
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治理农村“低电压”61.24万户，新通电机
井 3.89万眼，改造电机井 1.08万眼，新增电力灌溉面积 626.92万
亩，持续有力缓解了农业生产的用电，极大释放了农村用电市
场需求潜力。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省农网用户供电可靠率
由 99.629%提高到 99.876%，综合电压合格率由 94.3%提升到
98.5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由 32.5小时/户降到 10.86小时/户。

据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主任乔君介绍
说，“十二五”期间农网改造升级力度一年比一年大，2015年，公
司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4亿元，7月份又实施一批新增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追加投资 10亿元，涉及 110（66）千伏输变电工程和
35千伏及以下配电工程 155项，其中 110（66）千伏输变电工程
23项，35千伏及以下工程 132项。“十二五”期间全省共有 13个
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电网公司农网百佳配电工程”称号。

如今，伴着春的脚步，2016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又款
款走来——

据介绍，目前已得到批复的农网升级工程项目已达 40个，
包括新建及更换配变 521台，配电容量 5.77万千伏安，改造线路
1883.76公里。这些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正在进行中。为加快进
度，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生活，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沟通
协调有关部门开辟了农网工程初步设计审核绿色通道，工程设
计完成一批审核一批，最大限度地为项目建设争取时限。

管理
“三个到位”排隐忧

农垦宝泉岭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响当当的
北大荒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水稻种植面积高达 380万亩。这么

多的水田，既是农业用电大户，也是农电保电重点户。虽然在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这里的农网建设已
经“坚强”，但由于该管理局农灌线路多穿越林带树木，“树
障”现象比较严重，给供电带来了诸多挑战和隐患。为更好
地保障生产、生活用电，宝泉岭电业局主动向当地政府、管
理局反映“树障”隐患和“林电”矛盾的危害，提出合理有效
解决方案……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宝泉岭管理局召集林
业、广播电视局、城管等部门，召开了专题协调会议，部署清
障工作，下发清障文件，形成“当地政府主导、电业局督办、各
单位配合”的工作格局，不但加快了清理进度，还节约了清障
资金 18万元。从 3月 13日春检开始到目前，全局共清理农灌
线路通道树障 1.53万棵，线路因树障造成的事故跳闸率同比降
低 20个百分点。

类似这样以管理促服务、以服务排隐忧的事例举不胜举。
本着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服务宗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

有限公司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
要求，成立了以公司总经理为组长的春耕保电工作领导小组，
并成立由运检、安监、调度、农电、营销等部门人员参加的工作
小组，全面负责各地市供电公司春耕、农业季节性用电、农业生
产用电的协调和指挥工作，确保组织到位、领导到位、责任到
位。要求保电期间，各单位行政一把手、主管生产领导，不经批
准，不得擅离工作岗位。

多年来，我省电力系统已形成完备的农业保供电机制。一
是根据负荷及地域情况，组建了春耕保电抢修队伍，编制了保
供电方案，制定了详细的保电措施，组织生产人员有针对性地
开展事故预想、反事故演习活动，提高生产人员事故应急处理
能力。二是组织完成了输配电线路、变电站间隔设备、保电
场所设备特巡及红外成像测温工作，重点对变电站主控室、
高压室、蓄电池室、开关场及大档距线路的杆塔、拉线和导线
驰度进行了检查，发现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缺陷及时安排处
理。三是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调控中心实行每日例
会制度，协调电网稳控情况，发现母线电压异常波动时，将及
时投停电容器或联系电厂调整无功出力，使其达到理想电
压。四是提前做好事故应急准备，准备足够的应急抢修车
辆，各单位备品备件质量完好、数量充足，由专人统一保管。
五是各供电公司对抢修值班人员、抢修设备进行了合理安
排，抢修人员移动电话 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恶劣天气时，
将派专人在保电现场值守，以便在发生线路异常时能够快速反
应，确保能安全迅速地消除事故。六是加大对农村田间地头线
路等电力设施用电巡视检查，及时消除各项不安全缺陷。同时
加强安全教育和技术指导，确保不发生耕地时撞断电杆、拉线
等外力破坏事故。

为了农民的欢笑 为了大地的丰收

本报12日讯（记者李爱民）12日，金融机构入驻哈尔滨科技
创新城签约仪式暨共建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签约仪式在
哈高新区金融服务港举行，以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为代
表的银行、券商、基金、创投等 26家各类金融机构集中签约入驻
科技创新城，至此，科技创新城已累计集聚或签署合作协议的各
类金融机构达到 130家。当天，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与黑龙江
省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哈高新区签署共建哈尔滨股

权交易中心科创板协议。
据了解，此次入驻的26家金融机构包括5家银行、2家券商、

10家投资基金公司、9家金融服务机构。其中，随着国家开发银
行黑龙江省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等5家银行
的入驻，标志着未来在科技创新城内将有总额不低于200亿元的
授信资金规模；10家投资基金公司入驻后，将为科技创新城新增
8.5亿元基金规模，从而进一步拓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主要为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提供展示融资和培养孵化，以及向‘新三板’、‘上股交科创板’转板
提供服务。”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李方权称，哈尔滨股权交易
中心科创板以“贯通式平台+综合配套金融服务+政府支持体系”为
模式。其中，“独立贯通式板块”即上板企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线上、
线下两种交易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私募股权增发或转让、私募债融资
等方式融资，也可灵活调动市场各层会员和投资者资源。

26家金融机构入驻哈尔滨科技创新城

哈尔滨股权交易中心推出科创板
□李雅文 本报记者 杜怀宇

5 月 11 日，绥芬河市棚户区居
民徐长连一家三口喜迁新居，搬进
了尚品阳光小区 89 平方米的新
家。徐长连是在绥芬河市新推出的

“选房超市”中选到可心房的众多异
地回迁居民中的一员。

在绥芬河市，和徐长连一样拿
着“房票”在“选房超市”里选中满意
新房的，仅 2015年就有数千户。绥
芬河市将去房地产库存与棚改工作
相结合，在全省率先推行棚户区改
造“房票”安置方式，设立“选房超
市”，2015 年征收 4176 户 24.6 万平
方米，没有一户上访，成为全省棚改
任务完成最多的县市，棚户区改造
和消化房地产市场存量同步完成。

在此之前，绥芬河房地产市场
也同其他城市一样进入低迷状态，
存量商品房多，棚户区被征收居民
因安置意愿多种多样，回迁工作难
做。2014年，中央和省先后出台了
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相关文件，鼓
励各地市利用国开行贷款和商业贷
款购买存量商品房源的形式开展棚
户区改造工作。绥芬河市委、市政
府抓住这一难得机遇，提出了“政府
搭建平台、企业提供房源、群众自主
选房”的整体棚改工作思路，实施货
币化安置，在“选房超市”中，设立

“一站式”服务窗口，被征收人可以
自由查询房源信息，公开透明选房，
一站式办理相关手续。

何为“选房超市”，如果把“选房
超市”同我们生活中的普通超市相比
较，那么，被征收房屋经过评估等流
程，相关价值信息被填写到房票上，
房票拿在被征收人手中，就相当于消
费者手里超市的购物卡；绥芬河城区
内各个房地产开发商就相当于超市
供货商，他们将各自开发建设的房
子，经过检查各种手续合格后，提供
给“选房超市”，作为超市里的商品，
供被征收人选购，最后用“房票”冲抵
选中房屋的价值，满意回迁。而征
收、房产、土地、质检等部门，就是超
市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疏通和引导
各个关键环节的正常运行。

“选房超市”的实施，为该市 23
家房地产企业增加售房销售额 5.2
亿元，去库存商品房 2000多套，同时也让绥芬河市众多
回迁户按照自己的心愿，住上了满意房、舒心房。

2016年，绥芬河棚户区改造正在迅速推进中，创新
的工作方式让棚改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已
完成征收 329户，完成全年总任务的 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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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沃野生物质收货
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秸秆收获包装设备研发制造
销售为主的研发型企业，通过
三年多努力，针对不同运距及
配套动力研制成功了4个系列
10种机型的产品，获国家专利
30 多项，产品销往我省及辽
宁、吉林、内蒙古自治区等地，
极大解决了秸秆收获用工多、
成本高的难题，受到了种植户
的欢迎。今年预计生产 150~
200 台套，实现销售收入 800~
1000万元。

图为员工正在组装产品。
张树永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本报12日讯（记者闫一菲）12日，由老年日报社和省
慈善总会共同发起成立的“黑龙江省慈善总会·老年日报
晚晴公益基金”在哈尔滨成立，该基金以“汇聚善心、助老
扶弱”为宗旨，致力于把社会上的点滴爱心汇聚成强大的
力量，帮助更多的老年弱势群体，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幸
福。

启动仪式上，在与会嘉宾以及三百余位读者的见证
下，举行了基金揭牌签约仪式。哈尔滨老年人大学艺术
团的学员们现场表演了手语操《感恩的心》以及歌伴舞
《爱的奉献》，老人们精彩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为回馈广大爱心读者，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老年日报
健康大讲堂第 16场公益讲座，本次公益讲座由哈尔滨市
第一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李英主讲，主题为“氧疗与老年人
的健康生活”，详实的图片资料、真实的典型案例、生动的
语言风格，受到现场老人欢迎。

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是社会经济文明进化的产物，
在银发浪潮扑面而来的当今中国社会，中国老年第一报
——《老年日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爱心助力、为公益
加油，此次晚晴公益基金的成立，标志着老年日报为老服
务又达到了崭新的高度。

图为老年人踊跃参加公益讲座。
本报记者 董晓楠摄

《老年日报》为爱心助力

晚晴公益基金在哈成立

本报12日讯（记者韩丽平）12日，黑龙江动漫产业
（平房）发展基地与新疆兵团第十师新闻中心就动漫产业
合作举行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联手打造动漫入疆文化
产业项目，并在人才培养、动漫作品、频道包装设计、动漫
产品开发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历年来新疆兵团第十师高度重视和支持文
化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北屯建市以来，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展现新特
色，文化与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黑龙江动漫基地与十师
新闻中心建立文化项目合作签约及动漫频道的开播，标
志着十师与我省文化产业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未来双
方在人才培养、动漫作品、频道包装设计、动漫产品开发
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用文化产品讲述十师北屯故事、
诠释兵团师市精神、戍边人的风采，努力打造出富有师市
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据悉，此次合作,黑龙江动漫基地的文化传媒企业专
程为新疆兵团第十师新闻中心带来了 5000多分钟的原
创动漫作品。其中 8部作品在央视播出，4部动画片获得
国家优秀动画片奖。同时，合作中,黑龙江动漫基地还将
对新疆兵团第十师新闻中心动漫频道进行全面包装，包
括台标、脚标以及吉祥物的设计。

下一步，双方还将按照签约的内容进行全面推进，并
结合北屯电视台动漫频道，推出龙江动漫剧场，带动龙江
动漫产业和北屯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龙江动漫牵手新疆兵团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

本报12日讯(记者米娜)12日 10时，省公安机关集群
入驻“今日头条”启动仪式在省公安厅举行，这标志着省
公安机关继两微之后的“一端”新媒体传播阵地“头条号”
正式形成，也是目前国内公安系统首个体量最大的区域
头条号入驻集群。

据悉，省公安厅党委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公安宣传
工作，在新媒体宣传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黑
龙江公安”“平安哈尔滨”“龙警网”等一大批社会关注度
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公安政务和民警个人工作微
博、微信，以权威准确的信息、亲民务实的形象、生动鲜活
的形式，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为进
一步创新传播手段，省公安厅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及 12
个警种全部进驻“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用户只需进入

“今日头条”客户端，搜索订阅“龙警”头条号即可进入公
安集群“矩阵”，查询各种警务信息。目前省公安厅在新
媒体领域形成了以“龙警网”为龙头，“两微一端”为主要
阵地，“龙警微集阵”为主要平台的一体式、全方位、广覆
盖的“公安宣传网”。

省公安机关集群
入驻“今日头条”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全面探
索生态农业新模式，日前，由省农业委员会、省粮食局主
办，益海嘉里协办的金龙鱼大米五常生态基地开耕仪式
举行。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精心培育的纯正五常
稻花香优质秧苗揭幕。各界人士与当地农户一起体验了
手工插秧，带着对正宗五常好米丰收的殷切期盼，2016
年金龙鱼大米五常生态基地以最传统的方式开耕。

推动稻米产业发展，改变稻米产业的粗放式经营模
式，近年来，益海嘉里通过打造优质、安全的大米种植基
地，实现了优质大米的原粮供给和稻米产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同时通过发展稻壳发电、米糠榨油、米蛋白提取等
技术，解决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难题。金龙鱼大米产
业链创新技术成为国际领先的大米产业链模式。 目前，
益海嘉里已经布局 29处大米生态基地，其中的我省五常
市、佳木斯市等地区都拥有大米国家地理保护标志，而且
处于国家生态示范区。

此次开耕仪式上，金龙鱼大米还与五常市农业合作
社现场签订了新季水稻订单农业合作协议。通过与农户
的订单合作，实现了农业产销紧密衔接，在保证优质大米
产出的同时，让稻农分享到加工销售环节的收益，增强了
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探索生态农业新模式

五常生态基地以传统方式开耕

原黑龙江省政协常委、黑龙江省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离
休干部王进仁同志因病于 2016年 4月 3日在哈尔滨
逝世，享年 89岁。

王进仁同志系江苏省盐城市人，1942年 12月参
加革命，1943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盐
城县六区乡自卫队、区中队队员，盐城县政府保安科
队员、侦察员，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员，新四军三
师司令部见习参谋，辽宁省阜新火车站军事代表，内
蒙古通辽县税务局检查员，吉江、嫩江银行股长、东
北银行拉哈、洮安、白城子支行主任、行长，中国人民
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科长，黑龙江省工程公司、建工
局、省城建局科长、副主任，黑龙江省建设厅副处长、
处长，国营九六七厂党委书记，国营九六七厂革委会
后勤组长、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国营六七四厂党
委副书记、书记，黑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等职，1995年 5月离休。

省委老干部局

王进仁同志逝世

原大兴安岭地区中级法院院长狄隐秋同志,因
病于 2016年 4月 25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 89岁。

狄隐秋同志系黑龙江省海伦市人，1928年 9月
出生，1948年 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 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年 12月离休。

省委老干部局

狄隐秋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记者从黑河市旅游局了解到，今年
1～3月，黑河口岸实现自 2015年边境旅游人数持续下降后的全
面上升。数据显示，今年前 3 个月黑河口岸接待边境旅游者
13.2万人次，同比增长 6.2%。其中接待出境旅游者 6.7万人次，
同比增长 5.7%；接待入境旅游者 6.5万人次，同比增长 6.8%。边
境旅游收入 2.3亿元，同比增长 6.4%。

今年年初以来，黑河市旅游局大力加强宣传，拓宽市场，不
断提升旅游影响力。完善黑河游客中心功能，实现了二维码数

字支付全覆盖；全市部分A级景区实现WIFI全覆盖。开发新产
品线路，继续打造跨境自驾游旅游产品，开发赴俄养老旅游等
特色线路，丰富赴俄旅游产品。扩展旅游市场，重新制作、补充
中俄文黑河旅游折页、黑河旅游布袋、《黑河旅游指南》及黑河
旅游宣传品U盘等；与俄罗斯阿穆尔州旅游部门及中俄旅游企
业共同赴中俄内地城市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组织各县（市、
区）旅游局及旅游企业，参加国内外旅游交易会，全面提升黑河
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黑河边境旅游重现上升趋势

近日，在兰西县兰西镇向阳村田地里，村民忙着浇灌新
种植的马铃薯。据介绍，在耕种过程中，村民们采用马铃薯
和蔬菜套复种技术，马铃薯收获后，套种菠菜、香菜、白菜和
白露葱等蔬菜，全村6000多亩土地都使用该种植技术，一
亩地年可收入8000元。 臧震林 本报记者 苏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