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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8日讯（记者薛立伟）28日，全省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视频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文明委主任陈海波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省文明委副主任孙东生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既是提升城
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的过程，更是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增进市民福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把文明城市创
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握重点任务，

不断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平，服务中心工
作，夯实创建基础，坚持人民至上，加强城市管
理，培育时代新人，深化创建内涵，努力建设崇
德尚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
城市。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统筹规划，坚持常
态长效，坚持求真务实，切实增强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合力。

会议传达了中央文明办关于全国文明城市
2019年测评通报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培
训班精神，进行了文明城市创建专题辅导，省住
建厅和有关市县作交流发言。

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视频推进会召开

陈海波出席并讲话

□刘伟 尹栋
本报记者 闫紫谦 蒋平

从阡陌交错的荒野到功能集
聚、要素齐全、活力四射的现代化新
城，哈尔滨新区逐渐成为备受瞩目
的产业投资热土。

人大代表视察组的脚步踏入哈
尔滨新区，省人大代表郭宏伟激动
兴奋之余,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这里是新区，是他带领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激扬青
春、开拓进取的奋斗之地。多少个
日夜往返于江南江北之间，郭宏伟
看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
绿化带葱郁盎然，标志性建筑灯光
璀璨、倒影连波，“一江居中、南北互
动、两岸繁荣”的宏大愿景正在逐步
走向现实。在这里，优厚的政策环
境和广阔的产业平台为企业发展带
来了难得的机遇、强劲的动力。“面
向国家需要，发力新区发展”，郭宏
伟把前行的誓言深深刻在心中。

头顶烈日、脚踏热浪，7 月 21
日、24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来自
不同领域的人大代表，实地走访察
看哈尔滨新区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园
区建设情况。在这轮“节奏快、强度
大、效率高”的视察走访中，郭宏伟
的感受与以往不同，他以我省科研
领域人大代表的身份观察新区整体
建设发展情况，以新视角感受新区

之变——繁忙的施工现场似乎比烈
日更加火热，远望如画的美景，令人
心旷神怡，一个个实力强劲的“国家
队”项目为新区提供“硬核”支撑，一
座熠熠生辉的科技新城正在快速崛
起……活力奋进的新风扑面而来，
一幅拥抱未来的新区全景“画卷”在
眼前绚丽展开。

代表们走进仅用4个月时间就
建成投用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先
行馆，这里有万余件进口商品汇集于
此，真正实现足不出国就能365天“买
全球、卖全球”。代表们对先行馆省
去中间商环节，将所有中间利益让给
消费者的零距离对接销售方式给予
一致好评。“让百姓与新区共成长，共
享未来之城的发展红利，是新区努力
的方向，更将成为新区一张耀眼的成
绩单。”代表们在交流时说。

新区发展之变，营商环境当
先。哈尔滨新区以营商环境之

“变”，谋高质量发展之“快”，率先建
设了企业登记 4.0版智能审批（秒
批）系统，大幅度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充分借助园区、银行在服务企业
方面的优势，打造“10 分钟办证
圈”；开展自贸试验区企业离岸商事
登记服务……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之
迅速，令代表们惊叹。

项目建设 63天综合展览中心
封顶、101天地块一地下室正负零
结构封顶；今年 5个工作日取得地

块二施工许可证，政务审批效率快
速提升……在深哈产业园的施工现
场，展示板上的一组建设统计数据
吸引了代表们驻足观看。“审批环节
更少了，速度更快了，时间变短了，
企业发展也更有信心了！”项目有关
负责人兴奋地说。

做好服务企业“大文章”，当好
服务企业“店小二”。在新区推出的

“套餐式主题”政务服务模式中，首
批推出多个高频事项主题套餐，实
现从“一个事项最多跑一次”向“一
件事儿只需跑一次”转变。目前，
1142项政务服务事项中，有1074项
实现网上办理，到大厅现场办理事
项全面实行“我代办”或“我帮办”。
当听到据普华永道对照世行营商环
境评价体系，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
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已由
批复之初的第 80名上升至第 52名
的介绍时，代表们纷纷为新区的关
键之“变”直竖大拇指。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犹如一
泉清水，滋润着新区这方投资发展
的热土，为新区汇聚起吸引企业和
企业家的强大“磁场”。

“政府治理层面的政策变化与
企业发展息息相关，哈尔滨新区承
诺即开工，中小企业免环评等一系
列优惠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新区在过去的一年里，机
构组织构建、改革创新、务实服务提

升等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这里的确
是企业发展的摇篮。”作为民营企业
家，省人大代表、黑龙江盛龙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梅章记希望能有更多
的企业抓住良好机遇、迅速融入发展
进程，与新区共同迎来华丽蜕变。

新思路决定新出路，大格局成
就大作为。如今的哈尔滨新区正处
在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自贸试验
区获批后，新区进入了“五区叠加”
跨越发展的新阶段。新区将成为继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
第三个实现行政区、开发区、高新
区、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五区
融合、联动发展”的行政区域，为持
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提供广阔空间。

“‘五区叠加’的背后，是新区建
设参与者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魄
力，这样的新区必将成为龙江创新
驱动的试验场、助力振兴发展的强
引擎。”省人大代表、哈尔滨兰格实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志
圣表示。

肩负着省委省政府的重托，承
载着引领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新使命，新区的城市版图
加速拓展，成长迅速，面貌巨变。代
表们在赞叹之余，也倍感身上的担子
更重、责任更大了。大家纷纷表示，
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为推进哈尔滨
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在黑龙江发展的版图上，哈尔滨新区是最受注目的板块，五载芳华，一项项举措接续出台，一步步探索付诸实践，一
个个变化清晰呈现……推进新区和自贸区建设发展，不单单是新区和自贸区自己的职责，支持新区和自贸区建设发展，
更是全省各方共同努力做好的一项大事业。7月21日、24日，省人大常委会分两批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大代表组成
视察组，实地走访察看哈尔滨新区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园区建设情况，零距离感受新区和自贸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面
貌。代表们对哈尔滨新区的快速发展赞叹不已，对这里的未来充满期待。相信这片充满活力创新的热土，必将成为推动
龙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人大代表看新区系列报道，从人大代表的视角，感受新区的变化与发展，为新区的未来建
言献策，贡献代表的智慧和力量。

人大代表看新区系列报道之一

新风扑面来 清水润热土

一座科技新城正在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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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本报记者 张澍

白银纳，鄂伦春语为幸福富饶
之意。小镇宽广的街道两边，商铺
林立，人来人往。走在宽敞的水泥
马路上，看到一排排红顶白墙楼房
和小平房干净整洁。房前，一个个
白色木栅栏围成的小花园充满诗
情画意。记者来到这里采访，近距
离聆听几位鄂伦春文化传承人讲
述鄂伦春民族文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鄂伦春赞达仁歌曲传承人关
金芳一直致力于剪纸、民间歌舞、
传统服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老人
在家里展示了许多传统服饰以及
剪纸作品。

关金芳 1956年出生在大兴安
岭密林深处一个鄂伦春猎民家
庭。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自
1971年起，收集、整理鄂伦春族原
生态民歌，会演唱鄂伦春族原生态
民歌千余首，其中《兴安岭美丽的
地方》《试探你的心》《鹿之歌》等广
为流传。

关金芳说，为了弘扬鄂伦春族
优秀传统文化，她们自发组织民间
艺术团体——鄂伦春民间艺术
团。艺术团团员们利用农闲时间
编排鄂伦春族风情演出，多次走出
呼玛，到北京、深圳、上海等全国各
地演出，鄂伦春传统文化通过艺术

团的演出向世人展现出来。
鄂伦春人家房前绿草成茵，房

后鲜花盛开，在明媚的阳光下如诗
如画。在这样令人心醉的美景中，
一块“鄂伦春族撮罗子搭建传承
人”的木质牌子格外引人注目。

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孟淑卿
家。年近 80的孟淑卿和女儿关爱
民都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鄂伦春族斜仁柱传承人。她在自
家的小院中建起了一栋用树皮围成
的撮罗子，生动地再现了鄂伦春人
曾经的生活。这个涵盖了鄂伦春族
的桦树皮文化、兽皮文化、狩猎文化
的撮罗子，吸引了很多对鄂伦春文
化感兴趣的游客。

孟淑卿说：“看到鄂伦春民族
的传统文化面临失传，觉得有义
务把鄂伦春族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

关桃芳是鄂伦春桦树皮画民
间艺人，她的画体现鄂伦春族人生
产生活场景和风俗等。“我要用画
作讲诉一代又一代鄂伦春族人繁
衍生息的故事。”关桃芳说。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鄂伦春
老艺人，实行发放生活补贴、定期
组织体检和治疗保障等机制，对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给予年生活补贴
8000元，省级非遗传承人年生活补
贴 4000元。”呼玛县委宣传部长赵
洁介绍。

天然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而

古老的生活方式、民族服饰、歌舞、
风味饮食等，使白银纳乡具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
兴起，广大鄂族群众以家庭手工作
坊为基点，制作桦树皮盒、兽皮制
品带动了鄂乡的经济发展；注册了
白银纳阿娅吉雅民族工艺品有限
公司，通过注册商标、集中生产、统
一订单、规模销售，提升了民族产
品知名度和附加值，使鄂伦春族群
众收入不断提高。

目前，白银纳乡正积极打造特
色旅游品牌，投资 656.45万元改建
为 6个传统工艺作坊，争取资金投
入 539万建设了 500平方米鄂伦春
族民俗文化展馆，投入 548万元资
金建设少数民族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将结合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为切
入点，打造充满神秘感的“原始部
落”主题旅游乐园，让游客充分感
受鄂伦春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底
蕴，感受新时期鄂伦春同胞的生产
生活新风貌。

非遗文化传承富了白银纳

日前，牡丹江荒沟抽水蓄能电站
下水库进出水口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闸门井和交通桥墩等水下部分都已
完成施工。

该水库进出水口始建于1995年，
由于下库莲花水电站建成蓄水，工程
未建设完成至设计高程而被淹没于水
下。续建工程动工后，对2个闸门井、3
个交通桥墩、9个拦污栅墩等采用先进
的水下混凝土浇筑技术。这是国内首
次将该技术应用于水电工程主体结
构，填补了国内水下复杂构筑物整体
施工的空白。

刘光明 何平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首次应用水下浇筑技术

荒沟电站
施工忙

本报讯（记者张桂英）全省“挂锄期”农民
转移就业专项行动启动以来，讷河市一方面利
用多渠道广泛宣传，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利用好

“挂锄期”从事打短工、打零工，增加劳务收入；
一方面大力发挥市乡村三级劳务输出服务队
伍作用，积极培育外出务工农民经纪人，多条
腿走路，带领更多的农民走出去“淘金”。

近日，在讷河市二克浅镇远大村村民、外
出务工经纪人刘金宝的引带下，21名农民乘坐
着市农业农村局帮助对接的“专车”去内蒙古
额尔古纳市务工，开启“挂锄期”劳务增收之
旅。刘金宝说：“我们春天播完地，夏天基本上
没什么事干，利用这段时间外出打工，干一些
拔草、切薯等力所能及的活，从种完地到秋收，

人均可收入 1万元以上。”在远大村的帮助下，
刘金宝由过去靠天吃饭的农民逐渐成为村里
小有名气的农民务工经纪人，带领亲戚、老乡
赴牙克石、海拉尔、额尔古纳等地务工，每年都
能引带200多人实现转移就业。

目前，讷河市农民转移就业服务体系日益
健全，市级设立劳动力转移服务中心，16个乡
镇设立农民劳务服务站，171个村设有劳务联
络员，市乡村三级劳务输出服务队伍为做好农
民转移就业提供了重要保障。良好的措施和机
制让讷河市跑出了农民“挂锄期”转移就业“加速
度”，截至目前，全市农民劳务输出18.58万人，实
现劳务收入17.7亿元，分别与去年同期持平；其
中，“挂锄期”新增农民转移就业5126人。

讷河

“挂锄期”新增农民转移就业5000人

本报讯（记者王莹）近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我省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或国家
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统一备案材料清单，尝试启
用个人承诺制方式，兼顾参保地政策差异，向龙江
参保人员提供线上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服务。

目前，鹤岗、黑河市在省医疗保障局指导
下，对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中异地安置退
休、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三类备案人员

进行系统配置和软件测试，顺利通过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开通了跨省异地备案服务。

据了解，下一步，省医疗保障局还将指导更
多的市地接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为越来越多
的龙江参保人员提供全国统一的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服务。参保人员可应用下载“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APP，或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国家异地
就医备案”，进入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依托服务平台APP和微信小程序

全国统一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展开

本报讯（王心民 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
在省外办大力支持下，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理局（简称哈尔滨片区管
理局）与驻俄罗斯喀山总领事馆举行视频会议，
通过“云端对话”，推动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打造
全面对俄合作重要承载区，助力片区向俄罗斯
经济发达的欧洲腹地开放。

视频会议上，哈尔滨片区管理局相关人员
向喀山总领事馆介绍了自贸区哈尔滨片区的概

况、对俄合作优势及优惠政策，希望借助喀山总
领事馆的力量，加大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在俄罗
斯主流媒体和高端平台的宣传推介力度，在俄
罗斯欧洲腹地开展招商工作。

喀山是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伏
尔加河中游地区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人口近130
万，面积425平方公里，俄罗斯第八大城市，是俄
罗斯重要的铁路枢纽和大型河港口，也是工业和
金融中心，银行资本总额在俄罗斯银行排名第三。

加强对俄经贸合作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云端对话”喀山

本报讯（记者刘剑）今年我省将重点关注新上
市药品，尤其含新冠肺炎适应症的不良反应情况，
加强对重点品种的不良反应监测，发现异常风险信
号及时报告和处置，杜绝药品安全隐患。这是记者
日前从省药品评价和风险监测中心召开的本年度
全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工作会议获悉的。

会议强调，我省药品监测评价工作要抓住

疫情防控安全期，早谋划、早部署、快推进，综合
新冠肺炎疫情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
的影响，分析本行政区域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
量变化趋势。我省还将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聚集
性事件联合处置工作机制，强化对药品不良反
应聚集性事件监测和处置工作协调联动机制，
及时通报事件调查进展，有效管控风险。

省药品评价和风险监测中心

今年重点监测新冠肺炎药品

本报讯（李刚 记者张长虹）把水资源管理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我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今年，我省水资源管理创新手段“强
监管”，全省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提档加
速，计划于8月开展高规格全方位督查。

据了解，2018年我省总用水量为 343.94亿
立方米，其中地下水总用水量152.75亿立方米，
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地下水用水总量的 88%，地
下水用水量位列全国首位，超过国家下达给我
省的控制目标。为此，今年省总河湖长签署
第 3 号令，专题部署全省取用水管理专项整
治行动，核查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水口，规范取
用水秩序。要求对直接从江河、湖泊（含水
库）或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及依法应纳入取水
许可管理范围且未报废的取水工程（设施）进

行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实施三江平原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采取工程换水、控灌节
水、休耕停水“三水”措施，减少农业地下水用
量，实现阶段性地下水控制目标，2020年推广
水田节水控制灌溉 360万亩。在 2020年度省
总河湖长会议上，我省对以上重点任务进行
了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水资源最大的刚性约
束要求精准落地。

水资源管理一直摆在我省河湖长制“六大
任务”之首，省级层面成立了取用水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并组建工作专班，推进任务落实。
各市、县积极扛起责任，严格落实上级要求，加
快推进核查整改。哈尔滨、七台河、绥化等地市
采取成立专班、开展培训、现场核查、督导检查
等措施，现已取得初步成效。

取用水管理将开展全方位督查

本报讯（王轶韬 记者付宇）26日，第三届
进口博览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展区展前
供需对接会在上海举行。会上，省商务厅作为
唯一一家政府部门采购商代表参会，并同德国
自然空气能量解决方案公司签署了投资协议。

据悉，省商务厅同德国自然空气能量解决
方案有限公司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结缘，并产生
合作意向，终于在此次进博会会前对接会上正
式签约。根据项目协议，该公司将在我省投资

生产全球技术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用
于抗击病毒疫情的个人防护装备——德国Air
Estetic多合一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德国自然空气能量解决方案有限公司进
入中国市场已有 10年时间。在今年疫情期间
先后向我国各大城市一线抗疫医疗救治单位
捐赠多台ACTIVE AIR单线态氧能量呼吸机，
为我国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此项目的落地
也将填补我国国内市场空白。

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德国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将落户我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鄂伦春赞达仁歌曲代表性传承人关
金芳在制作民族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