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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曲静）我省“信易
贷”业绩再创新高。截至 1月 21日，
全省“信易贷”平台注册企业已达
17284户，入驻金融机构239家，发布
产品 404个，受理融资需求 2998笔，
金额 138.14亿元，成功授信 256笔，
金额达10.55亿元。

“信易贷”平台是覆盖全国、兼容
地方、涵盖多种融资服务模式的一站
式服务平台，是以市场主体的信用为
核心条件，金融机构以提升风险管理
能力为立足点，减少对抵质押担保的
过度依赖，提高市场主体贷款中信用
贷款占比的贷款方式。自 2020年 8
月我省“信易贷”平台开通上线以来，
在全省各级营商环境局、银保监等部
门的积极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小微

企业和金融机构入驻“信易贷”平台，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从“少”
到“多”的飞跃。有效解决融资信息
不对称瓶颈，提供金融服务的便捷渠
道，化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大庆市将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整体
与“信易贷”平台对接，在全省率先实
现地方性融资平台与全国“信易贷”平
台联通，通过采取“一补偿三奖励”等
措施，即风险补偿和团队奖励、联合授
信奖励、联合担保奖励，推动“信易贷”
深入开展。哈尔滨市“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和佳木斯市“佳速融”平台积极与
全国“信易贷”平台对接，为更多金融
机构和中小微企业服务，营造金融机
构愿意贷款、敢于投资，企业能融资、
守信用的和谐诚信好环境。

入驻企业近1.8万户、金融机构239家、发
布产品404个

黑龙江“信易贷”授信额破10亿元

本报25日讯（记者孟薇薇）25 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
获悉，2020年我省渔业经济先后克服了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洪涝、台风等自然灾
害的严重影响，实现了正增长，全省水
产品总产量达到 67.4万吨，比上年增长
3.98%；渔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2万元，为
水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省范围大力发展大水面生态渔
业，与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省水利
厅联合出台《黑龙江省大水面生态省渔
业发展规划》，青花湖集团与省旅投集
团实现战略重组，组建北鱼集团，整合
大水面资源 100余万亩，积极打造龙江
渔业航母。特色品种养殖产量较快增

长，全省河蟹产量达到 1.4 万吨，泥鳅、
鲶产量分别超过 5000吨，大白鱼、方正
银鲫、大银鱼、柳根鱼、黄颡鱼产量均超
过 1000吨。因地制宜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出台《黑龙江省稻渔综合种养发展
规划（2020-2022年）》，建设省级示范区
20 个，推广面积 110 万亩，比上年增长
23.9%。

持续开展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创建活动，打造一批绿色生态渔业发
展模式，29家生产经营主体获得国家级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全省健康养
殖示范场总数达到 170家，杜尔伯特蒙
古族自治县成功创建国家级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实现了我省零的突破。

我省积极培育“龙江鱼”母品牌和
多个子品牌，品牌效益凸显，经中国品
牌建设促进会工作委员会审定，地理
标志产品“连环湖鳙鱼”品牌价值达
9.06 亿元。深入开展“龙江鱼”省外销
售行动，仅三家供应基地就向省外销
售水产品 7184吨。

与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开展科技合
作共建，淡水鱼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
系作用发挥明显。发挥国家级科研机
构优势，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建
立了科学实验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
关专项蓝色粮仓项目落户杜蒙连环
湖，特色鱼类养殖、苇塘河蟹生态养
殖、“双效”降碱渔农异位种养取得阶

段性成果。发布 2020年水产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南蟹北养技术、盐碱水养
鱼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小龙虾越
冬繁育技术逐步推广，稻田培育扣蟹
技术大面积推广，扣蟹苗种供应率已
经达到 33.6%，解决了外购苗种制约产
业发展瓶颈问题。

累计投入资金 2490 万元，其中地
方和社会资金 1074 万元用于增殖放
流，全省总计增殖放流鱼类苗种 1.05
亿尾，其中珍稀濒危物种 234.5 万尾，
比上年增加 30%。成功救助一条 300
斤雌性达氏鳇并繁育鳇鱼苗 32 万尾，
放归黑龙江水域，自然水域鱼类资源
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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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波）秋粮上市以
来，由于哈尔滨市三大品种粮食质量
明显好于去年，体现优质优价显著特
征，加之哈市采取了有效措施服务粮
企收粮、农民售粮，目前，全市粮食购
销市场平稳顺畅，未发生农民卖粮难
和坏粮问题。这是记者日前从哈尔
滨市粮食局获悉的。

据粮食部门统计，截至 1 月 15
日，哈市各类粮食入统企业累计从农
民手中收购粮食586万吨，与去年同
期进度基本持平。其中：水稻292万

吨，接近去年同期；玉米267万吨，同
比增加 16%；大豆 24万吨，杂粮 3万
吨。市场化购销起主导作用，全市最
低收购价稻谷收购量仅 1.5万吨，较
去年同期下降90%以上，优质优价特
征明显。

目前，哈市农民待销售余粮 509
万吨，占粮食估产的34%，其中：水稻
142万吨，占估产的 32%；玉米 357万
吨，占估产的 36%；大豆 10万吨，占
估产的19%，农民销售粮食的进度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哈尔滨已收购粮食586万吨
三大品种粮食质量明显好于去年

本报25日讯（蒋伟 记者狄婕）
25 日 8 时 8 分，编组 28 车、装运 224
台商品汽车的特货列车从大庆市让
胡路火车站发出，驶往闵行站，预计
7天后，这批商品汽车将运达上海。
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铁特货哈尔滨分公司合作，开
行的今年第 4 列商品汽车定制专
列。春节前，预计还将连续开行 20
列汽车专列，发运商品汽车将超过
5000 台，届时与大庆地区去年全年
运量相比提升109%。

进入一月下旬，商品汽车运量持
续增长，为满足汽车国内销售运输需
求，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特
货哈尔滨分公司通力合作，为企业研
发定制了大庆至成都、大庆至上海 2

条商品汽车运输新线路，帮助企业顺
利打开国内销售市场。

商品汽车班列由每月发运 2列
调整为每天发运1列，结合企业装运
需求，铁路部门采用 JSQ6这种特殊
专用车辆，车辆上下两层，每节车可
以装载 8 台小汽车，满足企业大批
量、远距离运输需求。负责运输任务
的大庆车务段优化运输组织方案，将
站场规模大、装卸能力强的让胡路站
设置为装车基地，加快空车配送、车
辆编组、挂运等各环节作业组织。铁
路站场 24小时为企业开放，做到随
到随卸、随卸随装，最大限度提高运
输效率，确保特货专列 7日内到达。
保障了商品汽车运输畅通，推动汽车
产业发展。

哈铁预计春节前
发运商品汽车超5000台

等待运输的汽车。 蒋伟 本报记者 狄婕摄

本报25日讯（记者吴玉玺）
25 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1月 24日 8时至 25日 8时，哈
尔滨市连续出现 24 小时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气，首要污染物为细
颗粒物（PM2.5）。截至 25 日 8
时，哈尔滨市空气质量为重度污
染。绥化市 1 月 24 日 11 时开始
出现重度污染，24日 16时退出重
污染天气。

污染天气发生后，省生态环境
厅启动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应急
响应机制，与省气象部门进行紧急
会商预测分析，本次污染主要以燃

煤、机动车尾气和二次无机源为
主。经监测，周边存在城中村、棚
户区的站点(省农科院、平房东轻
厂等)污染物浓度明显高于其他点
位，燃煤源中散煤燃烧对本次污染
贡献最大。同时不利气象因素影
响，导致本地污染物累积，引发此
次重污染天气。

经预测，26日至31日，全省大
部分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其中，哈
尔滨、绥化扩散条件一般。全省大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
其中，哈尔滨、绥化空气质量以
良-轻度污染为主。

哈尔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

本报25日讯（记者李宝森）
哈尔滨市气象台 25 日发布道路
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影
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哈尔滨全
市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
结冰现象，降雪同时能见度低，
请注意预防。

哈尔滨市 26 日有明显降雪，
雪后气温剧烈下降。本周哈尔滨
市气温剧烈升降。26日午后气温
开始大幅下降，预计29日、31日夜
间最低气温将降至-35~-25℃，29

日、31日最高气温-19~-14℃。
本周哈尔滨市有两次雨雪天

气。25日傍晚到 26日白天，主城
区及呼兰、巴彦、依兰、木兰、双城、
阿城、宾县有小到中雪（2~4mm），
五常、尚志、延寿、通河、方正有中
到大雪（4~8mm）。降雪开始时段
气温较高，将出现明显的道路结
冰。31日前后哈尔滨市还将有一
次降雪天气，预计以小雪量级为
主。其他时段天气以晴到多云为
主，局地可能有短时段小阵雪。

哈尔滨发布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本周气温“上蹿下跳”最低降至-35℃

近日，省百大项目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区九洲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首台
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该项目
正式实现投产。项目规划总投资7亿
元，投产运营后，每年可生产清洁电力
5.6亿千瓦时，并满足梅里斯整个城区
107 万平方米冬季居民采暖和产业园
区内50吨/小时工业蒸汽的需求，年秸
秆消耗量为60万吨。

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将达到
4.8亿元，税收5000万元。项目收购秸
秆预计可为当地农民增加 1.2 亿元经
济收入。 鄂洪波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齐齐哈尔九洲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投产

2020年
我省渔业经济
实现正增长

□本报记者 郭铭华

孩子们眼中的超级英雄级英雄

疫情
之下，齐
齐 哈 尔

SOS儿童村为
让孩子们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情况下
健康学习生活，始终工

作在抚养教育孩子第一
线的5位可敬的SOS妈妈付

出了很多，她们身兼数职，是孩
子们眼中的“超级英雄”。

衣——为了使孩子们的衣着始终保
持整洁大方，妈妈们精打细算在网上选
购质优价廉的服装，没有合适的尺码没
关系，剪刀、软尺、缝纫机，勤劳的双手改
制出合体的四季新装。

食——如果说做出可口的家常菜肴
是妈妈们的常规动作，那么中西合璧的
早餐、精致的面点、彩色的水饺甚至孩子
过生日吃的蛋糕，则是妈妈们装点 SOS
家庭餐桌的自选动作，而且个个看起来
都是那么的让人垂涎欲滴。

住——随意走进儿童村的家庭，扑
面而来的都是浓浓的家的气息。在这
里，看到的永远是妈妈们忙碌的身影，整
理房间、通风消毒，或者正在亲手缝制孩

子寝室里松软的床被。
行——这一年，中小学开学时间是四

个多月，妈妈们与工作人员一起轮班点对
点接送孩子上下学，为了减少与外界接触
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寒风中经常是在
校门口冻得瑟瑟发抖，出来一个安置一
个，每天都把孩子们安全带回来。在门口
测温消毒后再回家，忙碌的一天中，她们
永远都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非常时期下，儿童村妈妈们展现出
的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哪家的妈妈
生病了，有人去帮助做一日三餐；孩子需
要理发了，隔壁的妈妈服务上门；孩子们
需要买练习册了，群里有人主动代购；下
雪了，谁出来迟一点儿，经常会发现自家
的分担区已经有“雷锋”帮忙清扫干净
了。有的妈妈在手术恢复期，还坚持每
天早晚到门卫为上下学的孩子们测温、
消毒；有的妈妈在中考、高考、错峰开学
的时段，几次承担起陪伴全村大女孩单
独隔离居住的任务；有的妈妈自带设备
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每周几次进行健身
锻炼，减少妈妈们长期封闭带来的负面
情绪；有的妈妈帮助轮值接送孩子的妈
妈照顾家中的学前儿童；有的妈妈把助
养人送来的爱心食品分送给其他家庭的

孩子共享；有的妈妈帮助其他家庭更多
的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的妈妈
在村内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她家的纯绿
色食品就会飘香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有的妈妈主动负责全村食品、用品采购
的联络，在过去的 52周中每周 2次统计
购物清单、收货，在她的影响下，她家的
孩子还主动给不方便取货的家庭送货上
门；有的妈妈热心地用缝纫机帮助村里
人改制衣物；有的妈妈老父亲病逝都没
能回去送最后一程，默默坚守在儿童村
照顾孩子们。

妈妈们给儿童村的孩子们母爱和家
的温暖，她们的人生别样精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儿童村的妈妈们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①② 儿童村的妈妈们为孩子制作美食。

水产品总产量达67.4万吨 比上年增长3.98%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初次见到邓立国，他正在指挥装运产
品发往外地。平整的寸头、匆匆的脚步，
处处透出一股子军人做事干练、雷厉风行
的作风。

2019年，邓立国将辽宁兴城泳装龙头
企业斯达威泳装集团招商引资落户拜泉，
成立黑龙江汇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并担
任公司总经理。目前，汇泉纺织服装产业
园一期工程制衣厂按期投入生产，现有在
岗职工 162 人，其中 1/3 为退役军人。
2020年邓立国分别荣获黑龙江省退役军
人“建行杯”创业创新大赛精准扶贫组一
等奖，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行
业赛精准扶贫组三等奖。

2017年 3月，邓立国退伍后选择了自
主择业，在辽宁兴城市组建成立军行集团
公司。在兴城市逐步稳定后，邓立国首先
想到的是家乡拜泉县的父老乡亲。经过
反复考察，邓立国将劳务派遣、物业和保
安公司引进家乡，抽调精英骨干进驻管
理，承接政府临时性岗位人员劳务派遣、
县区内公立学校校园保安、社区网格员等
工作，解决了退役军人及家属子女就业

236人。2019年，拜泉县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到辽宁进行学习考察，邓立国积极向
兴城泳装龙头企业斯达威泳装集团进行
引荐，经双方反复洽谈磋商，达成在拜泉
县建设汇泉服装产业园合作协议。项目
分三期建设，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生
产泳装、轻运动服装、亚麻制品服装 1000
万套，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税收30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

目前，泳装制衣厂制衣设备 189套已
全面投入生产，现在产品订单很满，五条
生产线开足马力，每天生产泳装 1000多
套。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通
过跨境电商销往日本、韩国以及北美等
地。依托汇泉服装产业园项目，拜泉县创
建“企业+扶贫车间+基地+贫困户”模式，
规划建设扶贫车间 16个，覆盖全县 16个
乡镇，可吸纳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1600人，人均年增收3.6万元，目前已建成
兴农镇、新生乡扶贫车间 2 个。到 2021
年，发展亚麻原料种植基地8万亩，亩均可
增收1300元，可带动农户1.2万户，服装产
业正成为当地强县富民支柱产业。

今年 36岁的拜泉县丰产乡礼让村农
民马东梅，原来在外断断续续打零工，收

入不稳定。如今进了工厂上班，实行计件
工资，每月工资收入达到 3000元，她喜上
眉梢。“现在工作稳定多了，公司还给交养
老险、医疗险、失业险、生育险、意外险，我
们心里就更托底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带动百姓致富就业，邓立国将“姓军
为民”落到实处。拜泉县汇泉服装产业园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安置了大量群众就
业，培育壮大了产业集群，使更多的拜泉
百姓实现了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为帮助
家乡更多人就业致富，邓立国经反复调查
研究、沟通协调后，在辽宁省兴城市成立

“拜泉县劳动者之家”，与大连龙城食品集
团签订劳务协议，已为拜泉、依安两县解
决劳动力就业 2000余人次，其中，退伍军
人 117人，退伍军人家属、子女 349人，使
1000多户家庭找到了工作，摆脱了贫困。

“退伍不能褪色，我要带领退役军人共
同创业，在实现创业上再立新功。”邓立国对
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退役后依然心系
退役军人。了解到拜泉县退役军人多、就
业创业困难的情况后，他把辽宁省兴城市
劳务派遣公司、保安服务公司引进到家乡，
即时解决退役军人及家属、子女就业问题。
一年来，向拜泉县机关、企事业单位输送劳

务派遣人员1137人，其中，退役军人24人；
面向校园培训上岗保安100人，其中，退役
军人14人。为给更多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
业机会，他与拜泉县各类职业培训学校达
成协议，在拜泉县、依安县和宁安县分别创
建3个“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他还
成立“退役军人之家”，为退役军人择业创业
提供政策导向和技术支持。

退役军人李大勇，上有八旬父母，下
有儿子念高中，妻子一直体质较弱，经济
处于拮据状态。邓立国知道后，不仅为他
买来一台电动车，还亲自将他接到汇泉产
业园区上班。李大勇只要见到邓立国，总
是发自内心地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通过邓立国的努力，家乡引来“金凤
凰”，仅军行集团分公司、汇泉服装产业园
等企业，就先后安排2000多名当地群众实
现就地就业，让大家有了稳定的可靠收入。

面对拜泉县良好经商环境和家乡人民
的期待，邓立国心存感激，怀着对家乡人民
的深厚感情，在2020年上半年抗击新冠疫情

“战役”中，不仅冲锋在拜泉一线，慰问岗位
员工和家乡人民，走访退役军人家庭，还以
个人名义主动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5.2
万余元，为家乡防疫防控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立国 帮助家乡人就业致富

渔政亮
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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