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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
就中索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向人类减贫经验
国际论坛致贺信

详见第三版

15 年、7 个市县、8 个贫困村，这是
陈华，一位“厅级村官”职业生涯中最
为特殊的履历。

他先后在饶河县、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绥棱县开展扶贫工作。他想
贫困户之所想，行贫困户之所向，坚持
长期拼搏奋斗，把一件件扶贫工作干
出实效。在他身上体现了扶贫干部吃
苦耐劳、艰苦奋斗、不计回报、无私奉
献的精神。

中国的脱贫事业，既彰显着改天换
地的雄心壮志，又实实在在改变着亿
万人的生活。中国的脱贫事业不仅依
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
气，还靠的是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扶
贫干部的责任担当。在脱贫攻坚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共产党人坚守初
心、践行使命，凝聚合力向贫困宣战，
取得了今天脱贫攻坚决定性的成就。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

非一春之暖。我省派出精兵强将奔赴
扶贫一线，他们全力以赴，尽锐出战，用
扎实的工作诠释着脱贫攻坚的精神内
涵。无数个“老陈”式的干部，扎进贫困
乡村，以日拱一卒、驰而不息的“破冰之
功”，一点一点消融着贫困之冰。从“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民生关切，到
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铮铮
誓言，扶贫干部们把对每一寸土地、每
一名百姓的爱，化作迎难而上、登高行

远的不竭动力。在脱贫攻坚的壮阔历
程中，龙江扶贫干部写下了无数故事，
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目前脱 贫 攻 坚 已 经 到 了 最 后 阶
段，我们所有干部要坚持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一项工作一项工作推进，咬定青山不
放松、锲而不舍抓落实，使脱贫攻坚取
得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成绩。

不 获 全 胜 不 还 家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贾红路 邢国军

12月的小兴安岭已是凛冬，伊春森工金山屯林
业局公司峰沟林场分公司施业区内，数千株细弱矮
小的红松树苗仍无惧严寒，凌雪挺立。这些只有巴
掌高的红松树苗是 9月份才刚刚被移栽到山上的，
离开生长了 3年的温室，第一次在高纬度的山林里
过冬，小树苗们的表现令人惊喜。

“采取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技术，突破了过
去小兴安岭只能春季造林的局限，不仅实现一年三
季造林，而且成活率还特别高，这些新移栽的小苗成
活率接近 100%！”金山屯林业局公司副总经理王洪
涛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伊春市开启了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技
术实验性推广，全市45万亩林地采用这项新技术进行
了抚育补植更新，截至目前，小苗的成活情况非常好。

种树简单省人工
在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一处厂房内，正开足马力

生产的六组机器旁，20多名林业工人忙碌着。“这里
正在生产培育红松苗的容器罐。”公司人员潘宇说。

这种容器罐，直径5公分、高不足10公分的圆筒形
无纺布里盛着草炭土、珍珠岩以及专门用于针叶树种
的肥料。潘宇说，等到明年5月，一粒红松种子或者一
棵红松小苗会被栽种到这个小罐里，在这里生长3年，
等到长成一棵小小的树苗后，就会被移栽到森林里。

潘宇说：“裸根苗造林，树苗体积大，技术规程很严
格，工人操作稍有差池就可能造成树苗不成活。轻基
质网袋容器育苗就不一样了，它体积非常小，林业工人
上山造林，背一个包就能装上几十罐苗，挖一个小坑把
苗埋进去覆上土，一棵小树就算种完了，特别简单。”

“不仅种的过程简单，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
技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解决春季劳动力紧缺的问
题。过去伊春地区种树必须在春季土壤萌动前，而
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技术理论上可以实现一年
四季造林，除了冬季土壤封冻挖坑不易，其余三季随
意造。今年，我们金山屯林业局公司就实现了春夏
秋三季造林。”

“空气切根”厉害了
一年三季随意造林，成活率还高，轻基质网袋容

器育苗造林技术为啥这么牛？
伊春森工集团森林生态建设部副部长于春友，

从 2017年开始分不同季节不同环境研究轻基质网
袋容器育苗造林技术在伊春地区落地推广。他说：

“这是因为采用了‘空气切根’技术，轻基质网袋容器
苗的根系非常发达。在 3年的育苗时间里，从无纺
布网袋里长到外面的侧根会在空气中自动腐烂，从
而促进了容器内主根系萌生出更多的侧根。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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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冲刺冲刺

今年 9月初，为抢抓黄金施工期，哈
市启动抓项目促投资“百日冲刺”活动，
聚力推动重点项目全开工、快建设、多投
资、早投产，拼搏奋战一百天，完成市重
点产业项目建设预期目标。“百日冲刺”
进程中，高质量产业项目全程“领跑”，宝
能国际经贸科技园、深圳（哈尔滨）产业
园科创总部等24个项目提前超额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机场二通道等8个项目当年
完成投资超10亿元。

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百日冲
刺”，哈市紧盯项目开工抓前期，紧盯
项目推进抓服务，紧盯项目需求抓保
障，掀起了抓项目促投资的“比、学、
促”热潮。

聚焦推动项目开工，哈市持续实施
前期审批“承诺制”、项目“拿地即开工”、
招投标“评定分离”等创新举措，紧盯未
开复工的省市重点项目，按照9月底前全

部开复工的目标，倒排工期，逐个项目列
出未办结手续清单，主体工程与配套设
施同步推进，确保能干的先干起来。

多措并举抓项目推进服务，哈市推
出一系列创新模式，形成了时序明确、责
任清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项目跟踪
服务体系。实施重点项目市级领导包保
制度，通过召开省市重点项目推进会、专
题会、月调度会等集中协调解决项目存
在问题。哈市发改部门会同统计局、投
资服务局等成立“十大投资服务组”，每
月赴项目现场了解存在问题，同时开启
快速反应“云闪”模式，发现问题即时通
过“首席服务员”工作机制，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视频协调会议，提出解决方案，为
项目问题解决按下了“加速键”。

紧盯项目需求抓保障，哈市全力做
好向上争取工作，市专项债券发行额度
和中央预算内资金争取额为去年的 2

倍。为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哈
市设立“哈尔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目前，已为科友半导体、海航创
通高精度变速箱等 12个带动性、示范性
强的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提供引导资金
7.89亿元。搭建银企平台，拓宽项目建
设资金渠道，哈市发改委牵头组织银企
对接会,与国开行建立了“稳投资补短
板”融资专项工作机制，国开行安排总量
300亿元规模，华尔热电厂工程项目已获

承诺授信 14.8亿元，哈尔滨新区科创产
业带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等 6个项目
列入评审计划，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等11个项目列入评审储备库。

据悉，下一步，哈市将锁定“四率”持
续冲刺，聚焦投资完成率低于 90%的省
市重点项目，逐个细化分解，做好跟踪调
度。同时，做好投资入统，确保年内发生
的投资尽早体现、颗粒归仓。

巴彦30万吨乙醇项目。

完成投资281.7亿元，同比增长19%

哈尔滨“百日冲刺”刷出

哈尔滨张女士反映购买松北区公元天下
住房烦心事多

进户仨月墙体开裂
开发商收两年物业费电梯费

沸腾冰雪季 乐游黑龙江

牡丹江雪堡建设全面展开

陈华退休前是黑龙江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副巡视员。2016年 9月，57岁的
陈华再次主动请缨驻村，如愿担任了绥
棱县靠山乡靠山村第一书记。早在
2006年，陈华便开始在基层开展扶贫工
作，靠山村已经是他驻村扶贫的第 8个
贫困村。如今，老陈的扶贫脚步已经走
过了15载。

让他一次次地驻村扶贫，有村民的
挽留，还有他对贫困群众的不舍。“总觉
得还有不少事能干，回家也待不踏实，
还惦记着想回村来。”

2019年 12月 23日，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领导带队到靠山村宣布老陈退休，
知情的村民很快写了一封请愿书：“我
们靠山村的百姓离不开陈书记，恳请组
织在陈华书记退休后，（让他）继续在靠
山村工作……”请愿书上按上了一个个
红红的手印。

如今，在驻村工作队的名单里已经
没有了陈华的名字，但靠山村党总支书
记王志强说：“他永远是这村的当家人。”

“他闲不住，这不刚出院就来了。”
接任陈华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的张柏林，以前是驻村工作队队员，
他对老陈的脾气摸得透。

陈华说，一年到头就看“秋后算
账”，今年虽然经历了台风等自然灾害，
但还是个增收年，村集体代耕 5个村民
小组 6850亩地，涵盖 350多户，现在粮
食卖了，得好好算账，给农民们分红。

算完账，陈华带着工作队和村两委
开始拢村集体的账。“今年土地代耕给村
集体带来30万元的收入，农机合作社也
给村里创收不少，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
给村里赚了23万元，50万元是保底了。”

陈华说，回想 2016年刚驻村时，靠
山村还负债60多万元呢。

“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儿”

在靠山村村部，驻村工作队办公室
里有一张铺着电热板的小床，这张床老
陈睡了五年。今年 62岁的村民魏国锋
在村部打更，他是和陈华做伴的人。

“陈书记为靠山村太操心了，办成一
件事，他高兴的啊，要是有啥事不顺，他
就急得睡不着。退休了他也没离开靠山
村，还经常来。”作为同龄人，魏国锋懂得
陈华的累。

村支书王志强更知道陈华的操劳。
他心疼地说：“你看他走这段路都歇了两
气了，刚做完手术身体还是不行，这要是
以前，走路都带风，早走到了。老魏啊，
晚上给他熬点鸡汤。”队员边贺嘱咐道：

“煮鸡汤可不能先告诉他，先说他不能
让。”

陈华一进屋就说：“今天咱们去幸福
大院看看吧，这一住院有一阵没去了，先
去吴振清家看看。”

吴振清家两口人，今年 8月份家里
电跑火，棚都着了，连低保折都烧没了。

“我们家着火了，是陈书记找的木匠和小
工给修的棚，还给争取到救助款。当时
可把我们给愁坏了，他领着我们一个地
方一个地方去补存折。”吴振清的老伴李
殿琴今年 72岁，说着话眼睛有些湿润，

“我们可不能让他走，他是我们的主心
骨。”

2018年靠山村已经摘掉了贫困帽，
现在不落一户脱贫了，人均收入 11000
元以上。陈华总觉得这还远远不够，要
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下转第三版）

“要让靠山村
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刚刚做完手术出院，陈
华做的第一件事是回村。

11日早 8时 18分，陈华
从哈尔滨乘火车赶赴绥棱
县。为采访他，记者第三次
走进老陈所在的绥棱县靠
山乡靠山村。

记者印象中的陈华，是
坐在幸福大院里和村民唠
家常的老陈，是在田地里薅
大草满头大汗的老陈，是搭
一条白毛巾坐在田埂上啃
馒头的老陈，是扛着铁锹招
呼大家加油干的老陈……
村民印象中的老陈，也一直
是农民的模样。这次回村
的老陈，退休了，但依旧穿
着那身人们熟悉的迷彩服。

2006 年是陈华开始扶
贫工作的起点。从 2006 年
到 2020年，15载扶贫路，陈
华走过 7 个市县、8 个贫困
村，寒来暑往里，他留下无
数个身穿迷彩服的背影。

陈华 扶贫十五载 退休未停歇

□文/摄 本报记者 韩波

12月10日，哈尔滨市抓项目促投资“百日冲刺”活动告捷，全市开复工重
点产业项目283个，共完成投资281.7亿元，刷出同比增长19%的新速度。
数据显示，“百日冲刺”以来，哈市固定资产投资创下每日新增投资近5亿元
的新纪录，进一步释放出项目建设对扩投资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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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下游延伸创造价值

万润公司“养肥”生猪产业

游冰雪龙江 品龙菜美食
今年冰雪季 让中外游客不虚此行

链接超

打造龙菜IP

网友推荐“金牌龙菜”

新 闻 调 查

新速度

15载扶贫路，陈华（右一）走过7个市县、8个贫困村。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