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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
者樊曦）记者 10日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9日端午假期首日，全
国铁路发送旅客 1127.8 万人次，
比去年高峰日增加 147.6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1％。

其中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
127.3万人次，同比增加 14.2万人
次，增长 12.6％；上海铁路局发送
旅客 234.5万人次，同比增加 26.6
万人次，增长 12.8％；广铁集团发
送旅客 149.3 万人次，同比增加
17.1万人次，增长 12.9％。

10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825万人次，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324列。

为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
要，铁路部门增开了多趟旅游列
车。哈尔滨铁路局增开哈尔滨至
黑河的“龙江之星”旅游观光专
列；沈阳铁路局增开了沈阳至延
吉西的“端午祭旅游列车”；南昌
铁路局增开了 18列管内去往赣南
闽西方向的旅客列车，助推端午

“客家风情游”热潮；昆明铁路局
增开前往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
溪市等方向的旅客列车 13列。

铁路部门提示，目前互联网
购票止售时间已由开车前 2小时
调整为 30分钟，旅客在临近开车
时段仍可通过 12306网站查询余
票信息并购票；已通过互联网、电
话成功预订但尚未取票的旅客，
请尽量提前取票，以免高峰时段
因取票不及时耽误行程。请旅客
携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
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车站办理验
票进站手续，以免耽误行程。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崔立东 鲁宏杰
本报记者 吴树江

农 业 生 产 讲 究“ 年 头
儿”。去年那个“年头儿”有两
件事让农垦人记忆深刻。

一件事：当年春，农垦总局
把转方式调结构正式写进党委
（扩大）会议报告中，进一步明
确了要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加
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另一件事：当年秋，国家调
整玉米临储收购价格，由每斤
1.11元下调至1元，这意味着垦
区 1343万亩地生产的 805万吨
玉米，一夜之间蒸发掉17亿元。

这件事让农垦人猛醒：转
变农业生产方式，调整种植结

构势在必行。
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

兆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更给农垦改革及种植业结
构调整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

“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
可持续”为主线，推动农业发
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
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
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
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
来、由依靠拼资源拼消耗转到
可持续发展上来。

新的“年头儿”，来自农垦
总局农业局的消息，今年全垦
区总播种面积 4284.2万亩，其
中，玉米面积减少 200万亩以

上。种植结构呈现玉米减，小
麦和马铃薯稳，水稻、大豆、经
济作物、杂粮杂豆、饲草饲料
增加的“一减、两稳、五增”的
态势，品质结构由“大路货”向

“精深特”转变。

走高端，创精品：打绿
色有机高效牌，占领高端
市场

农垦建三江管理局是我
省水稻主产区，1126万亩耕地
中水稻种植面积达 976万亩，
约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今年，
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到近千万
亩，玉米减少了一半，经济作
物面积扩大了 7倍。”

（下转第二版）

让每一寸土地发挥出更大效益
垦区种植结构调整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蒋国华）当地时间 6月 7日晚至 9日晚，省
长陆昊率团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汉堡，举行黑龙江—德国经
贸合作交流会，会见德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协会名誉主席、前
东德总理德迈齐尔和主席威乐，科沃施种子欧洲股份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哈根，汉堡市长舒尔茨，石荷州新明斯特市
议长莎廷根，考察汉堡港、哈欧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MTW乳制品干燥厂有限公司。

8日上午，黑龙江—德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法兰克福
举行，德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协会名誉主席、前东德总理德迈
齐尔，中国驻德国公使、临时代办李晓驷分别致辞，省工信
委主任聂云凌介绍了我省关于中国制造 2025优势领域对
接德国工业 4.0的有关情况，陆昊介绍了我省经济发展优势
领域及与德国开展合作的相关建议。他说，在两国领导人
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和加
强，中德交流合作紧密程度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这为两国地
方间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黑龙江省是中国的老工业
基地、农业大省、资源大省、生态大省，与德国开展经贸合作
有很大潜力，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在信息交流、增进了
解、相互信任、提高信用基础上，找准合作路径，释放合作潜
力，提升双边企业竞争力，增进两地区人民福祉。一是在现
代农业、畜牧业、食品工业等德国有实力、龙江有资源的领
域开展合作；二是依托龙江高端装备制造业基础并结合科
技成果产业化，在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对接的若
干领域寻找合作空间；三是推动龙江丰富的生态化资源与
德国发达的林业经济相结合，促进林业经济领域合作。

交流会前，陆昊会见了德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协会名誉主
席、前东德总理德迈齐尔、主席威乐，对德迈齐尔名誉主席专
程来法兰克福参加交流活动及协会为这次交流活动所做的
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在交流基础上，协会能够集中相关专业
领域，组织有意愿的德国企业家来龙江进行商务合作考察。

8日上午，陆昊会见了全球四大植物育种龙头企业之
一的科沃施种子欧洲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哈根，对公
司发挥农业科技优势和龙江农业资源优势，与我省农垦系
统成立合资公司表示赞赏，欢迎公司派更多的专家团队对
龙江农业市场进行更深入考察，参与龙江农业现代化进
程。陆昊还与欧洲青田同乡会名誉会长吴洪刚、全德华人
社团联合会名誉主席蒋平等旅欧华侨华商进行交流，感谢
大家关注龙江发展，欢迎大家在感兴趣的产业领域来龙江
开展合作，叮嘱我省商务部门做好对接服务。

在汉堡期间，陆昊在汉堡市政府、汉堡港务局的陪同
下，深入考察汉堡港口的有关货物运输情况。陆昊还会见
了汉堡市长舒尔茨，就发挥双方资源和产业优势、在若干领
域开展合作进行了交流。

考察哈欧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时，陆昊对公司铁路、海
运、国际化、专业化的股东构成以及在哈尔滨与汉堡间开通货
物运输班列表示赞赏，并与公司中外股东就中国东北地区物
流生成布局问题，海陆不同运输模式针对不同货物的运输性
价比选择问题，关注龙江对外开放格局、参与一带一路“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拓展对俄物流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陆昊还考察了位于石荷州新明斯特市的MTW乳制品
干燥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的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质量
控制、市场布局，并就全球乳业发展趋势、中国消费者市场
选择等问题与总经理皮里斯进行了交流。

陆昊率团访问德国

9日，端午节。早晨，哈尔滨市松花江上举行了龙舟赛，共有15
支企业代表队参赛，吸引了众多来江畔踏青的市民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苏强摄
端午节 赛龙舟

□文/摄 肖正平
本报记者 吴利红

几次预约采访甘南县委书
记王书伟，都因为他临时有重要
事情被推掉。近日，在一个周
六，记者终于在甘南“堵住”了王
书伟。“原本昨天晚上接受采访，
工作研究到半夜，真是不好意
思。”王书伟抱歉地说。说起甘
南发展，王书伟一改疲惫兴奋地
描述起了甘南的发展愿景。

好思路决定好出路

“老百姓常说，不能只闷

头走路，还要抬头看看方向对
不对。发展县域经济也是如
此。”王书伟说，甘南作为国家
级贫困县，发展好县域经济尤
为重要。2015年 9月，王书伟
从依安县长调任甘南县委书
记。几个月间，王书伟不断深
入乡村和企业了解状况，掌握
第一手数据。

在调研中，王书伟发现县
内的知名企业，如飞鹤乳业、
嘉一香生猪加工企业、“洽洽
瓜子”等，都存在产能不足的
状况。飞鹤乳业的儿童奶粉
加工设计产能是 1000吨/天，

当时只有 300吨/天，两条生产
线只开了一条。嘉一香生猪
加工，满负荷生产一天屠宰能
力是 5000头，当时屠宰量不足
设计产能的十分之一。甘南
没有铁路，大量种植玉米，深
加工成本大，效益低。针对甘
南现状，王书伟和新一任县
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达成
一致意见：调结构、壮产业、惠
民生。

甘南县引导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着
力打造原料基地，解决产业
项目原料供应不足问题，推

动飞鹤、洽洽、嘉一香等产业
龙头延长产业链条。今年一
季度，全县规上工业实现增
加 值 2.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2%。其中仅飞鹤乳业实
缴税金就达 5750 万元，同比
增长 153%。洽洽瓜子、友鹏
乳清粉、奥瑞金包装、鹤城酒
业以及鼎鑫惠农、龙之谷等
项目实缴税金增幅都在 10%
以上。全县一季度 GDP、工
业增加值、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幅均位列齐齐哈尔市
九县之首。

（下转第二版）

只有看准方向才能走得更远
访甘南县委书记王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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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制定下
发了《“千名干部走万家企业访实情”活动实施方案》，动员
全系统千名干部对全省万家食药企业实施精准帮扶，进一
步优化食药企业发展环境。

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持续到年底的活动
中，我们力求精准服务，确保指导过程中针对企业问题要事
事有回复、件件有落实。”据了解，这项活动是省食药监局在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优化全省发展环境的意见》基础上，旨在寓监管于服务
之中，让服务成为发展的助推器、监管的润滑剂，以服务带
动监管，在服务中实现监管。

省食药监局动员每个市地局安排百名左右干部、全系
统共千名干部，采取交朋友、结对子等方式，对全省万家食
药企业实施精准帮扶，他们将深入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和研究解决办法，必要时争取国家食
药监总局的支持，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促进食药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

省食药监局要求各地着力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对辖区
内生产经营企业状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使帮扶工作有的
放矢，让“干部”和“企业”进行实质性对接。工作实施阶段，
走访的干部要逐条逐项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政府职
能部门政策扶持和技术帮扶，切实给企业松绑减负，达到

“因企施策”的目的，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彻底激发活力。
为切实畅通沟通渠道，省食药监局决定建立省市县三

级协同联动机制，同步推进工作，各地还要积极争取当地政
府支持，同时要明确省市县三级职责分工。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千名干部
访万家企业

本报讯（记者曲静）即将开幕的第四届
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和第二十七届
哈洽会，将迎来新材料企业界与金融资本界
对接大戏。6月 15日下午，2016中国新材
料企业与基金对接洽谈会召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如火如荼，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新材料等新兴
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以期在全球产业竞争中
抢占先机。近三十年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取
得长足进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规模
日益壮大，整体实力明显提升。黑龙江省作
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发展
蕴含着巨大潜力。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深入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关键之年，
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在此背景下，借展会平台，开启新材料企业
与资本市场对接之路，将成为突破工业转型
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瓶颈，促进金融
与企业深度融合的一次创新。

本次对接洽谈会由国家工信部和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省贸促会、省工信
委、省商务厅等共同承办。

据省贸促会会长鄂忠齐介绍，新材料
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搭建融资
平台，就是要通过新材料企业与金融机构
合作，为成长性好、市场预期高的企业提供
充裕的资金支持、崭新的市场理念和完善
的配套服务。让新材料企业勇于嫁接资
本，乐于借力发展，实现与金融机构互利双
赢。另外，把全国的好项目吸引到哈尔滨
来路演，也把全国的投资基金吸引到黑龙
江来参加项目对接，可以促进新材料与金
融的创新资源在我省更高层次、更大范围
聚集。通过建立新材料与金融结合的全链
条的综合服务体系，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创
新招商模式。

在筹备过程中，省贸促会与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
服务平台、中国创投委、省工信委、省商务
厅、省财政厅、省金融办等机构和部门通力
合作，邀请新材料界、金融界有影响力人
士，收集、整理新材料企业项目融资需求信
息，编制《新材料企业融资需求信息汇编》，
并实时更新。促成新材料企业与基金公司
互通信息，进行投融资项目配对，跟踪进展
情况。 （下转第二版）

新
材
料
企
业
与
基
金
对
接
大
戏
将
精
彩
上
演

□吴欣苓 魏奇
本报记者 姚建平

初夏时节，大地吐绿。在
讷河市国坤现代农机专业合
作社 8000亩黄芪规模化种植
田里，嫩苗已开始探头出土。
这标志着全国单品种植面积
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全省
中药材种植技术水平最强的
中药材种植基地，已在讷河市
落地生根。

合作社负责人姜威告诉
记者：“药材刚种到地里就有

不少客商闻讯而来洽谈合作，
预计年底效益会相当可观。”

今年，讷河市在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中，把现代中药作为
重点产业来抓，增加中药材种
植比重。国坤合作社通过探
索实践，建立专业化中药种植
基地，种植黄芪 8000余亩、藁
本 500 亩、党参 500 亩以及苦
参、远志、防风、大黄等 6个品
种高标准试验田，预计总产量
近 9000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
坤合作社过去一直以种植玉

米为主，由于近年玉米行情
下跌，种地不大赚钱。市场
的变化，使他们意识到必须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才能增加
收益。根据当地土壤、气候
条件，合作社多次组织外出
考察，确定了发展中药种植
的目标。他们投资 500万元，
购进机械设施，实现了播种、
除草、收药等环节的全程机
械化，比其他半机械半人工
状态的中药材种植地区，每
亩可节省成本 800元。

“黄芪每亩效益将达 2000

元，比种玉米翻了两倍。收获
鲜品可出口到韩国，干品销往
河北安国中药市场，销路不成
问题。合作社明年计划中药
材轮作面积将达到 5万亩。”姜
威高兴地告诉记者。

讷河市在推进中药产业
发展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实行“院校+合作社”的模式，
同时鼓励支持药企、合作社自
主建设种植基地，开展订单式
种植。通过与国内知名研究
机构和专业人才合作，提升中
药材种植标准和水平。

8000 亩黄芪“当家”
讷河市国坤合作社调结构念起“药材经”

王书伟（右一）在查看大棚育苗情况。

距开幕还有4天

北大荒，北大仓。深孚
众望的黑土地，立足于“农”
又创新于“农”，好年景一茬
接着一茬。

无论是“绣花”种植，还是
种植“经特”；无论是在耕作上
想办法，还是在品牌上做文
章，以我省垦区为示范的现代
化大农业建设，紧紧依靠农业
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优化，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尤其是，
垦区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构建“粮”、“经”、“饲”三元结
构，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
以市场化理念经营农业，传统
农业在向现代农业的“调”、

“转”中，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

察时强调，要坚持发展现代
农业方向，争当农业现代化
建设排头兵。对黑龙江寄予
了无限的厚望。

我省作为国家现代化农
业先行先试的省份，“两大平
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得风气之先，为全国现代化
大农业“趟路”。着眼于构建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一方面，
在我省农业发展的高起点上
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主动
作为、主动调优，改变单纯依
靠种粮增收格局，实现农民增

收“多条腿”走路；另一方面，
在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
节点上挖潜力、提质量、增效
益，让农业不止于“农业”，农
民不止于“农民”，充分释放农
业“接二连三”作用，开辟农业
发展新空间。

农业要强起来，农村要
美起来，农民要富起来，就是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在生机盎然的季节，望
向这片改革深耕的希望田
野，相信美好的未来定不负
辛勤耕耘和开拓创新。

希望的田野
□滕嘉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