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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林 本报记者 李天池

2016年，哈尔滨市香坊区
上报签约产业项目 23个，完成
签约额214.32亿元，完成年计划
的564%，其中，签约额100亿元
以上项目1个，10亿元以上项目
4个、1亿元以上项目10个。

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哈尔滨市香坊区
坚持不懈地把产业项目建设作
为“一号工程”牢牢抓在手上，
将今年确定为产业项目推进
年。为此，全区努力继续保持
招商引资的良好势头，开展全
员招商，以招商引资提升产业

结构、聚合生产要素、增强发展
后劲，实现全面振兴发展目标。

靶向定位提高精准度

为了提升产业结构、聚合生
产要素、增强发展后劲，香坊区
把招商引资摆上更加突出重要
的位置，将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对
接和融入“龙江陆海丝路带”和

“哈长城市群”发展战略，积极抢
抓发展机遇，按照建设工业转型
示范区、对俄经贸物流区、文化
旅游休闲区、城乡融合发展区的
总体发展思路，实施靶向招商，
提高招商的精准度。在工业转
型升级方面，“练内功，去产能，

建平台，引外力”，构筑绿色工业
园区，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业、高品质食品加工业，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由老工
业区向现代工业区转型升级；
在对俄经贸方面，发挥哈尔滨
综合保税区和综合配套区、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对俄出口加
工区、哈俄哈欧班列的基础优
势，围绕龙江航空对俄空中桥
梁的纽带，谋划上下游链条的
配套服务，进行国际化招商；在
文化旅游方面，以区域生态优
势、历史文脉、工业遗址、开埠
文化为依托，谋划发展休闲养
生、温泉度假、工业文化项目，

形成多元化的旅游文化产业体
系；在城乡融合方面，明晰“四
镇一街”的产业定位，按规划布
局扶持发展“工业强镇”、“商贸
重镇”、“旅游名镇”，引进战略
合作者进行深度的融合发展。

同时，该区还将创新招商
方式方法，与海关部门形成协
调联动机制，建立对俄经贸重
点企业数据库，实施上门招商；
利用“互联网+”，搭建招商自
媒体平台，实施网上招商；主动
加强与深圳产业转移合作对
接，实施合作招商；依托现有企
业实施以商招商，以商会招
商。并举办春夏秋冬四次大型

招商活动，其中，招商之春活
动，围绕香港经贸洽谈会及哈
尔滨与深圳对口扶持的契机，
赴珠三角、港澳地区洽谈招商，
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深圳
龙岗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开展平台招商；招商之夏活
动，做好中俄博览会的系列招
商活动，重点招引保税区进出
口加工、保税贸易、跨境电商、
仓储物流项目；招商之秋活动，
以 2017 年第 21 届中国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等为契机，依托
黑龙江福建商会、四川商会等
开展系列招商活动，重点引进
新能源、食品加工及平台类项

目；招商之冬活动，依托寒地博
览会等开展系列招商活动，加
大伏尔加庄园、向阳旅游生态
小镇等生态资源宣传力度，围
绕“精品特色旅游+休闲养生
养老+高端购物消费”的产业
模式开展定向招商。

力争谋划一批、对接一批、
签约一批、推进一批、落实一批
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带动
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优质项
目，推进全区传统优势产业改
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壮大，实现产业链条延伸和产
业结构调整，加快“四区”建设
步伐。 （下转第二版）

招商引资高点起步 项目建设厚积而发
哈尔滨市香坊区“扶上马，送全程”推进“一号工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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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2月 19 日电
（记者管建涛 杨喆）正月二十
三，东北的年味还未褪去，但在
哈尔滨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鲜
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已进行到
第三天，很多农民和地方干部
开始为新一年春耕生产张罗起
来。调整种植结构、找准销售
市场、重视产业发展成了本次
大会释放的重要春耕信息。

“这个种子的玉米口感怎么

样？那边的玉米棒多长？多买
能不能便宜点……”在哈尔滨金
牛种业有限公司展台前，前来询
问和订购种子的顾客一个接着
一个。公司总经理李隆发忙得
都没空喝水，“想详细谈的，可等
会后到宾馆房间继续聊。”

来自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
三江管理局的一位种粮大户和
李隆发聊了几句后，从展台上
拿起一张名片放到兜里，准备

以后联系。“去年玉米市场化改
革，用于加工酒精、淀粉和饲料
的籽粒玉米价格降了不少，今
年计划调整结构，种点口感好、
可以食用的鲜食玉米。”这位大
户没等话说完就转身去咨询其
他种子了。

鲜食玉米种子的受欢迎程
度让很多种子经销商感到意
外。“我们的宣传册带少了。”

（下转第三版）

调结构 找市场 重产业
玉米大会释放三大备耕讯息

本报讯（记者张瑜）近日，
省委省政府出台《“健康龙江
2030”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市（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
2030年，全省人均期望寿命提
高到 79.6岁，主要健康指标进
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推进“健康龙江”建设，是
巩固我省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
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内在要求，更是提升全省居民

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全
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
措。近年来，按照“健康中国”
建设总体部署，我省深入推进

“健康龙江”行动，人群健康水
平进一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明显增强，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红利不断惠及群众，健康
环境得到改善，卫生与健康事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健康
指标总体位居全国中上游。

与此同时，由于地处高纬

度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多重
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因素交织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从行
为和生活方式来看，群众健康
知识知晓率偏低，“管不住嘴、
迈不开腿”，高盐、高油、奢肉、
奢酒现象严重，不健康生活方
式比较普遍，快节奏的生活、
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心理问题
激增。从疾病谱变化看，传染
病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慢性病
综合防控问题日益严重，高血

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发病率
均居全国前列，慢性病已占我
省疾病总负担的 70%以上。从
健康环境看，生态环境污染、
食品药品安全、饮水安全、职
业安全等问题仍然突出，生产
安全事故屡有发生。从服务
供给看，卫生与健康服务资源
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
不均衡、供给主体相对单一、
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比
较突出，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

尚需破解。这些都是需要从
战略层面统筹解决关系健康
的重大和长远问题。

《“健康龙江2030”规划》包
括目录、前言、总体战略、重点
任务、保障措施五部分，全文五
万多字，阐述了从现在起到
2030年推进“健康龙江”建设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省将针
对影响全省居民健康的主要问
题，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

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力
求通过实施 20项健康行动，优
化健康资源配置，推进健康强
省战略。到 2030年，实现我省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
健康危险得到有效控制，健康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
规模迅速扩大，促进健康的制
度体系更加完善，开创“健康龙
江”新格局。

《“健康龙江2030”规划》
全文详见第九版～第十二版

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省出台《“健康龙江2030”规划》

□本报记者 程瑶

元宵节过后，记者走进绥化
青冈县昌盛乡幸福村的沃土丰达
合作社，农户们正围在合作社理
事长仲维华身边听他算经济账：

“把地包出去，今年一亩地流转费
大概 170 元，加上 153.92 元的粮
补和 70元的地补，实际每亩收入
393.92元。要是入社把地托管给
我们，种玉米的话保底每亩产粮
1500斤，按照 0.45元一斤卖收入
也有 538.92元，每亩比包地多 145
元，多打的玉米还不算。”听到这
些，一些农户在合同上签了字。
2016年，通过这种创新的合作模
式，沃土丰达共经营土地 9640
亩，为 364 户入社农户带来了纯
收入 466万元。

情系黑土 研究生返乡创业

五年前仲维华就已经是昌盛
乡的名人，他和妹妹是乡里仅有
的两个研究生。“2013 年研究生
毕业前，我也曾考过公务员，也找
过工作，最后还是决定返乡当新
型农民，带领家乡人脱贫致富！”
仲维华告诉记者，那两年，农村合
作社势头正旺，决定回乡后，他先
是自费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合作社
运营培训班，随后又考察了 21家
合作社，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通过走访我学到了很多宝
贵经验，也看到了当时合作社运
行中的一些问题。”

经过长时间思考和测算，仲
维华提出了“托管经营”的合作模
式——根据地力等级与农户签订
合同，每亩地农户支付托管费用
360元，一等地保底 1500斤产量，
二等地保底 1200斤产量，超出部
分合作社和农户三七分成，不足
部分合作社按照差额的 70%进行赔偿。

仲维华说，组建合作社最初他遇到的阻力来自家里：
“我爸听说我要回家种地气得不让我进家门，他说我要种
地十一二岁就可以种，还供我读那么多年书有什么用？
而且就是他这样一辈子种地的人也很难种出亩产 1500
斤。”但是最后，仲维华说服了家里人，2014年 3月 12日，
沃土丰达合作社正式成立了。最初的社员是仲维华的父
亲、弟弟、舅舅和姑父等家里人。

规模经营 向科技要产量

在仲维华的办公室，两盆种在沙砾里的绿色植物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仲维华告诉记者，这是他在对种子样本
进行“逆境实验”。“种子正常出苗温度是 8度，我把种子
种在没有任何营养的沙砾中，放在 4度的恒温箱里。以
此检验种子的抗低温能力和自身的营养情况。我们是大
面积播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万分
小心。”仲维华说。

第一年，沃土丰达共经营了 700亩地，虽然合作社没
有大收入，但却实现了保底亩产 1500斤的目标。拿到收
成的农户将丰收的喜悦一传十，十传百，2015年，合作社
拿到的土地增加到 4918亩。2016年，“托管”给合作社种
植玉米的土地达到 9070亩。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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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在纷飞大雪中，呼兰河口的冰面上进行了一场释
放速度与激情的汽车拉力赛表演。近年来，龙江冰雪知名度
提升，吸引了许多高级别的汽车越野拉力赛，冰雪赛事好戏连
台。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大型实地采访（之十三）

杨廷制图

冰雪赛道
上演速度与激情



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记
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开
工或续建企业，不约而同地把
产品定位在了食品或与食品相
关联的项目上。

绥芬河远健进出口公司在
保税区内建设了一处面积达
2500平方米的冷藏加工车间，
并投资 200 万元建了 200 立方
米的养生池。养生池里，有从
俄罗斯进口的野生虾、贝类、蟹
等海产品以及甲鱼等淡水产

品，当地的百姓不出国门就可
以吃上进口鲜活水产品。在冷
藏加工车间里，除进口绿色无
污染的大马哈鱼、鲽鱼、海参、
蟹肉等优质海产品外，已经加
工好的 10 吨俄罗斯淡干红海
参，也全部接到了国内订单。
下一步，他们在进行活水产品
贸易同时，还要深加工生产进
口海产品罐头，面向日本、韩国
和国内市场销售。

（下转第三版）

老百姓吃上绿色“俄货”

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内中鼎公司的设备。 本报记者 苏强摄

侨兴公司在境外的粮
仓。 本报记者 苏强摄

积极做强“头”在境外、
“尾”在境内的全产业链经
济，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绥芬河境外中鼎
中俄农牧业示范园、侨兴远
东现代农业等基地已经初具
规模，实现了境内外产业深
度对接、互动发展。

出绥芬河公路口岸向东
南约16公里，就进入了俄罗斯
波格拉尼奇内口岸。距离波
格拉尼奇内口岸8公里的波格
拉尼奇内区波依哥村，就是绥
芬河侨兴远东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所属“伊列娜”农场
场部。 （下转第三版）

跨境农业开发互惠双赢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王颖

本报记者 赵辉 杜怀宇 王彦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王颖

本报记者 赵辉 杜怀宇 王彦

本报讯（记者车轮）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今年我省
公立医院不论隶属关系、医院等级、所有制形式，将全面
取消药品加成。同时推进以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医
联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减轻患者医疗负担。

据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立医院取消 15%的
药品加成后，为保障公立医院正常运营，我省将采取系列
配套措施。一是全面落实政府办医的领导责任、保障责
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特别落实对各级公立医院的投
入政策，协调制定逐步化解公立医院长期债务措施。二
是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技术劳务价
格。把挤压药品空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支付
方式和政府落实补偿政策联动起来。三是推进编制人事
薪酬制度改革，创新编制管理办法，实行公立医院编制备
案制，自主开展聘用管理。允许医疗机构突破现行事业
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
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完善公立医院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指导意见。四
是要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与监管，全面执行新一轮
药品集中采购结果，实现纳入集中采购的药品和医用耗
材全部在新平台、以新价格网上集中采购。（下转第三版）

我省公立医院今年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本报讯（记者刘艳）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冰雪大世界推出“冰雪惠民旅游活动周”活
动，从 2月 20日起至 2月 26日结束，为期一周时间。活动
周期间，凡持本省居民身份证的游客在冰雪大世界现场
购票窗口购票，均可享受每张 200元的优惠票价，仅限现
场购票，其他优惠措施和免票政策不变。

据悉，活动周期间，省内游客不仅可以享受到优惠的
票价政策，相比春节黄金周期间，还能体验到更加舒适的
游园环境。同时，针对广大游客最为关心的娱乐项目和
演出，除哈冰秀外，万人迪士高、冬泳表演、冰雪艺术宫T
台秀等均正常演出。娱乐项目中除冲锋舟外，其他如冰
滑梯、雪圈、冰上自行车和冰上龙舟等 30余种娱乐设施
也正常开放。

本省居民200元
可游冰雪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