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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 构筑区域经济增长极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李长江 黄伟 裴莉萌 于永吉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奥列佳的“中国情缘”

大型实地采访（之二十）

王学智制图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李长江 黄伟 裴莉萌 于永吉
本报记者 刘晓云

边陲小城饶河，一条大
街贯通东西，马路的尽头便
是乌苏里江，很美、很静、很
别致。

作为“龙江丝路带”上的
重要节点县城，双鸭山对俄经
贸的“桥头堡”，我省沿边环形
产业聚集带的重要节点，饶河
在“龙江丝路带”建设及中俄
经贸交流中起到应有作用。

饶河县委书记韩雪海
说：“我们确定全县三大主导

产业分别是以绿色有机食品
为代表的食品深加工、旅游以
及对外经贸合作。”韩雪海说，
饶河正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致力于打造专业化特色口
岸，以互市贸易区、绿色园区、
黑蜂园区、蔬菜基地为依托，
积极引进经贸实体企业和项
目，增强外经贸产业拉动力和
口岸辐射力，建立国内周边市
场、境外沿边市场为我所用
格局。 （下转第三版）

“龙江丝路带”中蒙俄三国
多地大型实地采访行动第八小
组结束了卢切戈尔斯克的采
访，启程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汽车在公路上驰骋，窗外

莽莽苍苍。这里毗邻中国，不
同的文化间常常有碰撞，但建
筑风格仍保持着传统的俄罗斯
主调，给人静谧的感觉。行经
维雅泽姆斯基市政区，采访小
组走进了以所在公路命名的
M60 超市，这是一家品类齐全
的中型超市。与其他超市不同
的是，这里有很多商品是自家
工厂生产的。同行的领队兼翻
译小李向记者介绍说，这家企
业的董事长奥列佳·瓦列里耶
夫娜是位女强人，是当地最有
名的企业家，经营着宾馆、商
店、咖啡馆等。

“远方的客人，请到我的办
公室坐坐吧。” （下转第三版）

饶河口岸一角。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奥列佳在自己的
超市里。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本报记者 施虹
董新英 姚建平

齐齐哈尔，传统装备制造
业之城。

初春，本报采访组乘坐
高铁走进鹤乡采访该市支柱
产业项目，得到的回答有点
出乎意料：在供给侧改革的
大背景下，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逆势上扬，已经成长为这
个我省西部工业城市的立市
支柱产业。飞鹤乳业等一批
明星企业引领整个产业链条
逆风起舞。

2016年，该市食品加工产
业、畜牧业、马铃薯产业以三
足鼎立之势，串起了食品加工
产业链条：全市规上食品加工
企业 98个，新增企业 14个，实
现产值 215.5 亿元，同比增长
12%；规上马铃薯加工企业 11

个，实现产值 31.5 亿元，同比
增长 11.9%；畜牧业产值 260.5
亿元，同比增长 7.98%，占农业
总产值的 45%。

“农字号”产业跃升
立市支柱

几天的采访，记者走进讷
河、甘南、克山、依安……看老
企业技改升级，飞鹤乳业、鹏
程优薯、和美泰富等增产扩
能；看筑巢引凤，荷兰夸特纳
斯集团、天津海皇公司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落地生产；看食品
加工链条延长，农民合作社摩
拳擦掌搞精深加工，培植新的
增长点。随着冰雪消融，新的
一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依
然保持上扬发展之势。

台北嘉一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兴建集饲料加工、
种猪繁育、商品猪生产、屠宰

加工、零售批发于一体的生猪
全产业链项目，也是全省单体
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生猪
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总投
资 13 亿元，满负荷生产后年
可实现产值 61亿元，税收 3亿
元。该企业投资 2 亿元的直
营店项目已在哈尔滨、齐齐哈
尔等地开始运营。齐齐哈尔
市兽医局副调研员张文丽介
绍，飞鹤、恒阳、元盛、嘉一香
等龙头企业都在齐齐哈尔全
域布局发展，围绕龙头企业周
边县区建设养殖基地，以元盛
为例，分别在克东、富裕、甘南

布局发展和牛养殖。
在依安县汇利薯业有限

公司，记者看到两条薯条、薯
片生产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生产，副总经理郑志文对
记者说，采用真空低温油炸
方式生产的薯条产品深受消
费者喜欢，2016 年该企业生
产薯条 7000 吨，实现销售收
入 2.2 亿元，产品远销日本、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这两条生产
线可加工 17 个品系 20 多个
口味的产品，马铃薯、紫薯、
圆葱、南瓜、胡萝卜等原料以

当地取材为主，去年就已订
满了今年的全年订单，两条
生产线 24 小时不停歇，连春
节也没停工。

农产品加工企业项目的
红火发展，得益于该市整体目
标的确立：紧紧围绕推进农业
供给侧改革，坚持“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突出“适应市场
化改革”这条主线，完善以

“种、养、加、运、销”为重点的
供给链建设，延伸农业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齐齐哈尔市
农委副主任唐海波告诉记者，
从 2016 年开始，食品加工产

业被市委市政府列升为重点
产业，目前增长势头喜人。

资源禀赋支撑做强
产业链

做强做大食品加工产业，
齐齐哈尔区位优势明显。

以畜牧业为例，这里气候
冷凉、畜禽疫病发生率低，畜
产品品质好。同时，齐齐哈尔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240
亿 斤 以 上 ，年 产 作 物 秸 秆
1200 万吨左右，草原面积 779
万亩，为发展畜牧业提供资源
保障。 （下转第三版）

老企业技改升级 新企业落地开花

齐齐哈尔食品产业集群迸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蒋国
华）为提升龙江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省政府决
定实施“龙江企业家发
展计划”并成立咨询推
进委员会。25 日上午，
省委副书记、省长、委员
会召集人陆昊主持召开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
究部署有关工作。

省委常委、副省长李
海涛，副省长胡亚枫，哈
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
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刘
明忠，哈电集团董事长斯
泽夫，泰康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亚布力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
陈东升，中植集团董事局
主席解直锟担任委员会
委员，并在会上就我省企
业家转变观念、推动市场
化改革、掌握产业界动
态、加强学习等提出意见
建议。

陆昊介绍了实施
“龙江企业家发展计划”
的考虑。他说，当前中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我们要深刻理解中
央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和
工作要求，把握好速度
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
换的重要特征，结合龙
江实际，向市场化改革、
创新驱动、人才战略、增
强供给侧改革市场主体
竞争力要新的发展动
能；要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大战略部署，应对油
煤粮木等传统领域集中
负向拉动的严峻挑战，
找准既有国内总需求增
长空间、龙江又有鲜明
供给优势的领域，发动
更多的龙江企业在这些
优势领域持续发力，提
供更多能够满足市场需
求的产品和服务，推动
全省经济转型发展；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我省提出的激发内生
动力的重要要求，旗帜
鲜明地引导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转变思想观念，
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解放思想。基于这些认识和判断，我们
把提升龙江市场主体竞争力作为推动龙江发展动能转换、
培育新增长领域、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

陆昊强调，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根本上要看企
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能否不断提升，一方面取决于区域
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企业自身适应市场竞争的能
力和水平。我们一方面要大力优化发展环境，一方面要促
进龙江企业家队伍成长，不断提升龙江企业竞争力。思想
决定行动，龙江企业家的吃苦精神、拼搏精神、面对市场的
风险意识都是好的，但营销、专业化、合作、借助资本市场发
展、对产业发展和行业变化的敏感性等市场经济意识需要
进一步加强，对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新
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敏感性和深入研究需
要进一步加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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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才玉 记者谭迎春）
近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召开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业务培训会
上获悉，我省已将 1.66 亿亩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逐级分
解下达各地，其中全省城市周边
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291.29 万
亩 ，新划入 288.97 万亩，城市周
边平均保护比例由 57.15%上升
到 73.63%。

省国土资源部门要求各地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查缺补漏，完

善表册、补齐标志、落实责任、上
图入库，及时形成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成果，做好永久基本农田数
据库更新完善、汇交及成果验收
工作。

各地要注重强化和落实保
障措施，加强领导，各级地方政
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
国土资源部门要细化落实工作
责任，按照任务部署、工作方法
和技术规程，加快推进工作；加
强指导，强化监督，地市国土资

源部门要及时掌握市县工作进
展情况，及时分析研究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加
强督促指导，省国土资源厅、省
农委将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推
动工作落实。加强宣传，凝聚共
识,进一步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和保护工作宣传力度，强化示
范引领，凝聚全社会保护耕地共
识，积极营造有利于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和保护的舆论环境。

我省加快推进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今 年 春 季 气 温 偏
暖，我省水稻育秧将普
遍提前。垦区绥滨农场
从 25 日开始进入水稻
育秧播种期，同往年相
比提前了近一周时间，
为可能提前的插秧期做
好准备。

图为水稻超早育秧
大棚内种植户们正在忙
着播种。

刘洪军 李绍坤 本
报记者 邵国良摄

垦区超早育秧水稻开始播种

本报讯 （王钊 记者马云霄）日前，全省国税系统组织
开展了税收执法大督察行动，旨在保证便民服务措施和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全面掌握营改增贯彻落实情况，规范
税收执法行为，促进全省国税系统依法征税。

此次大督察分为部署落实、自查自纠、督导检查、整改
落实、总结规范、后续管理等六个阶段，确保税收执法大督
察工作不留死角。据悉，大督察期间，自查和检查除采用
调阅资料、查询数据、核实疑点、抽样调查、走访纳税人等
方式，各级国税机关还将通过组织各层面纳税人参与的座
谈会、调查问卷、明察暗访等方式广泛收集纳税人意见建
议，找准纳税人办税的“堵点”“痛点”“难点”，摸清纳税人
所需所想，让纳税人一同为税收执法做“体检”。国税部门
针对问题边查边改，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跟踪整改、
督导落实，做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切实提升国税部门管
理能力和执法水平，进一步提升办税质效，减轻纳税人办
税负担。

国税系统开展税收执法督察

本报讯（金鲲 记者杜怀
宇）日前，绥芬河火车站站网
运输指标公告栏显示，车站持
续 21 天日接俄罗斯货车 12
列，创历史纪录。进口运量达
到 53.9万吨，与去年同期比增
加 9.1万吨，增幅 20.3%。

年初以来，绥芬河站与联
检部门建立协调机制，解决口
岸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6

件，优化进口煤炭、矿粉及化
肥等大宗品类的“先换后放”
政策，提高了通关效率。

在与俄方国境站格罗迭
科沃站密切合作中，通过定期
会谈、临时会晤，得到俄方按
品类整列成组入境的支持，促
进了中俄两国铁路间的良好
合作。3月 1~21日，车站接俄
方重车 8612车，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 1174车，创下了历史新
纪录。

面对运量增长运能紧张
的实际，这个站从内部挖潜入
手，建立问效责任考核机制，
全面理顺作业过程中的梗塞
问题，对取送车不及时、不良
车入线掉车、产生超重车及

“大点车”等影响作业的问
题，从严追究有关人员和车间

管理责任。开展“开满线、编
满轴”运输竞赛活动，通过考
核日班计划完成质量和兑现
率奖罚激励，调动现场作业人
员积极性。针对进口木材达
进口量 85%的实际情况，充分
利用作业线路能力，对本站机
械换装线不作业木材的限制
全部打开，极大地促进了作业
效率的提高。

绥芬河站日接俄车数量创纪录

□本报记者 黄春英

一斤大米能卖到 58元！这是宝清县和平谷物农民专
业种植合作社生产的富硒大米。它之所以这么值钱，是因
为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营养成分，是以高营养创造了高价
值。2013年，我省在三江平原发现罕见富硒带，宝清县就
位于富硒核心区。和平谷物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带头人刘
明军敏锐发现了富硒产业的发展前景。他率先带领村民试
种富硒水稻，并注册了“冷泥”富硒米商标。

2016年，和平谷物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富硒水稻种植
面积由 1500亩扩大到 15000亩，总产量达 600万斤。他们
不仅开办了冷泥网上商城，还建起了全省最大的食品安全
追溯系统。现在，冷泥富硒大米已远销到台湾、香港、北京、
上海、广州、海南等地。合作社当年收入突破 5900万元，社
员人均增收 5万元。

富硒大米在市场上成功的关键在于，针对市场需求细分
大米品种，在营销中打出品牌，引导消费者认识、接纳富硒大
米品种。既满足了消费需求，又引领开创了一个新市场。

省农科院耕作栽培所总农艺师张凤鸣在接受采访时说，
以前由于粮食产量有限，所以生产什么决定消费什么。而在
粮食供给充足的今天，生产开始由消费决定。近几年，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食的精致需求与日俱增，市场需
求在逐渐分化、细化，农业生产和品种培育也应该根据市场
需求，培育专用品种，来扩大市场。通过品种细分、质量提
升、品牌营销使农民在价值链上获得更多收入。

（下转第二版）

提升价值链 培育专用是方向

“细分市场”
才能占领市场

本报讯（记者马云霄）2016年，全省共完成审计项目 3700
个，查出违规违纪问题金额 72.93亿元、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
1318.07 亿元、损失浪费问题金额 1.31 亿元，促进增收节支
60.87亿元，移送问题线索 253件。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
省审计工作暨审计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一年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持续组织开展了以财政存量
资金、重大工程项目、税收征管、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扶贫资
金等为重点内容的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共抽查
建设项目 4528个、总投资 1289.3亿元，在促进政策落实、项目
落地、资金保障、简政放权、优化环境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审
计监督作用。

今年我省落实审计署统一组织审计的项目包括重大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扶贫资金
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国外贷援款项目
审计。统一组织实施部分地税部门2016年度税收计划完成及
税收征管情况审计、土地治理资金审计、就业再就业资金审计。

审计部门促进增收节支逾6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