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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

绥芬河火车站，始建于 1899 年，
是中东铁路跨境后的第一站，从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排序是第五站，因
此历史上亦称绥芬河站为“五站”。

绥芬河火车站站房是新艺术运动
建筑风格，装饰有华丽的雨搭，候车室
为钢铁拱梁，多饰几何浮雕，窗楣采用
俄罗斯传统图形装饰，黑白相间的地
砖凸显出俄罗斯建筑特有的风采。

2015年底，历尽沧桑的百年老站
已经停用，站房改造后建成中东铁路
记忆馆。

本报记者 杜怀宇整理

本报讯（刘晓雯 记者杜怀宇） 春节将
至，连日来，绥芬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图
书馆、市书法家协会联合开展了“弘扬价值
观，礼赞新时代”写春联送祝福活动，为市民
送上新春的祝福。

活动现场，墨汁飘香。书法家们铺纸研
墨，精心挑选对仗工整、寓意祥和的内容，挥
毫泼墨，写就一幅幅饱含着浓浓年味、满载着
新春祝福的春联。与此同时，行、草、隶、篆、
楷各种字体的“福”字也摆满桌面，各具神
韵。一派国泰民安、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浓
缩在笔墨纸张里。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活动采取“集中
书写+分散书写”相结合的形式，一部分书法
家在图书馆现场书写，一部分书法家在家自
行书写，共计2300个“福”字和1000余副对联
提供给广大市民。工作人员还将写好的春联
和“福”字，送到在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手里，
为他们送上新年美好生活的祝福。

2300个“福”字
贺新春

本报讯（付楠楠 记者杜怀宇）“春节将
至，您在外地过年，家里有事我们帮您办！”近
日，绥芬河市阜宁镇发起“‘疫’义非凡过新
年、相隔万里暖心田”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及
党员志愿者帮助远在他乡过年的阜宁人代购
年货、代寄贺卡、代发视频，搭建爱心桥梁，把
爱和祝福传递给家乡的亲人。

孙祖贤是阜宁镇幸福里小区卡口志愿者
邱金萍的女儿，目前在北京工作，今年响应政
府号召决定留在北京过年。建西社区工作人
员联系上孙祖贤，为她代送祝福，将她录制的
暖心视频和鲜花送到邱金萍家。韩继鹏在新
疆工作，因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十分惦记自己
的亲人。为了让他们一家人感受团圆氛围，
社区为韩继鹏的父母定制了鲜花，帮他为家
人营造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春节。

不一样的春节，同一样的温暖。春节前，
阜宁镇将继续关心关爱“就地过年”“居家过
年”群体，通过送春联、送福字、送祝福等方式
送温暖上门。

阜宁镇有一群
热心的“年帮办”

本报讯（邵丹 记者杜怀宇）近日，绥芬河
市首次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蒙古国自然人
发放了“外国籍自然人经营登记证”，这是
绥芬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又一创新举
措。截止到目前，绥芬河已吸引了 3 个国
家的外籍自然人落户自贸片区。

为加速自贸片区与互贸进口准入国之间
的互动对接，营造更为开放、良好的投资环
境，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了《外籍自
然人在绥芬河市互市贸易区内经营登记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外籍自然人登记条件及可以
申请的经营范围，确定互贸区为固定的经营
场所。将原有的俄罗斯籍自然人经营登记证
扩展为黑龙江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来源地清
单国别(共15国)。

据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分局局
长张姣姣介绍，两名外籍客商考察后确定了
在绥芬河的投资意向。为了促进项目投资落
地，确保两名客商顺利拿到主体经营资格，市
场监管局主动靠前服务，提前准备了申请文
书，收集了申报人的材料和签名，在政策文件
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就向其委托代理人发放
了经营资格证。这是绥芬河市首次向俄罗斯
以外国家的外籍自然人核发经营登记证。

为配合此项制度实施，绥芬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挥服务职能，强化业务培训，
设立专人窗口，整合申请表格，优化办证流
程，积极为外国人来绥芬河投资提供便利、
高效、优质服务。

外籍自然人经营
登记证发放面扩大

本报讯（梁海东 记者杜怀宇）“我是张
湘梓，我在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大
家出题……”近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地
名大会》的舞台上，女警张湘梓作为特别出
题人，讲述了她与父亲两代边检人守护祖
国北大门的故事。

张湘梓的父亲曾任绥芬河边防大队检查
站站长。如今，她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接
过父辈保卫祖国的责任。在央视舞台上，张
湘梓用精彩的讲述展现了绥芬河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民警们的精神风貌，她骄傲地把绥芬
河这个城市地名介绍给广大观众。与张湘梓
一起走上央视《中国地名大会》舞台的，还有
来自喀什红其拉甫口岸、南京出入境管理部
门和东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三位女警。

女警上央视
推介绥芬河

二月的绥芬河冰天雪地，但边境合作
区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建设正在努力克服
气候的不利条件，加速推进。为解决混凝
土在低温条件下凝合不好问题，项目部将
厂房的基础构件预置工作转战到室内进
行，然后利用蒸汽锅炉和电暖风对混凝土
浇筑后的基础构件进行养护，以达到质量
要求。边合区管理局了解到情况后，及时
帮助施工方协调解决了保温厂房问题。

边合区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永利说，
管理局从项目建设之初，即参与项目的建
设和管理工作，首先帮助确定建设方案，然
后帮助企业解决了项目在冬季施工所遇到
的困难，发动大家找到了项目施工所需要
的保温厂房，并协助解决了施工动力用电
用水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放松
招商引资工作，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努力，
已经与两户企业签订入驻意向协议，还有
一户企业正在洽谈入驻事宜。

为克服受疫情和气温影响带来的人员
紧缺、土质坚硬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项目
施工方加大人力和机械设备投入力度，工
人们不畏严寒，连续奋战，已经完成了一期
4号 5号 6号厂房的桩基础施工，正在进行
厂区管网施工。

绥芬河边合区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建
设者李平说，虽然天气寒冷，但项目部给我
们配备了棉衣棉手套，我们心里挺暖和的，
干活儿还是挺有劲的。

绥芬河边合区实木家居产业园项目，
规划占地面积 23.83万平方米，计划建设
26 栋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 17.6 万平方
米，总投资 5.67 亿元。项目共分四期建
设，一期建设 6 栋工业厂房。项目达产
后，可入驻 24 户企业，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 25 亿元，纳税 2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000个。该项目对延长绥芬河木业产业
链、提升木业加工质效、打造百亿级木业
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局局长冯
英革说，今年是“十四五”起步之年，边合区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开好头起好步，尤其是
绥芬河边合区实木家居产业园，弥补原有
木业产业初级产品和中端产品多、终端产
品少的不足，今后重点发展地板、木门、木
窗、橱柜及实木家具等终端产品，把木业产
业链拉长做强。

绥芬河自贸片区通过“内引外联”，积
极树立边境百年口岸城市“自贸品牌”，努
力扩大自贸“朋友圈”提高影响力。

举办“创新驱动发展，自贸引领未来”
研讨会，邀请了广东、河南等自贸片区
200 余人走进绥芬河片区，共话自贸未
来发展。先后与广州南沙片区、河南
郑州片区签署对口合作协议，加入深
圳前海片区发起成立的全国自贸创新
联盟，与黑河、德宏、红河、崇左四个沿
边片区签订协同发展协议。与省内三
所大学在决策建议、资政服务、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互动交流。与青企协、
省女企业家协会、黑龙江省河南企业家
商会、浙江省黑龙江企业家商会、北京
市黑龙江企业家商会、广东省黑龙江企
业家商会等进行交流和探讨合作。

绥芬河举全市之力擦亮城市名片。
突出百年口岸深厚底蕴，传承红色历史
文化基因，新建爱情谷主题公园，擦亮了

“百年口岸”“红色通道”“浪漫边城”三张
城市名片。

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扶持办法》《支
持企业 21条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78条》
等政策，初步形成以省级政策为总领、市
级权限为主干、片区专项政策为支撑的

“1+1+N”政策体系。实行多规合一、多

评合一、多图合一、联审联验模式。开通
商事登记“跨城通办”，绥芬河与东宁实现
了企业工商注册异地互办，最大限度让企
业和投资者办事“不出区、不出市”。推行

“承诺即开工”，为入区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推行集中审批，成立了片区行政审批
局，实施以“一口受理、一网服务、一枚印
章管审批”为核心的行政许可权改革，发
布717项“办事不求人”清单、908项“最多
跑一次”清单，企业设立过程中“照、章、
银、税、金、保”6个必办事项一天办结。

为了使自贸试验区有良好的营商环
境，绥芬河市开展“四个对标”找差距，实
施“四个倍增”促发展，把握“四个关系”求
创新，推动“四个转型”提质量。大力发展
木材、粮食、清洁能源等进口加工业和商
贸、金融、旅游、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努力
实现贸易转型、产业转型、合作转型、服务
转型，打造“绥意办”政务服务品牌，建设

“一站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理、一刻办
结，一章审批、一队执法”的“六个一”营商
体系。

一年多来，绥芬河自贸试验片区正在
努力实现贸易额倍增、项目数倍增、投资
额倍增、市场主体倍增，逐步成为产业支
撑牢固、改革开放急需、企业群众期待的

“试验田”。

树立品牌 扩大“朋友圈”提升城市品质

绥芬河自贸片区

四个倍增促新发展
四个转型提质增量

项目抓手明确
建设企稳向上

□文/摄 付晓军
本报记者 杜怀宇

新年伊始，绥芬河市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超前谋划，全力推进，吹响项目建设冲
锋号，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
基础。

边合区

百年火车站
中东铁路记忆馆

□文/摄 本报记者 杜怀宇

树立了发展理念,确立了产业定位,明确
了努力发展的方向——绥芬河自贸试验片区
揭牌一年多来，以占全市面积4.34%的地域，
集聚了全绥芬河71%的企业，贡献了全市70%
的税收和65%的贸易额，形成全面发力和纵
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2019年 8月 30日，绥芬河自贸片
区揭牌。按照省委省政府“既要传承
百年口岸积淀比较优势，又要赋予新
时代内涵、体现新时代特色”的指示要
求，绥芬河片区紧扣“打造一个窗口、
建设四个区”的发展定位，深化改革创
新、扩大对外开放，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展。

经过一年多探索实践，绥芬河片
区树立了“创新驱动发展，自贸引领未
来”的发展理念；确立了发展木材、粮
食、清洁能源等进口加工业和电子商
务、商贸金融、现代物流等服务业的
产业定位；明确了努力建设商品进出
口储运加工集散中心、面向国际陆海
通道的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
纽，打造中俄战略合作及东北亚开放
合作的重要平台的发展方向。

绥芬河自贸区积极发挥改革“试
验田”和开放“主阵地”重要作用，努力
探索“自贸+”创新模式，探索形成了
40项制度创新案例，其中 4项参评全
国最佳案例、3项入选首批全省十佳
创新实践案例。

推进“自贸区+陆海联运”。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俄“监管
互认”“过境货物不开箱、不查验”等通
关便利化改革措施，承运了中欧班列
和哈绥俄亚班列，通过依托符拉迪沃
斯托克港口实现了“借船出海”，与全
国 17个沿海港口合作建立了口岸集
疏运体系，在全国实现了首次内贸货
物跨境运输，探索形成了符合国际贸
易、内贸货物跨境运输需要的多式联
运模式。这些创新举措，在疫情期间
确保口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目前，口岸过货量已突破千万吨，约占
全省85%。

推进“自贸区+境外园区”。将自
由贸易的“单边试验”走进俄罗斯的

“嵌入发展”，围绕片区企业在俄罗斯
建设的农业、木业、矿业、渔业等 7个
境外园区和70个境外投资项目，形成
了千万吨级中俄跨境产业合作供应
链，木业、粮食、水产等商品回运加工
形成常态化运行。

推进“自贸区+互市贸易”。在全
国首次推行了边民合作社组织形式，建
立了全国首家铁路互贸交易市场和首
家中俄互贸交易结算中心；率先打通了
韩国、蒙古、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5个国家互贸交易，率先实
现了对俄罗斯亚麻籽、油菜籽、葵花籽
等互贸进口与加工的突破。2020年互
贸进口量实现 16.8 万吨，同比增长
107%，约占全省互贸市场总量的85%。

明确方向

探索“自贸+”创新模式

中药进口加工产业园宁北药业进口加工项目在生产中。

“1210”跨境电商服务端口开通。

绥芬河自贸片区坚持把自贸创新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围绕自贸片
区产业发展定位，着力构建“储备一批、开
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格局。

自2020年8月1日开始，绥芬河相继组
织开展了“百日会战”和“再战一百天”等招
商活动，累计新增市场主体 3259户，同比
增长 314.1%，平均每天注册 26.6 户，是
2019年同期的 3.8倍，先后与盐田港、比
亚迪、北大荒等29家央企、国企和行业领
军企业进行了签约，总投资额58.09亿元。

打造产业链贸易加工平台。结合木
业、粮食、中药材等自俄罗斯进口重要商
品落地加工，不断丰富与完善其产业链，

启动了中俄进出口加工产业园项目。进
一步与中林、圣象、曲美、大自然等企业拓
展合作，联合省交投集团共同推进和构建
中俄国际物流园。

打造供应链市场供给平台。结合国家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形成了“一港、一园、
五基地、五中心”的电商产业发展思路，开
通了“9610”和“1210”跨境电商服务端口。

打造金融链跨境服务平台。在全国
首次推出俄籍自然人跨境人民币支付、代
理人办理跨境人民币支付、代理边民支付
外汇等金融服务。同时，在全国率先开通
了第一条卢布现钞陆路跨境调运通道，实
现了卢布本币跨境调钞业务。

创新平台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哈绥俄亚班列在换装出发。

绥芬河城景。

合作区内企业生产中。

“年帮办”代送花。 付楠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