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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风物

□汪佳琪 黄云梓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日前，讷河市通南镇康宁村农民李艳
艳家，室内种植的赤松茸迎来了头茬出
菇。一家人浇水、采摘、包装，忙进忙出，
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现在是大面积出菇，这之前是镇里
请来专家指导我们种植，还给联系了买
主，我们啥都不用愁！”说起今年种植赤松
茸收入，李艳艳信心满满。

李艳艳原本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今

年，讷河市赤松茸产业发展迅速，消费者
接受和认可度特别高，李艳艳与姐姐李艳
梅合计着想把面积 500平方米的鸡舍改
造为赤松茸种植菌床，一起种植赤松茸。

姐妹俩把想法和村里一说，立即就得
到了村书记的支持，不仅帮助解决种植所
需的菌料，还帮她们联系了赤松茸产业办
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从场地规划到铺
料、培育多个环节进行指导。

“目前室内种植是比林地种植更先进
的培育模式，不但控制温度更方便，还能
实现精细照顾。只要规模化地安排好茬

次，效益可能比林地更高。”讷河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徐晓东介绍说。

“我家现在赤松茸菌床每平方米产量
约为 15斤，多数能达到一等品品相，能卖
到 10元一斤，亩效益可以达到一万元左
右。”李艳艳高兴地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
一笔效益账。

讷河市赤松茸产业办公室主任张玉
宝告诉记者：“李家姐妹这次在冬季室内
种植赤松茸，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值得
推广。它填补了赤松茸冬季市场空缺，实
现了四季出菇。”

李艳艳种植赤松茸尝到甜头

讷河市和盛乡复
兴 村 依 托 总 占 地
8200 平方米的养殖
基地，对外租赁饲养
湖羊，每年拿出12万
元租金为建档立卡户
分红，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冒烟白”是讷河著名的冬季冰雪游目的地，
地处学田镇北部明星村的嫩江之畔。

由于江面开阔气流畅通，这里四季风都比较
大。每到冬季，由大兴安岭吹来的冷空气常夹杂
冒起大烟雪，天地白茫茫一片，老百姓称这里是

“冒烟白”。
虽然天气寒冷，但这里有大架子山，有开阔的

冰封江面，有丛林雪原，是开展冬季冰雪活动的理
想所在。如今，“冒烟白”冰雪游从民间自发走向
政府主导，逐渐成为当地的旅游品牌。每年1月，
由讷河市政府主办的“赏冰乐雪烩年猪”活动，在

“冒烟白”举行，活动吸引大量市民及外地游客，在
冰天雪地中感受喜庆热闹的浓浓年味。活动中开
展冰雪徒步、赏冰乐雪、雪地赛车、激情竞技、冬
捕、年猪赛跑、品全猪宴等项目。

黄芸梓 本报记者 姚建平整理

本报讯（高远 李悦 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讷河市东北老
三电商物流产业园通过建立专
业的农产品推广团队，利用“抖
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互联网媒体资源，建设全市
农产品公共直播基地，打造了

“东北老三”讷河农产品公共服
务品牌，仓储物流一体化的模
式为讷河市电商产业发展带来
了新机遇。

“两年来，我们销售额已经
达到了30多万元。直播基地为
我们脱贫户产品销售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直播粉丝已经达到20
多万人。”讷河市同心乡革新村
的脱贫户董树超说。董树超长
年种植小米等作物，受品牌、宣
传等因素影响，线下销售额不太
理想，经过电商直播培训后，他
找到了销售的新出路。

位于讷河市环城南路的东
北老三电商物流产业园，成立

于 2019年 8月，由黑龙江云端
蜂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运营管
理，总面积 3600平方米，是集
电商、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综合
性物流园区。园区分为仓储
区，物流分拣、打包、发货区，直
播基地及网络运营区，销售有
机大米、非转基因大豆油、桔红
心白菜、杂粮、赤松茸酱等 70
余款地域特色产品。现在，产
业园已与“码上讷河”“东北老
三物流科技”“申通快递”等 10
多家企业合作，吸纳就业 200
余人。

“从今年 4月以来，我们通
过直播带货，平台销售的方式，
共计销售全市扶贫农产品 260
余万元，其中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增收 63万余元。”黑龙江
省云端蜂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佟鑫向记者介绍。

东北老三物流产业园。
高远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电商物流园
带活讷河特产经济

□王添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2016 以来，讷河市建成
高标准农田 44.6 万亩，互联
网+农业高标准示范基地 43
个，总面积28.1万亩，实现了农
产品质量可追溯。”日前，讷河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霍庆
丰给记者出示的一组数据。

“十三五”时期，讷河市始
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突
出位置，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持
续深化精准扶贫工作，打造美
丽乡村。

近年来，讷河市紧盯项目
建设，坚持边完善规划边组织
实施的原则，深入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数字农业、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建设，用新
思路、新理念统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发展，让优质高效
农业成为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同时积极开展农超对
接，深化与电商平台的合作，运
用电商平台+的模式推动农产
品网上销售，为项目发展催生
内在动力，畅通血脉。

讷河市全力推进现代农业
建设，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和基层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工
程，重点推广了一批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玉米大垄双行通
透栽培、水稻智能催芽、病虫害
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技
术日益普及，大豆、马铃薯、水
稻等作物优质专用品种的种植

面积逐年扩大。据介绍，2020
年全市种植大豆 322万亩，总
产量 9.3亿斤，平均亩产 288.6
斤；种植玉米 212.6万亩，总产
24.33亿斤，平均亩产 1145斤；
种植水稻 60.4万亩，总产 6.73
亿斤，平均亩产1124斤。

在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总要求前提下，讷河市不
断健全完善“双促双增”精准帮
扶机制，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
农业项目。通过举办瑟宾节、
赏冰乐雪烩年猪、菇娘节等多
项民俗文化活动，打造了农民
增收新引擎。同时，全力推进
示范村建设，着力改善乡村人
居环境，在优先保障农民基本
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治理，卫生厕所普
及率逐步提高，污水乱泼乱倒
现象明显减少，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基本实现“十有十化六无”
目标。

“十四五”时期，讷河市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实现
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
织五大振兴；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粮食及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大力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着力推进农村现代化，推
动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
服务向乡村覆盖，持续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让广大农民享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打造
新时代三农发展新引擎。

优质高效农业
拉动农村经济火车头

□文/摄 宫芮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这是咱讷河人自己的手机客
户端，里面功能多，看新闻、交社
保、查信息，想办啥都能满足。”

眼下，让讷河居民赞不绝口的
这个手机App，就是讷河市为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精心打造的融媒客
户端“云端讷谟尔”，其集“新闻+
政务+服务”于一体。

打开“云端讷谟尔”，一条条新
鲜出炉的本地热点新闻便呈现在
首页中，图片、视频、直播，多种报
道形式彰显传播魅力。“云端讷谟
尔”开设了“党建政务”“脱贫攻坚”

“通知公告”等专题专栏，各类重要
讯息可以第一时间飞入万千百姓
手中。政企板块打通了融媒体中
心与乡镇街道、市直部门、本地企
业间新闻资源推送传播渠道，实现
了信息精准推送。

轻轻一点，大事小情网上办
理；动动手指，便捷服务全天在
线。“云端讷谟尔”不仅传递海量资
讯，在服务板块还为用户提供“社
保”“交管”“生活缴费”“医疗挂号”
等 1043项个性化服务事项的网上
办理功能，并对接了便民热线，把
领导信箱和办事咨询事项由原来
的线下办改变为线下线上同时办，
实现了百姓诉求“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目前，全市网上受理
涉及群众需求的业务达 71481件。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讷河市还依托“云端讷谟尔”
客户端，同步搭建了“讷河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云平台”，设计了志愿
者和志愿服务队注册登记、志愿服
务活动发布、志愿者招募、志愿服
务点单派单等多项交互式功能。
志愿者可以随时查询个人志愿服
务活动次数、服务时长等信息，还
能够自助选择报名参与平台内发
布的志愿服务活动。市民可以通
过平台“心愿墙”功能，发布志愿服
务需求，“点单”接受志愿服务。通
过中心摇旗，各所、站点响应，把志
愿服务活动实实在在地开展到了
群众家门口。

资源共享是前提、服务群众是
核心。“云端讷谟尔”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平台”的有机融合，是讷
河市为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及融
合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讷河市融媒体中心建设侧重
做好“融”字大文章。作为省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县，讷河市于
2019 年挂牌运营融媒体中心，率
先完成了编制整合、机构整合、人
员整合，实现了内部架构的融合，
搭建了生产运营技术平台，再造
了策采编发流程，融通了“媒体+
政务+服务+特色产业”综合服务
功能，推进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在内容、平台、管理等方面的进
一步整合。

全市采取多项措施，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上下足功夫。
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的目标定位，依托文
体活动中心打造了建筑面积 5335
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
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已全部
挂牌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7
个、实践站 180 个，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 2000多场次。组织各级文明
单位与实践所（站）结对 87个。成
立了 8+N 志愿服务队，精心策划
和开展了“为福利院儿童包饺子”

“文化进万家访贫问暖送春联”“志
愿者跨界带货直播”等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 500余次，用实实在在的线
下服务“小音符”奏响文明实践“大
合唱”。

大事小情网上办

便捷服务全在线

讷河有个
“云端讷谟尔”

讷河市建立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对工作中难以在第一时间
解决的问题和涉及面广、界定不
清、疑难复杂、久拖不决、协调无
果的事项，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
究解决。

制定了《讷河市“吹哨报到”
基层网格工作人员管理办法》，
为小区党支部书记、党小组长
（网格长）、党员中心户定岗、定
责、定职能，确保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

今年 7 月 15 日，通江街道
“吹哨报到”受理平台有居民反
映，辖区林业局家属楼楼下餐饮
店油烟、油渍大，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和小区环境。社区“接哨”
后，仅用一天时间，就与城管、消
防等相关业务部门完成对涉事
餐饮门店的整改，获得居民群众
的“点赞”。

今年7月22日，雨亭街道文
化社区北五网格党员中心户接
到居民反映，北五平房区地势低
洼、排水不畅，居民出行受阻。
雨亭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主
任与社区书记第一时间同时“报
到”，紧急联系施工公司，出动钩
机、铲车、四轮车等设备和人员，
经过 6天奋战，200米低洼沟渠
全部疏通，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
出行难问题。

建立制度机制 完善治理格局

群众一吹哨干部即报到

讷河民生服务零距离

讷河市“吹哨报到”工作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以解决好基层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为目标，主动作为、分兵把守，积极梳理辖区范围内广大群众的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以“哨”为令，接“哨”即办，共受理群众诉求19375件，办结19263件，办结率99.4%，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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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提

示

□文/摄 刘环宇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讷河市着眼于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体系，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
方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参
与，推动职能部门服务资源向街、乡
下沉，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全力推进街乡“吹哨报到”工作，自下
而上及时发现和解决百姓诉求的问
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
一步彰显党建引领“吹哨报到”工作
的实际成效。

讷河市组织专门力量对城乡居民的居住情
况进行调研摸排，对党建、民政、政法、公安、城
管、应急、消防、生态环境等部门设置在基层的
多个网格，整合成一个多功能的党建综合网格，
以“多网合一”集聚资源、整合力量，着力打造问
题收集处理、联系服务群众的基本单元。

按照精细、务实、管用的原则，全市设置城
市小区党支部55个、城区党建综合网格351个、
农村党建综合网格1237个，同步选优配强小区
党支部书记、网格长及网格党小组长，强化网格
工作力量；推选城区党员中心户 787户，选派
226名优秀年轻的机关干部担任民情联络员，
构建起“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
组+党员中心户+民情联络员”的基层服务体
系，确保问题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组织各职能部门结合各自延伸到网格的工
作职能，分类梳理出党的建设、信访稳定、城市
管理、社会保障、法律宣传、生态环境、应急管
理、治安监管、消防安全、综治维稳、基层服务
11类职责任务，进一步赋予党建综合网格“吹
哨”权限，丰富了网格服务群众的工作内涵。同
时，县级财政投入 400余万元落实党建综合网
格工作人员的补贴待遇，确保酬劳相适，进一步
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织细织密党建网格
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讷河市充分整合便民服务热线12345平台
资源，投入31.46万元对其功能进行改造升级和
丰富完善，设置“吹哨报到”小程序，开发出后台系
统监控、大数据统计等功能，建成讷河市“吹哨报
到”县级信息指挥平台。在街乡，建立“吹哨报
到”受理平台 17个，第一时间响应基层群众和
网格反馈的各类问题，按照工作职能实行分类
处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本辖区；对解决不了
的问题及时“吹哨”，提交到县级信息指挥平
台，实现平台间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综合统
计，以现代化智能手段为支撑，拓宽上下贯通
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的便民服务
渠道，构筑全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指挥大脑”。

完善智能信息平台
畅通便民服务渠道

湖羊养殖为农民增收

冰
雪
奇
观
﹃
冒
烟
白
﹄

志愿者在推广介绍“云端讷谟
尔”APP。

讷河市爱民社区为居民介绍“吹哨报到”微信受理平台使用方法。

讷河市合心村支部书记为行动不便村民申请到新轮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