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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为加强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
前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公示期限为 2017年 5月 16日—
2017年 5月 22日（5个工作日）。

王传文 男，汉族，1964年 8月生，52岁，1987年 7月参
加工作，1987年 6月入党，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
业，现任哈尔滨技师学院（哈尔滨劳动技师学院）副院长、党
委委员，拟任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党组成员。

付宏刚 男，汉族，1962年 6月生，54岁，1987年 7月参
加工作，1987年 7月入党，吉林大学理化专业研究生毕业，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理学博士，教授，现任黑龙江大
学副校长、党委常委，拟任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提名为
黑龙江大学校长。

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
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
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
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电 话：0451—12380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327号
邮政编码：150001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
2017年5月15日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

本报深圳15日电（记者
李天池）记者从 15日召开的
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颁奖大会
上获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获得本届
文博会优秀组织奖；黑龙江
省展团和哈尔滨展团获得优
秀展示奖。

据介绍，为表彰在文博
会组织和参展中的优秀组织
单位、团组和参展商，本届文
博会评审委员会慎重评审决
定，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
司、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等
111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
黑龙江省展团、哈尔滨展团等
232家单位获得优秀展示奖。

图为我省参展项目成为
焦点。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 15日讯（记者韩丽
平）15日，国家工信部会同中
国工程院及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们
对哈尔滨市开展“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申报工作
进行现场考察与评估。中国
工程院院长、院士周济，哈尔
滨工业大学蔡鹤皋院士，703
研究所科技委员会主任、院士

闻雪友，哈尔滨医科大学校
长、院士杨宝峰，国务院参事、
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张纲等
10 位专家参加考察评估。副
省长胡亚枫陪同考察并致词。

15日上午，专家组一行先
后对哈尔滨万鑫石墨谷有限责
任公司、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
究院、松北高新区行政服务中
心、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中航工

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现场考察。 在下
午举行的哈尔滨市创建“中国
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工作
情况评估会上，专家组在听取
相关工作汇报后，对哈市创建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哈市
申报创建“中国制造 2025”城
市试点示范相关工作发表意
见、提出问题，哈尔滨市“中国

制造 2025”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现场给予解答。

据悉，哈市已经编制出台
的《“中国制造 2025”哈尔滨行
动计划》明确了哈市将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三大板
块，开展六方面试点示范，实施
七项行动，组建十大产业联盟，
建设十大平台，打造十大产业
集群的“367111”行动计划。

院士专家现场考察评估

助力哈尔滨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
本报15日讯（张肖 记者

刘柏森）15日 9时 11分，在通
河县富林乡长兴村，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官程东先生现
场宣布，通河县组织的 2017
名插秧选手挑战“最多人一
起插秧”吉尼斯世界纪录成
功。

8时40分，随着一声炮响，
挑战活动在通河县富林乡长兴
村村南的一块面积 4.2公顷的
水田里开始。来自该县8个乡
（镇）的2017名插秧选手分成8
个方阵同时开始插秧。8时53
分 23秒，4.2公顷水田全部插
完，挑战活动历时 13分 23秒，
共插下约700万株稻苗。插秧
选手中年龄最大的98岁，最小
的13岁。

通河县委书记刘长河表
示，组织此次活动是为了快
速提升“通河大米”的品牌价
值，实现通河县水稻由“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并以

“卖得好”促进“种得更好”，
将通河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
绿色和有机水稻生产强县。

此次挑战活动吸引了中
央电视台、人民网等 41 家境
内外媒体一百多名记者现场
参与关注报道。

据了解，之前的“同一地
点、最多人数插秧”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是 2012年 8月 18日
在台湾桃园县创造的，当时
共有 1215 人在 2.1 公顷稻田
中用 16分 20秒同时栽下 300
万株秧苗。

2017人同时插下700万株稻苗

通河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14日，鹤岗市政府与到访的俄哈巴
罗夫斯克市政府举行首次政府间会谈，拟在经贸、文化、旅游
等方面开展合作。鹤岗市工农区和阿凌达畜禽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马克西姆集团签订协议，合作建设我省东部俄罗斯商品
集散中心暨俄罗斯生活体验中心项目和肉灌制品加工项目。

据了解，我省东部俄罗斯商品集散中心暨俄罗斯生活体
验中心项目预计今年下半年投入运营。哈巴罗夫斯克市肉制
品行业专家将到鹤岗实地考察，加快推进肉灌制品加工项
目。鹤岗市拟建设俄罗斯油画一条街，哈巴罗夫斯克市画家
协会将组织艺术家参与鹤岗市俄画部落创作基地，在两市共
同举办画展，建立密切合作机制进行艺术创作交流。

鹤岗签约对俄合作项目

本报15日讯（冯佳音 记者车轮）15日是全国第 24个
“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是“每天一点碘，健康多一点”。由
国家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省卫计委、中国疾控中心地方
病控制中心主办，省疾控中心、东北网、哈尔滨市卫计委等
承办的“坚持科学补碘，共享健康人生”宣传义诊活动在哈
尔滨市防洪纪念塔举行。

活动现场，我省 24家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 200余名专
家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免费发放食用碘盐、现场义诊等多
种形式，向市民介绍和宣传食用碘盐及防治碘缺乏病相关知
识。据了解，我省始终重视碘缺乏病的防治，通过在病区实
行食盐加碘等防治措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持续提高，碘
缺乏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监测结果显示，我省居民合格碘
盐食用率达到97.44%，已多年未见新发克汀病例。

居民碘盐食用率达97.44%

本报布拉戈维申斯克15日电（赵宇 记者衣春翔）2007
年 5月，经批准，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
范大学共同建立了孔子学院。如今，这所中俄共建孔子学
院已经走过了 10年的发展历程。15日，中俄双方高校及教
育等部门举办多项活动，共同庆祝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
范大学孔子学院建立 10周年。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友谊广场，黑河学院、布拉戈维申
斯克国立师范大学负责人，以及中俄两国多所高校师生代
表共同为以“孔子”命名的凉亭揭幕，并种植中俄友谊树。
揭幕仪式上，孔子学院俄方负责人表示，当前正逢 2017“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孔子学院多年来大力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俄罗斯民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一
张重要名片。

孔子学院总部发来贺电，充分肯定了布拉戈维申斯克
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方
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在黑河学院与布拉戈维申斯
克国立师范大学两所学校共同建设下，孔子学院已成为俄
远东地区传播汉语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平台，十年来共
培养汉语学员 10240人。

中俄高校共庆孔子学院
成立10周年

本报讯（赵胜雪 记者彭
溢）日前，2017年垦区全国基
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农业科
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马铃
薯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技
术集成示范与推广”播种现
场会，在农垦总局九三管理
局鹤山农场召开。该项目
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组
织实施，旨在实现垦区农业
向高效、安全、优质及可持
续发展方向转变。

据介绍，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组织科研团队，依据我省
西部垦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

点和土壤情况等特点制定了
适合本地区的马铃薯全程机
械化高产栽培技术。该技术
重点解决马铃薯收获时用工
过多、豆秧泥土分离不净等
问题。

该项目在九三管理局
鹤山农场、荣军农场和嫩
江 农 场 分 别 建 立 了 示 范
区，进行重点优质服务，
打造马铃薯全程机械化高
产 栽 培 技 术 集 成 示 范 基
地，实施规模 3000 亩，技
术 辐 射 区 10000 亩 ， 示 范
目标亩产 3 吨。

寒地马铃薯高产栽培
播种现场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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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磊 王艳）时近
端午，满眼花色，也正是水稻
青苗刚刚移插入田的时候。5
月 20日，由生活报社与方正县
委县政府联合打造的“中国富硒
大米之乡，方正插秧节”即将盛
大开幕。万亩水田同插秧，感受
现代农业的恢弘磅礴；在专家指
导下试学插秧，亲身体验耕耘的
快乐；更有千人订稻大会，让您
提前锁定金色的收获。活动即
日起接受广大读者报名，中国最
北的插秧节，邀你来做客。

作为将北方水稻亩产由
不足 500 斤提升到 1000 斤标
准的“寒地旱育稀植”水稻种
植技术发源地、中国富硒大
米之乡——方正县稻米久享
盛誉。除了自然环境的孕
育，方正大米更是“种”的好，
从青苗移插入田的第一步，
就严格执行由中国农科院专
家认证的方正大米插秧标
准。在种植源头就严格把
关，也奠定了方正大米的品

质基础。方正县 30%以上的
水田都采用了的水稻钵苗移
栽技术，不仅高产增收还进
一步提升稻米出产品质。

天天吃米饭，但未必所有
人都知道水稻插秧是怎么一
回事。本届插秧节上的专家
教插秧环节，会给久违了土地
的市民们提供一次亲身体验
农耕之乐的难得机会。所以
能够在 5 月 20 日这个现时代
有着良好寓意的日子，离开喧
嚣，与家人和爱人一起共同尝
试田间劳作，动手插下青苗和
希望，锁定收获，可能是不负
春日时光的一个上好选择。

在本次插秧节现场，将有
专业的水稻种植专家手把手
教你种水稻，您不妨带着家
人、孩子来体验一下最传统的
农耕乐趣。此外，活动当天方
正县 8个乡镇同时联动，万亩
稻田同时插秧的恢宏场面定
让您终身难忘。参观方正稻
作博物馆，了解稻米的历史与

文化，听一听大米种植背后的
故事。在水稻田间参加百味
米宴，品尝以方正大米为主材
料制作的各种大米美味。同
时，还能参与千人订稻大会，
提前为家人预订绿色放心粮。

只要参与本届插秧节，就
有机会在方正县“私人订制”
一块自属的“丰收稻田”，稻米
种植期间，当地还有专职的农
户和农业专家做您的稻田管
家，以便您全程掌控水稻种植
全过程，根据要求为您量身定
制专属的优质好大米。秋天当
其他人奔忙与储备秋粮，您就
可以像个自在的农夫到自己的
稻田里收割稻米。您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订米、订稻、订地，稻
米收割后还将由专人为您配送
到家，无论一次性整送，还是定
期配送都由您说了算，生活报
和方正大米产业办不仅将全程
为您严把质量关，还可以帮您
在现场侃个实惠价。

广大读者可以家庭为单

位报名参与插秧节，每家 2~3
人参与，年龄 65岁以下，儿童
要求身高 1.4米以上。每人收
费 100元，由主办方提供哈尔
滨——方正县往返车辆，活动
期间住宿及三餐。如在活动
中订购大米，报名费转为大米
订金，抵扣购米款。如不订
购，则该费用不退。20日，生
活报将联合方正县委县政府
举办千人订稻大会，只要您拨
打热线电话报名，即可参与活
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报名电话：15804519979

中国富硒大米之乡方正插秧节邀您来

扫二维码查看方正县可
预订稻米地块、大米资料

□本报记者 曲静

走向世界的黑龙江通道

1990 年 6 月 6 日，我国边
贸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日
子。那一天，哈洽会鸣响第一
枚礼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
国打开了通向俄罗斯及独联
体以及东欧国家贸易的大门！

回首哈洽成长史，已历五
阶段：1990至 1992年，“中国对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洽谈
会”，合作国家是前苏联和东
欧国家，贸易形式基本为易货
贸易；1993至 1995年，中国哈
尔滨边境地方经济贸易洽谈
会，按照省委省政府当时提出
的“南联北开，西进东出”和

“置经济腾飞于外向经济循环”
的战略思想，开始邀请日本、韩
国、东南亚、港澳台等周边国家
和地区参展参会。贸易形式由

“双边、易货贸易”向“多边、现
汇贸易”转变，现汇贸易比重逐
年扩大；1996至 2004年，中国
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自
1996 年更名并简称为“哈洽
会”，哈洽会品牌沿用至今；
2005至 2013年，中国哈尔滨国
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实现了由
地方边境贸易洽谈会向国家

级和国际性盛会的历史性跨
越，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及与俄
罗斯独联体国家开展深入对
接与合作的重要平台；2014年
至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
新姿登场。2013年 10月，在中
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期间，决
定将“中国哈尔滨国际经济贸
易洽谈会”升级为“中国——俄
罗斯博览会”。由商务部、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与俄罗斯经济发
展部、工业贸易部共同主办。

突出俄罗斯、面向东北
亚、辐射全世界、服务全中
国。从哈洽会到中俄博览会，
一直领跑对俄开放与合作，在
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破冰之
舟”、助力经济发展、推动地方
合作、促进沿边友好重要作
用，一条通向世界的“黑龙江
通道”正在伸展延长。

大数据显示，27 年来，重
要客商重复参展参会率超过
20%，他们评价认为，“日益成熟
完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的
丰富和扩展，在帮助企业拓展、
推广产品、寻求伙伴、整合资源、
建立渠道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
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商界盛宴见证开放龙江

承载重要历史使命，哈洽

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
活力和张力，使地处东北亚中
心地带的黑龙江国际经贸活
动空前活跃起来。从历届哈
洽会可以看到黑龙江开放的
历史缩影。

因哈洽会签约，哈飞轿车
开始销往俄罗斯。

因哈洽会签约，我省迎来
了第一家外资银行落户，此后
国内外金融机构陆续进驻，现
代化的国际金融理念开拓着
龙江人的视野……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哈洽会，让龙江一步
步走向世界：大庆石油国际工
程公司与蒙古国东方省政府
代表在会上就“塔木察格盆地
油田开展进一步的油气开发
产能合作项目”达成协议。黑
龙江中蒙石化有限公司与蒙
古国工商部代表就加快推进

“蒙古国忠巴音石油有限公司
200 万吨/年炼油项目”进行
协商；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签约、水产养殖及水产品深
加工签约、光伏发电签约、商
贸综合体签约、高新摩擦材料
签约……还有无法用数字计
算的成果：自 1990 年创办以
来，每届都吸引十余万名国内
外客商参会参展，这些客商每

个都是黑龙江省的义务宣传
员，同江、抚远、绥芬河……一
个个偏居祖国边陲的城镇进
入了世界的视野。

中俄全面合作重要平台

哈洽会一向有中俄经贸
“风向标”“晴雨表”之称，而从
2014年升级为国家级平台的中
国—俄罗斯博览会，更是中俄
全面合作重要平台，中俄产业
有效对接的平台，落实“顶层设
计”重要平台，并持续发出中
俄全方位合作的主流声音。

即将开幕的第四届中俄
博览会同样让人充满期待：根
据中俄两国总理第二十一次
定期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充
分发挥中俄博览会服务“一带
一路”战略的平台作用，落实
国务院提出的新一轮东北振
兴战略的重要部署，本届博览
会以“激活合作热点，推动创
新发展”为主题，全面促进国

际产能合作与区域社会交流。
记者从哈洽会办公室了

解到，本届博览会，展位早已
告罄，俄方参展积极性空前踊
跃。参展面积从最初的 1500
平方米增至 3000平方米，比前
两届博览会的参展面积增加
1000 平方米，俄罗斯技术集
团、俄罗斯联合发动机集团、
俄罗斯经济特区管理公司、VI
控股、俄罗斯铁路物流集团、
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伊尔库茨克州、阿尔泰
边疆区、车里雅宾斯克州、斯
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利佩茨克
州等企业和州区均将参展。

中俄创新合作协调委员
会框架下合作圆桌会、机械
制造和技术创新研讨会、中
俄科技合作、技术转移和教
育圆桌会议、中俄木材深加
工投资合作研讨会、扩大中
俄农产品贸易务实合作研讨
会、中俄中小企业合作圆桌

会、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研讨
会、中俄蒙海关合作研讨会、
俄经济特区推介会、中俄公
路运输和建设过境运输走廊
领域合作圆桌会……目前，中
俄双方确定的共办国家级活
动 22项，一场场圆桌会、研讨
会，将直面问题，深挖潜力，而
这些部门磋商的成果，将有可
能成为中俄两国多个领域合
作的重要节点。

中俄城市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合
作会议，中俄博览会——东
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中俄标
准化、计量与认证合作科学研
讨会……地方级的商务活动
将更能帮助中俄企业捕捉经
贸风向，寻找新商机。

因中俄共同主办，以两个
国家的名义，中俄博览会更是
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
台，是一个可实现共赢乃至多
赢的全新舞台。

开 篇

的 话

自1990年创办以来，哈洽会已成功举办27届，在不断打磨中，成为黑龙江的金名片。2014年，由哈洽会衍生的一个国家级会展平台——中俄博览会诞生，成为“一带一路”十个重
要开放平台之一，由中俄两国政府共同主办，并在两国轮流举办，哈尔滨成为中方永久举办地。今年6月15日，第二十八届哈洽会与第四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同期召开。

政要聚首、政策发布、经贸洽谈、企业对接、信息汇集、智慧碰撞……同期举办的第四届中俄博览会和第二十八届哈洽会，将具有多重内涵。那么，在“一带一路”为越来越
多国家带来福祉、在我省着力优化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背景下，这张从黑龙江走向世界的会展金名片，将会迎来哪些新精彩？从即日起，本报推出《聚焦第四届中俄博览会和
第二十八届哈洽会》专栏，为您一一解密。

从黑龙江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第十三届文博会

我省获优秀组织奖优秀展示奖本报讯（记者王彦）近年
来，我省大力推行农业标准
化建设，有力促进了全省现
代农业发展。截至目前，我
省共制定国家农（林）业标准
72 项，国家农（林）业行业标
准 117 项，省农业地方标准
1457项。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每
年都把农业标准化列为农村
工作重点，全省农业地方标
准总数达到 1457 项，市、地、
县共制定农业生产技术规范
423 项。位于“两大平原”核
心区的省垦区，把农业标准
化作为垦区从传统农业迈向

“现代农业”、“品牌农业”的
重要引擎，通过建设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开展良
好农业规范认证及标准化良
好行为确认等工作，制定（修
订）企业标准 1828 项，达到
种、管、收全过程、全作物、全
面积、全方位的标准化管理。

目前，我省已经建立起
从上到下农业标准示范推广
网络，建立 162个国家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209个省级示范
区，219个市级示范区、360个
县级示范区，培养农业标准
化示范户 178 万余户。在全
省 9050个行政村建立了农业
标准化宣传播放站，进一步
推广普及了农业标准化知
识。

在实施“大豆振兴计划”
中，我省制定 19个高油、高蛋
白大豆标准，实施后大豆品
质有了明显提高，示范区高
油大豆平均含油率、高蛋白
大豆平均蛋白率均达到或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我省《大
豆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荣获国家标准创新贡献一等
奖，《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玉米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
准荣获国家标准创新贡献二
等奖。

我省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社区着力打造“家门口文化乐
园”特色主题。社区成立了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爱心编织
妇女巧手队、文体队等，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图为
编织巧手队在给社区困难家庭、环卫工等编织帽子、袜子、
拖鞋等。 丁兆勇 史皓同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本报15日讯（李华虹 杨帆 记者车轮）世界正畸联盟
确定每年 5月 15日为“世界正畸健康日”。首个“世界正畸
健康日”活动中国区的主题为：整齐牙齿，健康人生。从 5
月 15日开始，哈医大二院口腔正畸科启动了“义诊周”活
动，活动期间免除初诊挂号费、设计费等。

据哈医大二院党委副书记、口腔正畸科副主任王培军
教授介绍，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12周岁牙齿换完以后，是
最佳的矫正时机，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牙齿矫正的
最佳时机是根据不同类型的畸形来确定的。例如乳牙列期，
一般指3~6周岁，此时前牙的反颌（地包天）对儿童骨骼发育
影响严重，一旦发现应尽早就医，最早3岁半就可以开始治疗
了。目前，很多成年人在婚恋或是就业之前选择正畸，这是完
全可以的。临床上很多患者都是从20多岁时开始正畸，其中
一部分患者要在正畸的同时结合颌骨的矫正，根据各自的实
际情况，可能会需要手术治疗，能够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哈医大二院启动
“世界正畸健康日”义诊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