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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入学讲话 振兴发展看龙江
产业园区系列报道①

□本报记者井洋 李宝森

今年 9月，在北京举行的
2016 第九届创业中国年度人
物颁奖仪式上，黑龙江威凯洱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姜
浩获得“匠心可敬”奖。这位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微生
物学博士、辉瑞制药的研究
员，归国创业的落脚点就选在
哈尔滨利民开发区。经过4年
努力，企业研发的蕾帕霉素产
品开始试生产，样品得到国际
大型医药公司的认可，正在办
理出口等手续。今年 1-10
月，医药产业园区新增投资15
亿元，6 家医药企业建成投
产。如今，作为哈尔滨新区的
重要内核之一，哈尔滨利民开
发区集聚了哈药集团等 91家

医药企业，围绕“培育壮大新
字号”形成了集医药研发、生
产、营销、包装物流和检验检
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中国北方药谷”正在崛起。

产业集聚
“药谷”不断壮大
在哈尔滨新区的北京路，

医药企业集聚而建，并不断追
加投资隔街扩建。在沈阳大
街上，泰盟集团麾下的圣泰药
业新厂正在建设中。圣泰药
业经过十多年发展，品牌影
响力不断增强，被医药资本
大咖泰盟集团重金并购。泰
盟集团投资 6 亿元，分三期
扩大生产规模，今年是第三
期，新厂房建设已近完工。

“我们连续三期投资，快速扩

大生产规模。圣泰的国家一
类新药——是好药品，借助泰
盟集团强大的销售渠道，市场
占有率不断提升，销售额提高
一倍。同时，公司的研发水平
进一步提高，现在具备了中药
提取、针剂生产等各种剂型的
生产能力。”泰盟医药集团总
经理助理李宏辉高兴地说。

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
生物医药产业园，利民开发区
医药产业园现有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18家，规上医药企业

22户。入区企业共生产 16个
剂型 841个品种，高新技术产
品87个，国家和地方知名品牌
32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
50个，国家一、二、三类新药20
个。园区内有哈尔滨誉衡药
业和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上
市企业 2户，拟上市企业 3户，
新三板拟上市企业2户。2015
年，生物医药产业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4.9亿元，新增投产企
业 4 家，实现销售收入 168 亿
元，利税 23.7 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12%和21.5%。

引进“发动机”
搭建创新平台

研发是医药企业的发动
机。在利民开发区医药产业
园内，生命医药创业大厦现
已投入使用。哈尔滨医科大
学校长杨宝峰院士领衔的 8
个科研团队和 200 余名博士
硕士已入驻设在这里的院士
工作站。

去年，利民开发区投资

3.5 亿元，与哈医大共建生物
医药研发中心，引进哈医大科
技园，建设了集新药研发、企
业孵化和检验检测于一体的医
药研发公共平台。据哈医大科
技园负责人刘洪文介绍，现在
研发中心内的中试基地已完成
认证，试验动物研究中心后期
调试即将完成，投入使用后将
成为东北三省最大的试验动物
繁育基地。这些设施都向园区
企业开放，满足企业的研发、中
试需求。 （下转第二版）

哈尔滨利民开发区医药产业园已经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园

哈尔滨崛起“中国北方药谷”

□本报记者 刘柏森

11 月 8 日上午，哈佳铁
路客运专线跨越松花江的支
流蚂蚁河大桥上，负责该标
段施工建设的中铁十一局哈
佳客专四标段项目部总工程
师姜鸿正在现场督导施工人
员吊装 32.6 米长的混凝土

梁。专注的神态，反映对施
工质量和安全的一丝不苟的
态度。

离开蚂蚁河大桥施工现
场，姜鸿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另
一个施工作业点。（下转第三版）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在哈牡客专威虎山隧道深
处，常家云和10多名工友拿着电
钻、钢筋、绑线，在10米高见方的
衬砌台车上砌块衬砌，而周围弥
漫着的是轰鸣的机械声和粉
尘。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左右，
脸上一层灰、脚下沾满泥的常家
云走下了工作台，简单的扒拉口
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常家云，一位来自云南的
“80后”，是中铁十九局集团哈

牡先行二标项目部隧道二衬
施工班组长。只有初中文化
的他，凭借对衬砌技术的热
爱，屡屡参加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2010年来到了黑龙江，在
牡绥铁路参加了支护、仰拱施
工。由于技术过硬，2015 年 7
月，又被任命为哈牡客专威虎
山隧道出口二衬班班长。

哈牡客运专线威虎山隧道
工程由中铁十九局承建，是哈牡
客专最早动工的节点工程，也是重
点、难点工程之一。（下转第三版）

始终坚守在一线
记中铁十九局集团哈牡先行二标项目部隧道

二衬施工班组长常家云

常家云正在高空作业。
本报记者 孙昊摄

□李因楠 本报记者韩波

把铁路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做为“1号工程”、“一把手
工程”，哈尔滨市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累计完成了哈大
高铁、哈齐高铁、新建哈佳、
哈牡客专、哈尔滨火车站扩
建改造等 13 个重点涉铁项
目的任务目标。记者采访哈
尔滨市建委主任、哈尔滨市
铁路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亚强
时，他开门见山：“以创新作
为、勇于担当为理念，哈尔滨
市集中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真正实现了‘保征地征收按
时完成、保项目资金及时到
位、保市政设施配套完善、保
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保社会
和谐稳定’的既定工作目标。
以哈尔滨为节点，贯通全省、
辐射全国的铁路交通网络升
级，也显示了哈尔滨这一中
心枢纽对我省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的巨大牵动作用”。

高铁建设奔跑向前，哈
尔滨市承担起极为繁重的
项目方案优化论证、土地和
房屋征收、资金匹配、基础
配套设施跟进建设等共建
任务。 （下转第三版）

铁路建设者书写传奇
访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徐建军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访哈尔滨市建委主任李亚强

□本报记者 狄婕 陈渌

踏着隆冬的大雪，我们采
访了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徐建
军。因为忙，徐局长只给了记
者下班后的半个小时采访时
间，我们是迎着下班的人流来
到哈尔滨铁路局的 ,望着徐建
军办公室墙上的黑龙江“一轴
两环一边”铁路网示意图，我们
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龙江大地迎来铁路建
设的“春天”

百年老局的哈尔滨铁路
局，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曾经是

路网最发达的铁路局，铁路里
程等各方面指数曾在全国名列
前茅。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省
铁路与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构建外向型产业经济体系
已不适应。我省地域辽阔，也
需要中心城市对其他地区发挥
带动作用，需要各重要城市之
间通过便利的交通体系联结在
一起。促进区域发展繁荣，更
需要省内城市与边境县之间的
交通构成联结体系。 面对铁
路发展现状，省委省政府紧紧
抓住国家加快铁路建设的重大
发展机遇，全面谋划我省铁路
建设发展蓝图。（下转第三版）

徐建军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今年夏天，李亚强(右一)
在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本报资料片

严控质量不放松
记中铁十一局哈佳客专四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姜鸿

本报讯（记者姚建平）11月 30日，齐齐哈尔市把“冰
雪”欢乐体验首次“吹”到厦门，以“鹤舞雪原·亲子乐园”
为主题的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此举行。“交换冬天”的
推介形式，使齐齐哈尔、厦门两个旅游资源丰富城市产
生良好的共鸣。

日前，记者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到，丹顶鹤
或飘然起飞，或在雪地上翩翩起舞，游客众多，“雪地观
鹤”已成为一大亮点。

齐齐哈尔冬季旅游资源丰富，以“世界大湿地，中国
鹤家乡”为主题品牌和以扎龙湿地“雪地观鹤”为核心的
冬季旅游产品体系已初步形成，全市冬季旅游游客接待
量和旅游收入明显提升，冰雪旅游给众多南方游客带来
别样的冰火极致体验。

为赢得南方游客青睐，全市加大冬季旅游宣传营
销，组织旅游景区开展线上营销。组织冰雪旅游摄影大
赛活动，提升游客对“鹤舞雪原”冰雪美景的直观感受。整
合推出“冰火两重天，爱上一座城”冰雪温泉系列活动，面
向南方游客以“旅游+直播”的形式举办“我与小鹤做朋
友”冬令营活动。立体开展冰雪体育旅游营销，分别在
广州、厦门成功举办冰雪体育旅游产品推介会，招徕游
客。2015~2016 冬季旅游旺季期间，扎龙自然保护区等
重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景区旅游收入达
到 1000 万元。新建成的对外开放北纬 47 度温泉家园等
旅游景区，在冬季旅游旺季期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旅游收入实现300万元。

雪地观鹤

图为游客在雪地里观鹤，纷纷拿起相机拍摄丹顶鹤婀娜的身姿。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持续深入学讲话 振兴发展看龙江
百年基业——龙江阔步迈入高铁时代群英谱①

姜鸿（左）对施工工人进
行现场指导和监督。

本报记者 刘柏森摄

本报讯（金鲲 记者杜怀宇）
截至11月27日，绥芬河火车站今
年旅客发送量完成129.1万人，较
去年同期增长 72.6 万人，增长
128%，完成年计划指标的 123%，
已提前完成全年旅客发送任务。

据介绍，2016年 1月 1日，牡
丹江至绥芬河间增开了 8对特快
旅客列车，时间从原来的 4个小
时缩短为1小时零8分，迅速拉近
了口岸与内地的时间距离，方便
入境俄罗斯客商和市民往来。

牡绥 1小时特快列车开启了
“两城一家”的美好生活，绥芬河
百姓活动空间无形中放大，出行
方式、居住观念、工作环境和旅游
目的地随之改变。经营俄罗斯食
品的客商刘佳宁在牡丹江开了分
店，早去晚归还不耽误给上学的
儿子做早晚餐；为了更好地享受
医疗资源，这里的市民纷纷选择
到牡丹江就医；每逢周末、节假日
到牡丹江购物、走亲访友旅客增
多，尤为明显的是 2016年 2月 13
日，该站旅客发送 6733 人，创单
日发送记录。

牡绥 1小时特快列车搅热了
“俄罗斯风情之旅”出境游，牡丹
江、海林、穆棱等周边市民纷纷选
择家庭组团参加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托克 4日游，早晨从居住的城
市乘车到达绥芬河验关出境，4
天后从国外返回。绥芬河市商都
国际旅行社导游马丽君今年带团
从铁路出境人数达 7845人，与去
年相比增加 2134 人。她高兴地
说：“牡绥列车开通，带团不用像
过去那样操心客人在绥芬河的吃
住，游客节省费用，我的收入还增
加了。”

绥芬河站借势擦亮“服务旅
客创先争优”窗口，立足高标准打
造“龙江丝路带”东部重要节点。
因绥芬河站距俄罗斯格罗迭科沃
市 26公里，但由于原来交通不够
便利，俄方公务人员、商人周末只
能到绥芬河购物、度假；今年，他
们可以乘坐牡绥特快列车来牡丹
江消费。为做好国外旅客服务工
作，国际候车室客服班组人员苦
练俄语会话，上网搜寻牡丹江美
食、购物好评门店，遇有俄罗斯旅
客咨询，便给予热心、细致地介
绍。结合出入境游客增多的实
际，这个站及时与当地旅行社沟
通，掌握出境旅客人数，提前与海
关、边检、检验检疫部门联系，热
情提供引导和支持服务。遇有车
次调整，发动职工利用朋友圈及
时发布相关信息；通过车站“微
博”及时发布车站剩余车票、各铁
路局增开车次等便民利民的信
息，使旅客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
铁路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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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晶琳）黑龙江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近日评定我省抚远市黑瞎子岛旅游区等8家景区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12月2日—8日进行公示。

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和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经市（地）地
旅游局（委）推荐、专家实地评审，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研究决定，抚远市黑瞎子岛旅游区、齐齐哈尔水师森
林温泉度假区、哈尔滨宾县英杰风景区、佳木斯同江市三江
口生态旅游区、黑河北安市庆华军工遗址旅游区、大庆市林
甸飞泷四季温泉景区、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区、方正林
业局罗勒密山景区等8家景区评定为4A级旅游景区。

我省8景区新晋4A级

本报7日讯（黄志永 记者陈贺）7日，省政府安全生产
第二督查检查组深入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哈尔滨市
交通运输局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抽查了哈尔滨地铁
2号线一期省政府站工程、哈尔滨麒麟集团，验证安全生产
工作成效。

听取部门汇报、查看内业资料后，督查检查组分别就冬
季施工安全、燃气安全宣传、冰雪景观施工安全和大货车、
校车、公交车车辆安全监管等重点问题进行了询问。督查
检查组要求，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地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刻也
不能放松。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
求，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生产一线、落实到岗位、
落实到人头。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要严肃查处，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在哈尔滨地铁2号线一期省政府站施工现场，督查检查组
检查了施工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督查检查组强调，地铁工
程，事关百姓出行，备受各界关注。施工企业要深刻吸取江西
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等重特大事故教训，严
而又严、实而又实地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安全生产第二督查检查组

深入哈尔滨市督查
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
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就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提出的“建立统一的绿
色产品体系”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战略基点，坚持统筹
兼顾、市场导向、继承创新、共建
共享、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充

分发挥标准与认证的战略性、基
础性、引领性作用，创新生态文
明体制机制，增加绿色产品有效
供给，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
费，全面提升绿色发展质量和效
益，增强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到
2020 年，初步建立系统科学、开
放融合、指标先进、权威统一的
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与标识体
系，实现一类产品、一个标准、一
个清单、一次认证、一个标识的

体系整合目标。
《意见》明确了 7个方面重点

任务。一是统一绿色产品内涵和
评价方法，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
科学确定绿色产品评价关键阶
段、关键指标，建立相应评价方法
与指标体系。二是构建统一的绿
色产品标准、认证与标识体系，发
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建立
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产品标准、
认证、标识体系。 （下转第二版）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

建立统一绿色产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