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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记者谭湘竹）7日，首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
动会在省冰上基地开幕。副省长孙永波出席并宣布运动会
开幕。

本次赛会由国家体育总局、黑龙江省政府主办，黑龙江
省体育局承办，是中俄两国举办的首届冬季青少年运动会。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体育领域
作为人文交流的先行者和助推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为
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
延续两国体育界传统友谊，进一步推动两国冬季项目的交
流，中俄双方决定面向 2022年冬奥会开展合作，自今年起开
始举办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希望通过该运动会，为 2022
年冬奥会和两国冬季项目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

据悉，运动会将每两年举办一届，与现有的夏季青少年

运动会隔年举办，筹备和举办模式参照夏季运动会执行。本
次比赛共设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球、短道速滑、高山滑雪
五个项目，双方各有 117名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赛会期间将
组织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项目两
国运动员混合训练，并由中俄两国参赛教练员对两国运动员
训练情况进行点评。此外，还将召开中俄训练交流座谈会，
对两国冬季项目训练方法、理念和项目发展进行讨论。

开幕式前，俄罗斯小运动员们来到哈尔滨冰雪运动学校
和中国青少年进行文化交流。运动员们观看了古琴、茶艺表
演、捏面人、葫芦雕刻等传统文化，并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学
习了中国书法。

图为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本报记者 郭俊峰 王志强摄

首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开幕
双方各有117名运动员参赛 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

本报讯（记者姚建平）为落实国家“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体育赛事活动和服务，齐齐哈尔
市将于 12月 10日至明年 3月开展 2016~2017冬季冰球季活
动，以此促进城市体育和旅游、经贸融合发展，提高城市对外
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介绍，2016~2017冬季冰球季活动主题为“百万人上冰
雪，百万人游鹤城”。活动期间，全市将举办四大类与冰雪相关
的系列活动。冰雪体育活动：举办市大学生冰雪体育运动会、
市职工冰雪体育运动会、县（市）区组冰雪体育运动会、市中小
学生冰雪体育运动会、市冰雪体育系列赛事活动，让广大市民
体验到冰雪体育运动的魅力。冰雪旅游活动：其中冰雪狂欢
板块、冰雪游乐板块、嫩江冰雪民俗旅游板块、经典雪地观鹤
板块、山地滑雪娱乐板块、雪地温泉板块等将分别展现齐齐
哈尔冰雪旅游的特色。冰雪旅游节庆活动：将展现民俗、节庆
等领域的文化特色，如富拉尔基红岸滚冰节、梅里斯湖冬捕节、
铁锋区天鹅湖、查罕诺湖冬捕节等。冰雪旅游线路体验活动：
有雪地观鹤、冰上娱乐、冰雪体育、温泉体验、冰雪草莓采摘、冬
捕、民俗体验、冰雪大世界、冰上杂技以及体验哈尔滨、大庆、黑
河、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冬季冰雪产品组合。

鹤城四大系列活动
舞动冰雪魅力

第一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郭俊峰 王志强摄

本报7日讯（记者徐明辉）7日，省委宣传部与省社科联、
省社科院共同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
届八次全会精神座谈会。省直有关部门领导、省委宣讲团成
员、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同志就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突出领导干部这
个重点，省委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精神的战略部署等主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会议认为，深入学习研究宣传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是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特别是理论战线的重要职责。全省广大理论
工作者作为主力军，要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要做到先学
一步、多学一些、学深一层，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
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做积极组织者、
深入阐释者和忠实践行者，推动在全省上下持续兴起学习贯
彻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的热潮。

我省理论界举行

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韩波）“冰天雪地 艺术推动新经济”系列活
动将于12月10日全面启动。这一系列活动由哈尔滨市委宣
传部与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主办，哈尔滨市青联协办，红博商
业西城红场等承办。活动将历时三个月，通过展览展示、高
端对话、市民互动等形式，推动消费升级，助力经济发展。

据了解，“冰天雪地 艺术推动新经济”系列活动，旨在
从大师艺术、大众艺术、生活艺术三个维度，借助冰雪优势，
以艺术为引领，创造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打造哈
尔滨经济增长新引擎。

“冰天雪地 艺术推动新经济”主要包括“高端对话”、全
民互动活动、中国当代大型艺术展——蚂蚁蚂蚁蚂蚁、“冰
雪霓裳”哈尔滨国际时装周、2017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年度
工作会等系列活动。目前已邀请 3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设计师进行展示推介，届时将有中国纺织服装产业 200余
家厂商，云集哈尔滨。

“冰天雪地 艺术推动新经济”
系列活动将启动

本报7日讯（记者刘剑）7日，全省食
药监管系统推进“互联网+食药安全”行
动计划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
齐齐哈尔市召开。据悉，本次会议是我
省食药监管系统组建以来召开的第一次
信息化工作会议，也开启了我省食药监
管工作的“互联网+”模式。

“执法员王文峰，你在哪里？”“你好，
指挥中心，我在辖区一家饭店进行日常
巡查。”“指挥中心要求你检查和展示该
饭店食品安全公示板以及后厨卫生情
况。”随后执法人员王文峰马上来到相应
区域进行检查。这是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食药监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与现场执法
人员的一段视频对话，也是本次会议为
前来学习的人员展示的“互联网+食药
监管”的一个真实场景。齐齐哈尔食药
监管部门巧借政府资源，完成了食药监
管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与政府的综合性
数字化指挥系统“e网通”的有效嫁接，运
用执法记录仪以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等高新科技进行视频指挥、执法数据存
储，实现了“指挥中心”与行政执法记录
仪、手机执法APP的精准对接，实时指挥
调度每一位执法人员及时下达指令，现
场执法图片自动生成 PPT，形成电子信
息数据库上传，并随时可查询执法处置
过程、结果。

会上，齐齐哈尔、大庆、七台河市食
药局在推进会上作了信息化建设方面的
经验介绍；省发改委、省网信办人员分别
解读了我省关于推进“互联网+”和网络
安全工作的相关政策；省食药局相关领
导和牵头处室负责人分别对全省各地推
进此项工作进行了细致解读，并提出了
具体要求。

省食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
因互联网而产生的网上交易等新经济业
态的出现，食药监管的范围和工作难度
不断加大，通过“互联网+”模式可实现我
省食药监管能力、监管手段和监管效率
的全面提升，进而更好地保障公众饮食
用药安全，推动我省食品医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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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记者李爱民）7日，哈尔滨召开全市公安机
关今冬明春火灾防控攻坚战动员部署会议，并公布了实施方
案。自 2016年 12月 7日起至 2017年 1月 26日，哈市公安机
关将开展共计50天的攻坚战，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据了解，哈市公安机关将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
么问题、哪类隐患严重就解决哪类隐患”原则，做到集中消
除一批火灾隐患，关停一批不合格场所，处理一批消防违法
人员，取缔一批违规生产企业，挂牌一批重大火灾隐患。哈
尔滨市公安局将成立 4个督查组，由户政支队和消防支队
人员组成，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对区县分局、消防大队、公
安派出所进行督查检查，对排查和处罚过的单位也进行核
查，对督查过程中发现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得力、执法不严
格、履职不到位等情况，将进行全市通报。各警种、各分县
局实行领导干部分片包干责任制，压力一级传递一级、责任
一级落实一级。

哈尔滨开展50天
火灾防控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狄婕）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自 2017年 1月 5
日零时起，哈尔滨铁路局将对管内部分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调
整。届时，将首开直通云南旅客列车 1对，停运普速旅客列车 2
对，同时对部分旅客列车车次和运行区段进行相应调整。

据悉，哈铁将增开哈尔滨至昆明K728/5 K726/7次。停运
列车两对：吉林至哈尔滨东 6021/2次、佳木斯至哈尔滨K7146/
5次。

调整运行区段两对：齐齐哈尔至东莞东 K568/9 K570/67
次齐齐哈尔至四平间改经滨洲、京哈线运行，增加哈尔滨站站
停；哈尔滨至福州K1548/5 K1546/7次运行区段调整为佳木斯
至福州。

调整列车车次：老穆棱至穆棱摆渡站 7601次～7614次列车
车次调整为 7801次～7814次；哈尔滨西至齐齐哈尔D6903次、
齐齐哈尔至哈尔滨D6906次、哈尔滨至齐齐哈尔D6911次、齐齐
哈尔至哈尔滨D6914次、哈尔滨至齐齐哈尔D6917次、齐齐哈尔
至哈尔滨西D6918次由高峰线改为日常线，调整为每日开行。

2017年1月5日起调整列车运行图

哈铁首开直通云南旅客列车

本报讯（李晓东 记者李播）人民银行庆安县支行发放支农
再贷款，支持年加工能力 30万吨以上米业加工企业，通过对米
业加工企业的支持，完善庆安县从种植到深加工水稻产业链，
解决大部分农户粮食销售问题，受到欢迎。

人民银行庆安县支行积极主动争取支农再贷款额度，切实
加大支农信贷资金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庆安县支
行向庆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支农再贷款 1.35亿元。重
点支持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庆安县鑫利达米业有
限公司 1亿元，庆安东禾金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3000万元。

为规范支农再贷款管理，确保安全高效使用，人民银行庆
安县支行还督促、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完善支农信贷管理体
制，适当降低贷款门槛、优化操作程序、提高审贷效率，为支持

“三农”发挥积极的作用。

庆安金融助力
米业加工龙头企业

本报7日讯(记者吴利红)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自建
设大项目办电绿色通道以来，推出 11个方面的服务新措施、做
实大项目服务、全力保障大项目用电需求，这是 7日记者从国网
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召开的大项目办电服务绿色通道建设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自建设大项目办电绿色通道以来，国网黑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对大项目超前谋划、靠前服务，全力以赴提升供
电服务水平。

推出 11个方面的服务新举措。严格执行一口对外、一证受
理、一次性告知，精简手续，优化流程，加快办电速度。推进“互
联网+供电服务”，积极拓展 95598网站、推广“掌上电力”手机
APP，移动作业终端等渠道，实现咨询服务、用电申请等业务线
上办理和信息共享。实行 10千伏及以下项目容量全开放和供
电方案直接答复，取消普通用户设计审查和中间检查，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与供电方案编制同步开展，在受理客户用电申请
后，110千伏及以下项目，由地市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可研，220千伏及以上项目，由省电力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院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主动对接服务全省新一轮工业项目“双百工程”和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深入摸排全省 130个各级各类园区。主
动对接容量 8000千伏安及以上重点项目，解决客户用电难题。
根据园区实际用电需求，在年度投资计划安排时优先保证。在
项目建设上，将园区配套电网项目作为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建
设力量加快推进，确保按期建成投产。

对报装容量 315千伏安及以上项目进度实行日跟踪、周通
报。今年 315千伏安及以上报装项目 1750个，容量 910万千伏
安，截至 11月末送电 808个，送电容量 420万千伏安，没有因电
网原因造成不能满足客户接电时间需求的情况。

省电力公司对大项目用电
实行“绿色通道”

（上接第一版）要切实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加
强对防火、防水、通风等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和重大风险源
的安全管理，将管理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同时，要强化施
工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确保不发生事故。

在哈尔滨麒麟集团，督查检查组检查了GPS监控平台
运行情况，随机调看了黑A42696等两台客车的行驶轨迹和
车辆回传图像，远程检查车辆载客和乘客佩戴安全带情
况。督查检查组要求，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对车辆技术条件的安全检查，杜绝车辆带病行驶。要
加大对客车驾驶员的安全教育，使自觉遵守“五不两确保”
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岁末年初，客流量增大，要进一步强
化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坚决防止事故发生，保障群众
安全出行。

深入哈尔滨市督查
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上接第一版）三是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清单和认
证目录，依据标准清单中的标准实施绿色产品认证，避免重
复评价。四是创新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供给机制，优先选取与
消费者吃、穿、住、用、行密切相关的产品，研究制定绿色产品
评价标准。五是健全绿色产品认证有效性评估与监督机制，
推进绿色产品信用体系建设，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绿色产品
监管方式，建立指标量化评估机制，公开接受市场检验和社
会监督。六是加强技术机构能力和信息平台建设，培育一批
绿色产品专业服务机构，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信息平台。七
是推动国际合作和互认，积极应对国外绿色壁垒。

《意见》提出了 4 项保障措施。一是加强部门联动配
合，建立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与标识部际协调机制，统筹协
调相关政策措施。二是健全绿色产品体系配套政策，加强
重要标准研制，建立标准推广和认证采信机制，推行绿色产
品领跑者计划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三是营造绿色产品发
展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
应结合实际促进绿色产品标准实施、认证结果使用与效果
评价，推动绿色产品发展。四是加强绿色产品宣传推广，传
播绿色发展理念，引导绿色生活方式。

建立统一绿色产品体系

（上接第一版）园区还投资 7000万元，与哈药集团共建药物研
究院，哈药集团科研团队现已入驻。

现在，园区已初步形成以 19家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以
哈医大研发中心和哈药集团药物研究院两大研发机构为支撑
的药物研发创新体系。拥有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
室）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6个，设有院士工作站2个，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在研一、二、三类新药
26个，三种药物已完成三级临床，进入审批阶段。

下游企业跟进
产业链成龙配套

围绕着医药产业生产，营销、包装、物流等产业配套日渐
完善，大幅提高了医药企业的运营效率。

作为全国医药营销三大龙头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已经成立黑龙江公司并开展运营，其高超的医药营销经验
和巨大的营销网络，将补齐园区医药营销的短板。而为医药
专业包装的生产企业也闻讯纷纷前来投资。目前新三立包
装、德胜包装和德成印务均已建成投产，园区生产企业所需的
药品专业包装环节在家门口就得到解决，方便了企业间的配
套合作。

哈药集团专业医药物流的建成，缩短了园区内众多医药
企业的运输半径。目前，哈药物流配送中心已在国内形成覆
盖 30个省会城市、300个地级市、1万家医院和 10万家药店的
配送网络。园区内的医药企业能够依托哈药物流，及时地把
药品运往全国各地。

“保姆式”服务
招商安商到位

呼兰利民开发区在倾力打造“中国北方药谷”的进程中，
在全国分布 5个招商分局，分片负责，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投资
信息。建立起从招商、洽谈、服务、落地等一整套工作服务模
式，让投资商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呼兰区超
前谋划，认真调研，筛选出一批有实力、有投资需求的产业项
目，建立招商项目领导包保跟踪机制，由分管战线区级领导牵
头推进，招商干部联络洽谈，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具体抓项目
落实，围绕企业决策人、项目投资人量身定做项目引进方案，进
行“一对一”、“点对点”式对接、跟进。

利民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主任张树仁告诉记者，
“专业配套资源是企业集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因此，园区在基础设施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先后建成了园
区蒸汽站、双路供电线路和专用排污管线，在解决医药企
业连续生产需要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企业建设成本，提高
了投资吸引力。园区还成立了生产力促进中心，引进风
险投资、信贷担保、资产评估等 10 类中介机构，搭建了人
力资源、产权服务、网络信息等 6 个公共平台，为企业和科
研、孵化人才提供一站式的融资贷款、新药报批等方面服
务。专业配套的一系列服务机构的引进，让园区成为一个
出色的“保姆”。到 2020年，利民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建成面积将由 10 平方公里发展到 20 平方公里，年产值达
到 300亿元。

哈尔滨崛起“中国北方药谷”

近日，省重点工程——哈牡铁路客运专线施工现场，工人们加班加点，顶风冒雪全心投入工程建设中。目前，镇北
隧道共掘进1135米，镇东隧道共掘进1020米，月星隧道共掘进940米，二道桥子隧道共掘进119米，蚂蚁河特大桥已完成
转体桥对接。图为哈牡客专尚志段蚂蚁河特大桥施工现场。 李东洋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