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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达 本报记者 吴利红

阳春三月，阳光暖暖地照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备春耕、
调结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记者见到富锦市茂盛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云
龙时，他正在大榆树镇向阳村的耕地里指挥新买的大型机
械进行春整地。脚上满是泥土的赵云龙指着眼前的一片耕
地说，去年这里种玉米，效益不好，今年农民自己调结构了，
带这片耕地加入合作社，改种“苹果圆葱”。“不担心‘苹果圆
葱’种多了，卖不出去吗？”记者追问。“不担心，去年仅销往
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出口订单就达 1000吨，还没够用，今年
出口订单增到6000吨了。”赵云龙自信地说，昨天才从哈尔
滨回来，一个荷兰客商也要和我们合作。“合作社里有订单，
我领你看看去。”赵云龙说。

在合作社办公室，赵云龙摆出八九张订单：“这张出口
越南的，这个出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是前两天跟荷兰
公司刚签的。”赵云龙兴奋地一一介绍。

今年49岁的赵云龙曾做了十多年的农民经纪人，经营
着本区域的农副产品。在做经纪人期间，他敏锐地发现这
里种植的小毛葱外销一直不错，比种植传统粮食效益要
好。2008年赵云龙成立了合作社，开始经销小毛葱。在经
销期间，他了解到直径六至八厘米的“苹果圆葱”在东南亚
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十分受欢迎，这些国家几
乎每餐都需要圆葱作为配菜，年需求量在 10万吨以上，而
这一区域圆葱种植面积小，大部分从我国进口。赵云龙决
定种植“苹果圆葱”，茂盛村的村民邵玉臣带40亩地加入合
作社。去年他们种了300亩“苹果圆葱”，亩产1.2万~1.4万
斤，每亩收入在5000~6000元，是水稻的2倍以上，销售收入
288万元，实现纯利 108万元，每户分红达到 3万元。“比种
玉米强多了，着实挣了点好钱。”邵玉臣说，赵云龙爱琢磨，
又有市场销售经验和人脉，能把圆葱卖给外国人，让黑土地
上长的“苹果圆葱”漂洋过海卖到了国外。 （下转第二版）

六千吨“苹果圆葱”
漂洋过海闯市场

本报讯（陈妍 记者桑蕾）近日，黑龙
江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开
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充
分利用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成果及基础测
绘成果，探索新技术手段与传统审计相
结合的创新技术方法与工作模式。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期间，审计对象
主要是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
干部。

《方案》指出，将通过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探索并逐
步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制度，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符合黑龙江省
实际的审计规范，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
纪、守规、尽责，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
源资产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

《方案》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试点期间，审计对象主要是市、县两级
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审计试点内
容主要包括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资
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生
态红线考核指标、有关目标责任制完成
情况；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执行情况；自然资
源资产开发利用保护情况；自然资源资
产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金的
征收、管理和分配使用情况及相关重大
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生态环境保护预警
机制建立及执行情况，以及任职期间严
重损毁自然资源资产和重大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情况。积极探索审计
试点评价、试点责任界定、运用审计试点
结果、总结审计技术方法。审计试点期
间，重点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
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防治等进
行审计。

《方案》强调，审计试点工作将分阶
段分步骤实施，在 2016年按照国家审计
署统一部署对1市、2县开展审计试点的
基础上，2017年将在国家审计署的统一
组织指导下，结合黑龙江省实际情况，综
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组织市（地）、县审
计机关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审计
试点。2018年开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受组织部门委托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经常性的审计制
度。《方案》同时要求，省纪委等 5部门要
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支持，省测绘地信局
等 11家厅局要密切配合，加快推进相关
改革，建立健全制度，及时提供审计所需
资料，为审计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和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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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4月
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
离开北京，应芬兰共和国总统尼
尼斯托、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
普邀请，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

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
中美元首会晤。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
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
篪等。

习近平离京
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

并赴美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在抚远，一谈到中俄口
岸贸易时，人们都会提及一
个港口的名字：莽吉塔。

抚远（水运货运口岸）莽
吉塔江海联运深水港建设工
程，是《黑龙江省“十一五”水
运发展规划》、《抚远市城市
总体规划》等长期规划中的
重点项目。2012年 9月 23日
投入试运营，2014 年 5 月 13
日被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批
准为临时对外开放港口。港
口位于抚远开放港口口岸范

围内、黑龙江中游右岸 630公
里、莽吉塔高地下游约 400米
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船
舶经此可抵达黑龙江水系的
所有港站，经庙街港出海后
北上，便是广阔的太平洋，可
直达美国、加拿大，南下经鞑
靼海峡可达日本海，辐射国
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
国西海岸地区。

“2012年试运营后，当年
就落地一船木材3000多吨，出
口杂货600吨；（下转第二版）

一 片 繁 忙 的
莽吉塔港。

本报记者 陈
宝林摄

莽吉塔港 面向大海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马云霄 陈宝林 刘亿服

本报讯（洪家兴 岳海
兴 记者程瑶） 3 月 25 日，

“绥化市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日”吹响了 2017年绥化全力
打造寒地黑土之都、绿色产
业之城、田园养生之地的嘹
亮号角。此次首批共 246个
项目实现开复工，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115 个。
开复工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
393.5亿元，其中本年计划完
成 投 资 153.2 亿 元 ， 占 比
39%。

在青冈县玉米园区，由
京粮集团与山东诸城兴贸集
团共同投资 13 亿元建设的
100万吨/年玉米综合深加工
及自备电站项目顺利奠基。
两大企业“强强联合”落户

青冈，看中的正是绥化丰沛
优质的“原字号”资源。在
聚焦升级“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的道路上，绥化脚
步紧凑而坚定。改变“初加
工”，突破“原字号”，坚持
从上游向中下游、从低端向
中高端方向发展，打造粮
食、肉制品、乳制品、果蔬
等多条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链条。招引培育全产业链龙
头企业，鼓励重点行业企业
实施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
不断提高。目前，绥化已形
成了以双汇北大荒、贝因
美、伊利等企业为代表的

“粮头食尾”产业集群；以
中粮生化、龙凤、昊天等企
业为代表的“农头工尾”产

业集群；以安瑞佳、金源
仑、信维源等企业为代表的

“油头化尾”产业集群，拥
有了“冰花”味精、“龙
王”豆奶等国家名牌产品。

在肇东北部新城产业项
目开复工现场，黑龙江鸿良
农业产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尤为引人注目。该项目
计划投资 28.96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近 10 亿元。
100 万吨粮食仓储物流、20
万吨冷链物流、20万标箱保

税区内陆港、15万吨农产品
加工……一个由航空物流、
综合保税、供应链金融等十
大板块构筑的“互联网＋现
代农业＋粮食贸易＋高效物
流＋供应链金融”现代农业
产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在拔地
而起。

在安达开复工现场，安
达兴达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辉告诉记者，该公司 36
万立方米化工产品储运项目
和 50万吨粗苯、碳九、轻油

加氢项目均顺利实现复工，
其中储运项目 18个仓储罐、
办公综合楼、寝室楼、员工
服务中心，50万吨粗苯加氢
项目装置的基础建设均已完
成，项目总投资25.3亿元。

通过实施以应用新技
术、新业态、新机制为重点
的“企业改造升级行动”，
更通过积极引用信息技术、
生物工程、低碳环保等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开发新
产品，打造新产业，大力实

施以“打造千亿级主导产
业、百亿级重点园区、十亿
级立市企业”为内容的“千
百十”工程，绥化市以绿色
食品、粮食深加工等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为主导，以
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机
械 电 子 、 亚 麻 纺 织 为 支
柱，以新能源新材料、智
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
产业为重点的“1+4+N”
的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正
不断丰满着羽翼。

打造千亿级主导产业百亿级重点园区十亿级立市企业

绥化“1+4+N”产业体系羽翼渐丰

“老字号”企业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紧跟国际前沿技
术，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在引进德尔福公司V-5、
SP系列汽车空调压缩机技术的基础上，先后开发了SC、FM10G/S系
列和高端斜盘变排量SV压缩机，产能达到200万台/年。现为一汽
大众等20多个车企配套并出口到北美、东欧和中东地区。图为繁忙
的汽车空调压缩机产品生产线。 张树勇 本报记者 邱成摄

“老字号”企业
技术革新焕发生机

本报 4日讯（记者孙佳
薇）4日，由日本 41名友好人
士组成的“东北谢恩之旅交流
团”来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拜祭了被侵华
日军残害致死的遇难者，为抗
日志士献花祈祷。

据介绍，该日本友好团
体由中日友好人士和日本遗
孤组成，通过中国友谊促进

会安排前来参观拜祭。参观
中，日本友好人士深刻感受
到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
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从
而更加坚定了倡导和平的信
念。在人名墙前，日本遗孤和
友好人士排成整齐的队伍，深
深地鞠躬，献上一束束鲜花。
在位于七三一遗址园区内的

“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

今年已经 74岁的日本老人细
田传造长跪不起……

参观结束后，在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会
议室召开了“日本遗孤及友好
人士向中国养父母感恩交流
会”。此次参加拜祭的日本遗
孤及友好人士来自东京、北海
道、冲绳等多个地区。会上，三
位来自齐齐哈尔、长春、哈尔

滨的日本遗孤讲述了被中国
养父母收养后用心血和博爱
把他们养育成人的幸福经历
和回归日本后的生活。在这次
活动中，日本遗孤纷纷表示永
远不会忘记来之不易的和平
和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为他们
娶妻生子又送他们回归日本
的养父母们的恩情，教育子孙
后代要和平不要战争。

日本友好人士参观七三一陈列馆

我们见到宋士成时，他刚
从哈巴罗夫斯克市政厅回来，
与哈巴对外经济合作部和农
业局的官员商谈租赁土地创
办大型农场事宜。宋士成多
年在俄从事农业开发项目，此
前在布拉格申维斯克已经开
发了一万多公顷的土地，这次

又来哈巴拓展经营。据了解，
当地政府对前来进行农业开
发的中国商人在税收、农业补
贴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政策
扶持，土地租金也相对低廉。
宋先生计划在这里租下一万
公顷土地，正着手挑选地块。

（下转第二版）

哈巴罗夫斯克蔬
菜批发市场，是该市最
大的果蔬集散地。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在水一方”的创业人
□本报记者 陈宝林 马云宵 刘亿服

本报讯（记者李健）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
心获悉，为进一步方便长期异地安置退休参保人员，简化异地安
置就医申请经办流程，自4月1日起，退休参保人员申请长期异
地安置就医业务实行网上办理。

据介绍，退休参保人员异地安置就医信息登记备案、医院变
更和取消备案等三项业务，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窗口办理调
整为网上直接申请办理，即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自行登录哈尔
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按相关步骤要求进行网
上申请办理长期异地安置就医手续，不再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窗口办理。异地安置就医网上备案申请人群目前主要是指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并长期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注册成功并进入
个人办事界面后，用户根据需求选择点击“异地安置就医首次申
报”或“异地安置就医信息变更”，完整填写申请信息后提交，系
统提示申请成功即完成网上申请的第一步。如异地安置就医申
请期限已满一年，可以申请“异地安置就医信息取消”，选择后审
核即时通过，不需再进行结果确认。

据了解，“异地安置就医首次申报”或“异地安置就医信息变
更”提交申请成功后，申请人应自申报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后，
按原步骤登录查看，显示“通过”即为提交申请成功，显示“不通
过”即为提交申请失败，同时系统会提示申请失败原因。申请期
限满一年后，可办理变更或取消申请。申请成功的异地安置就
医人员，在办理异地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时，应提供与登记信息一
致的“暂住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哈尔滨城镇医保退休人员
异地就医申请可网上办理

本报讯（李影秋 严立博 记者刘艳）记者近日从国网哈尔滨
供电公司获悉，今年，该公司将新建工程20项，续建工程4项。
届时，区域电网供电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满足部分区域新增负
荷供电需求，有效减小供电半径，解决220千伏江北变电站单
电源供电、供电方式薄弱问题，缓解 66千伏呼兰变电站设备
重载问题，不断提高电网装备水平。城区配电网做到容量适度
超前、供电安全可靠，农村配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也将大
幅提升。

据悉，今年，该公司将新建包括 8项电铁牵引站 220千伏供
电工程、3项220千伏常规工程和9项66千伏供电工程在内的20
项工程，开工线路327.34千米、变电容量30.93万千伏安，计划投
资9.86亿元；续建包括五家变电站220千伏供电工程、新香坊电
铁牵引站 220千伏供电工程和 2项 66千伏供电工程在内的 4项
工程，计划投资1.01亿元。为确保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该公司全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推进庆南-五家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的属地化协调工作，确保五家变电站如期投运；
推进电气化铁路供电工程，哈牡、哈佳等铁路供电工程按期开
工，确保满足铁路建设供电需求。

哈尔滨今年新续建
24项电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