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七台河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
段，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大力培育发展电子商
务，迅速抢占新兴市场制高点，加快实现经济发展
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将逐步成为谋划转型升级、推
动创新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新支撑。

电商发展如雨后春笋。2016年在经济下行、
财政陷入困境中，七台河市政府仍落实财政预算
资金1000万元，专门用于发展电子商务。

七台河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率先冲破观念壁
垒，搭台出力，提供“保姆式”、“店小二”式服务，坚
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在几乎是电商空白的七
台河大地上用心泼墨挥毫。2015年8月31日，七
台河市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那一刻起，发展电
子商务真正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从“无中生有”
到“有中生新”，众多的电商模式、先进的发展理念
和蓬勃的发展态势交融奔涌。至2016年底，七台
河市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达63户，实现线上交
易额1.5亿元；建成“七台河名特优电商超市”，正
式成立电商协会；通过推出“七台河电商谷”品牌，

“打包”销售本地 90%以上名优特产；各区县相应
建设电商孵化创业园区；6000余平方米的电商园
配送中心已经建成，电商园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
始运营；同时设立了“创客工厂”，成立了创客空
间，重点培育聚集、孵化滋养小微电商企业……

如今，电子商务已经真正在这里扎下根来，正
茁壮成长为转型发展、群众就业和便民惠民的新
支撑点。

发展电商，人才是关键。七台河市在优化发
展环境、人才队伍建设、扶持电商产业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广栽“梧桐树”，吸引“金凤
凰”。市委市政府多次邀请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
大咖进行专场培训，区县也多次邀请专家教授举
行专场培训、电商设计争霸赛等，深化全民创业意
识，增强创业创新能力。

随着电子商务发展的号角激活一池春水，七
台河市迎来了人才聚集的大潮。他们有的是回乡
创业的“大咖、骄子”，有的是从头再来的下岗工
人，有的是不甘寂寞的创业“宝妈”。凭借着把握
机遇的果断、坚持梦想的执著、埋头苦干的勤奋、
敢于尝试的勇气，成为了新一轮创业创新大潮中
的时代弄潮儿，在涉及电商的各个领域里施展神
通，全市电商发展呈现百鸟争鸣之势。以电子商
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七台河市蓬勃发展、潜力
无限，为创业者和就业者提供了巨大机遇。

如何让优良的本地产品远近闻名、拓宽销路，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电子商务无疑是最佳途径。
有“放水养鱼”的环境，有“群英荟萃”的智力，也要
有“借船出海”的助力和“聚沙成塔”的决心。七台
河市花大力气通过招商引进规模电商企业，结合
本地实际培植特色电商，形成“互联网+农业”、“互
联网+工业”、“互联网+商业”等发展格局，不断增
加发展电商的底蕴、多元和潜力。到目前，全市生
产加工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多数都认可电商渠
道，双叶公司等50余户本地知名企业产品与多家
电商平台实现紧密嫁接，插上电商“翅膀”后迅速
走红，跃出七台河，飞向全世界。

从小杂粮、白瓜子到万寿菊，从黑甜甜葡萄、
西甜瓜到畜产品、林产品等，七台河的“绿特名优”
经济作物基地规模逐步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互联网+农业”也悄然兴起，不但打造了红胜果蔬
配送网等一批地方平台，30多家龙头企业和 200
多家农民合作社的近 300个地产农产品在一亩
田、天猫等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与此伴生的是
全面建设13个省级“互联网+农业”高标准示范基
地，基地内全面实施绿色食品标准。

“畜牧七台河”及体验店于2016年2月开工建
设，6月23日正式启动运营，委托“第三方”三文科
技运营，平台采取O2O模式，由网络商城和线下

体验店组成，目前是我省唯一一家自主研发建设、
专门销售畜牧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现已有 10
家企业入驻，形成了“五方”绿色猪肉、“百胜”奶
牛、“雪鸟”肉鸡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畜产品品
牌，网上销售状态良好。

七台河市在发展电子商务上不断挖掘发展潜
力、培育发展动力、破解发展瓶颈、拓展发展空间，
步子越迈越大、步伐越来越快，真正将电子商务打
造成为活跃农村经济、带动农民致富的“火种”，成
为企业整合资源、抱团发展的“火种”，成为群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火种”，共同凝聚成转型
发展、全面振兴之薪火，越来越旺、越来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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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小康，富裕农民是关键。围绕农民增
收、脱贫致富，大力发展具有鲜明供给优势的绿色
有机农业，促进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产销一体、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科技支撑、资源节约、产
出高效、生态有机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是今
年年初，七台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农业未来
发展书写下的宏伟蓝图，更是七台河市对于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信心和决心的体现。

近年来，七台河市充分发挥绿特色农业潜力，
全面优化产品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减玉米、增水
稻、增杂粮、扩特色、拓市场，努力提升农业产业链
和价值链，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培育
了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新年伊始，七台河市精
细布局，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实际，对未来全市农业
发展写下了厚重一笔。

精细布局调结构。2016年，七台河全市播种
面积367.7万亩，粮食作物238.9万亩，经济作物及
其它作物28.8万亩。其中水稻31.04万亩，较前一
年增加 4万亩；玉米 170万亩，较前一年减少 37.2
万亩；大豆30.3万亩，较前一年增加15.3万亩；经
济及其它作物较前一年增加12.3万亩。经过一年
的结构调整，七台河市农业种植结构有了显著改
善，优质高效经济作物占比更加突出，具有地方特
色的“两红”（红辣椒、红小豆）“一蓝”（蓝靛果）“一
白”（白瓜子）“一黑”（黑木耳）和有发展潜力的万寿
菊、高钙菜、黑甜甜葡萄、小毛葱、坚果等经济作物
产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突出优势。未
来几年，七台河市将继续依靠特色种植的基础优
势，扩大特色农产品、草蓿果蔬和高效经济作物生
产，推动由单一粮食种植向粮经饲三元结构协调
发展转变，农产品由低效品种向高效品种转变，实
现特色农业面积达到40万亩的目标，让农民获得
更大收益。

打造省级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着眼市场需
求，加快农业向生态和有机方向转变，以高钙菜、
蓝靛果、黑甜甜葡萄、杂豆等特色产品为突破口，
以绿色有机为标准，加大单品突破力度，进一步在

“绿”、“特”、“名”上下功夫，引导特色农业向多村一
品、多乡一业发展，打造农业特产基地。2016年，
七台河市已有15户规模以上企业获得了33个绿
色食品标识，绿色食品认证面积达到90万亩，占全
市耕地总面积的34%。三胜合作社、荣盛达等5户
企业的31个产品获得有机食品标识；联友葡萄合

作社、汇丰鹿业等4户主体的4个产品获得地理标
识认证；林下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平欧榛子、红松
坚果林等种植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全市绿特色
和有机农产品基地已初具规模。下一步，七台河
市将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利用先进
技术对农畜产品、林下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及工业
转化。加快复制“鱼稻”“鸭稻”“森林猪”等生产模
式，做大做强绿色水稻、特色养殖、森林有机食品
等优势产业。以稻米、杂粮产业为重点，突出寒地
黑土、非转基因的个性化特征，推进农产品品牌整
合提升。大力引进国内外领军企业，壮大本土龙
头企业，重点扶持水稻、杂粮、果蔬等绿色有机食
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推进蓝靛果、红松果仁
等森林有机食品发展产业化项目，支持畜禽养殖
企业新上精深加工项目，努力打造省级绿色食品
加工基地。

深度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种得好”向“卖得
好”转变。产业化是提升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关键，七台河市始终坚持市场导向，以“农头工尾”
为抓手，培育了“东北老勃”、“忍冬小子”、“三胜杂
粮”、“东之星高钙菜”等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
品品牌，全市农业产业化水平和规模显著提高，产
业链条深度延伸，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了二三产
业带来的增值收益。七台河市将继续大力支持发
展粮食、农畜产品、林产品深加工项目，抓好意晟
园玉米、金穗米业水稻、东之星高钙菜、伊鑫清真
食品、九龙泉蓝靛果酒、中利黄体素等深加工项目

建设，积极引导加工企业向优势农产品基地和产
业园区聚集、向精深加工转型、向生产终端产品延
伸，培育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产业集
群。结合“互联网+”，全面扩大现有品牌的市场影
响力，实现“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同时，进一
步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培育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龙头企
业和合作社，向规模要效益，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加快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发
展。近年来，七台河市特色养殖业不断发展，已具
备大力发展特色畜牧养殖和深加工的产业基础。
以五方绿色猪肉、大兴牧业和百盛奶牛为代表的
特色畜牧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年产绿色生猪3.5万
头，生产加工肉鸭100万只以上，奶牛平均单产达
7.8吨/年，年产优质牛奶达5700吨。特种养殖蓬
勃发展，特种养殖户发展到160多户，品种涉及大
耳羊、獭兔、大雁、珍珠鸡等十几个品种，产值超亿
元。七台河市将抓住玉米降价和国家拍卖库存
玉米的机遇，大力发展“两牛一猪一禽”，加快家
庭牧场、养殖小区、畜牧基地建设，精准实施畜牧
业贷款贴息和补贴，扶持大兴牧业、五方种猪加
快发展，推进中航卓信集团 100万头生猪养殖基
地建设，积极引进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型畜禽养殖
加工企业，推进畜禽产品向肉类熟食、方便食品转
型升级，推进畜牧业向着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
发展。

农业新形象——有机、绿色、产业化创造高效益

七台河 不断创新成为转型发展第一动力

加快转型发展，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突出“无中生有”扩增量、“有中生新”提存量，加快转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煤炭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和医药、先进制造、绿色食品、现代服务业等六大重点产业，努力构建技术先进、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多元化现代产业体系。

□姚琦 周峰 秦雷 本报记者 文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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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发明者安德列海姆教授指出，石墨烯将
引领人类从20世纪硅时代向21世纪碳时代迈进。

平地惊雷，喜讯来袭。2017年1月5日，七台河
宝泰隆年产100吨石墨烯工业化制备生产线正式投
入运营。这一利好消息，不单单代表七台河对石墨
资源从规划到应用的转变，更开启了加快七台河转
型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煤炭循环
经济，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特有的石墨
资源优势，依托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基
础，致力于发展石墨深加工和石墨烯产业，将石墨
深加工产业作为接续替代主导产业，形成七台河城
市转型新的产业支撑。

黑龙江省是中国石墨主产区，石墨资源占全国
的 64%，占世界的 45%。七台河作为黑龙江省东部
地区新兴的石墨资源城市，具有储量丰富、品位高、
鳞片大等特点。丰富的石墨资源可为七台河市发
展高端石墨特色深加工产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保
障。另外，宝泰隆公司现有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煤焦
油和沥青资源丰富，还可提供优质的人造石墨原料
保障。

2016年6月22日，七台河市委八届七次全会通
过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煤城转型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中，对转方式、
调结构作为推动转型发展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大
力发展转型替代产业，培育壮大“新字号”这篇大文
章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快推动石墨产业
园区规划建设，积极引进战略性投资者深度有序开
发石墨资源，深化宝泰隆与哈工大“金刚石制备加
工”、“石墨烯制备及应用产品开发”、联合建立“碳
材料研究中心”等项目合作，着力打造蓄能材料、密
封材料、超硬材料、石墨烯制品等产业链，构建高端
石墨新材料产业集群。七台河市第九次党代会提
出，要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把石墨产业作
为全市重点培育和扶持的支柱产业，努力实现园区
化、高端化、产业化发展。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高端石墨新材料产业，重
点推进宝泰隆20万吨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东润矿业
10万吨石墨精粉选矿项目。依托清华大学—宝泰
隆石墨烯研究院，加快石墨烯应用领域成果转化，
积极引进产业化项目。

七台河市规划建设两个园区，即石墨采选园区
及深加工产业园区。项目全部完成后，石墨产业年
产值可达到近 120亿元，年利润总额为 23亿元以
上。规划建设的七台河石墨采选产业园区占地
820.78公顷，2015年5月开始勘查，已经发现矿石量
约 4145万吨，晶质矿物量约 310.88万吨，属于大型
矿区。规划建设石墨精粉产能 30万吨/年，园区将
通过项目积聚建设逐步形成石墨洗选产业集群。
七台河市石墨产业深加工产业园区占地 140公顷，
总投资 152亿元，其中启动区 39.76公顷，另建成孵
化器面积 1万余平方米，可随时入驻企业。规划建
设包括石墨新能源材料产业链、密封散热材料产业
链、超硬材料产业链、石墨烯产业链、新兴材料产业
链及人造石墨产业链六大产业链。

石墨烯及相关配套高科技产业项目的实施，将
引发高科技新材料领域的重大变革，提升七台河在
全国高科技新材料领域的地位。

大力发展石墨及石墨烯产业，七台河并不是蛮
干硬干，而是在综合各项优势后，科学制定的战略
规划——

政策优势。国家和黑龙江省对石墨产业发展
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黑龙江省新材料产业发展规
划》，将扶持石墨产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七台河
是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
点市、信息惠民试点市和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改革试
点市，同时享有国家《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支持政策，多种政策形成
合力。《七台河市产业扶持资金实施暂行办法（试
行）》(七发〔2016〕2号)，进一步规范了七台河市产
业项目扶持政策资金投入、运作和管理，对资金扶
持对象、扶持方式、扶持标准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

环境优势。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努力打造亲商、
安商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仅保留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 195项，压缩时
限、优化流程，实行产业项目并联审批，减少审批前
置件172个，所有审批事项都向网上办理集中，非行
政许可全部清零，实行零距离接触、零关系办事、零
利益服务、零障碍入驻工作机制，全力服务招商项
目和扶持企业发展。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
致力创建“让企业最满意，让群众最满意”的“两最”
服务环境，要求各级公务人员树立“店小二”式服务
理念，努力当好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

“店小二”，主动作为，履约践诺，进一步打造优良的
发展环境。

人才优势。宝泰隆公司高端科研人才汇聚，并
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
江科技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依托
宝泰隆（北京）研发中心、宝泰隆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黑龙江宝泰隆新材料新能源研究院和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针对石墨烯、石墨烯衍生品及下游应用
产品进行技术研发。在 2016年的第四届中国国际
新材料产业博览会上，宝泰隆公司自主研发的石墨
烯产品荣获参展产品金奖，是参展中制备石墨烯产
品的唯一金奖。

技术优势。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成
功掌握了石墨烯单层快速剥离、自动分离分级、快
速高效提纯和连续式规模化还原等多项关键技术，
剥离率超过 95%，比表面积可达 800～1500平方米/
克，宝泰隆石墨烯研发技术位居全行业前列，各项
指标均能满足特殊应用领域的要求。目前，宝泰隆
公司已与四川成都晶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苏州
市昕榕化纤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
学院、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北京有限公司、新材料与
产业技术北京研究院等单位开展涂料、纺织、LED
照明、橡胶、电池正负极材料、EPS等石墨烯下游应
用领域合作及研究，并取得积极进展。

走进碳时代，引领烯未来。2017年1月5日，宝
泰隆百吨石墨烯量产暨石墨烯应用研讨会在七台
河举行，国内石墨烯领域院士、专家，国家相关部
委、黑龙江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军方代表，石墨
烯应用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点燃了属于七台河石
墨时代的引擎，铭刻下浓“墨”重彩的画面。这一天
起，石墨与石墨烯，将以更快的速度引领七台河向
着转型振兴的路上疾驰……

走进“碳”时代——
浓“墨”重彩托起“烯”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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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春潮起——新模式、新理念引领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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