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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6日讯（记者曹忠义）在全省上
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16日上午，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和省领
导胡昌升、黄建盛、陈海波、张安顺、李海
涛、张雨浦、王兆力、贾玉梅、张巍、陈安
丽、聂云凌等来到中共黑龙江历史纪念馆
参观学习，回顾党的历史、缅怀革命先辈，
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汲取智慧
力量、开辟发展新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
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活动。

中共黑龙江历史纪念馆位于哈尔滨
市南岗区一曼街，纪念馆陈列以《红旗·黑

土·丰碑》为主题，以丰富的历史文物、翔
实的文史资料，全面生动展示了党带领黑
龙江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
辉历程。上午9时，张庆伟等走进展厅，仔
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介绍。从党的创始
人和早期领导人革命事迹到党的组织建
立和发展历程，从党领导东北军民浴血奋
战到民主政权建立，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到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再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龙江振兴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张庆伟等驻足观看，详细了解有关历
史，交流心得体会，缅怀峥嵘岁月。

誓言厅正中央悬挂着鲜艳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在张庆伟领誓下，大家面对党

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学习过程中，张庆伟强调，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黑龙江是一片具
有光荣传统的红色沃土，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无论走
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当前，黑龙
江已经踏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要接
过历史的接力棒，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砥砺奋进之志，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中，凝聚起推动龙江
全面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要
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瞻仰参
观革命遗址遗迹、党史馆、革命博物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发爱党爱国情怀，推动
党史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大家在参观学习时表示，一百年来，
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浴血
奋战、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创造了感天动
地、翻天覆地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我们党
在龙江大地的浴血奋战史、艰苦创业史、
改革创新史，形成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
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要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厚
植为民情怀，脚踏实地加油干，奋力开创
现代化新龙江建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张庆伟在省领导集体赴中共黑龙江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宣传教育
发扬革命传统砥砺奋进之志

本报16日讯（记者那可）16日，省政
协召开十二届六十六次党组（扩大）会
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建盛主持
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
副书记聂云凌，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郝会龙、宫晶堃、韩立华、曲敏出席会
议。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张显友、马立
群、庞达、迟子建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传达学习十九届中纪委五次
全会和十二届省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审议并
通过了《省政协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准确把握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这个重要要求，准确把握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重大战略任务，
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落实到省政协各项工作中去。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
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省
政协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

学习领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有关要求上来，做
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努
力营造省政协风清气正、担当有为的政
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政协所肩负的
政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
各项任务，坚持把学习党史同政协履职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真正达到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的。

省政协十二届六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黄建盛主持并讲话 聂云凌出席

□本报记者 刘楠 李民峰

为什么是标杆和旗帜？大庆油田用数字回答：
24.3亿吨，累计生产原油用 60吨的油罐车装满，

可绕地球赤道14.58圈；
2.9万亿元，累计上缴税费及各种资金 2.9万亿

元，可以修建58个三峡大坝；
5000万吨，从 1976年到 2002年，连续 27年实现

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高产稳产……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大庆油田又交出最新答

卷：累计完成油气产量当量 2.15亿吨，油气产量当量
始终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

原油越采越少，为什么还能高产、稳产？
困难越来越多，为什么突破的力度却越来越强？
答案很简单：这里是大庆。
答案很有力：这里诞生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低谷：走出后高山仰止
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大庆油田陷入“历史

上第一次整体性亏损”。
就在这一年，4月19日，乍暖还寒，大庆油田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立伊始，便集体来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寻根。此时大庆油田的56道年轮已经超出铁人王进
喜47岁的生命。如何让年轮继续增加？思考后的结
论是：作为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尽可
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产。

“稳”，可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可以为兄弟油田
上产赢得时间和空间；可以让经济“压舱石”更敦实；
可以为自身技术攻关、转型升级、深化改革赢得时间、
赢得主动。

目标确立，接下来就是放手一搏。
勘探是稳产的第一步。储量增长是建设百年油

田的“底气”。松辽中浅层探评井高产井比例创历史新
高，获10吨以上高产井127口，建成产能65.8万吨。龙
西地区常规油精细勘探展现出亿吨级储量规模。致密
油规模效益开发模式建立完善，页岩油勘探实现历史
性突破，“四新”领域勘探创造多个“首次”纪录，勘探
领域进一步拓展……至“十三五”末期，大庆油田实现
储采平衡止降回升。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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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部门联动 全省“云聘会”启动

春风行动：数万岗位 等你来

●促农民转移就业和就近就地就业

●哈尔滨新区700余岗位虚位以待

让“招工难”“找工难”

不再难

采用新技术手段实现供需平衡

民 声 民 生

●“10+N”：月月有招聘 时时有服务

●让高校毕业生留在龙江就业

●五项务实举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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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家企业携福利揽才

春节后首场线下招聘会

很给力

详见第五版

详见第六版

习近平同圭亚那
总统阿里通电话

习近平同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总理罗利通电话

详见第二版

“十三五”期间
累计完成油气

产量当量2.15 亿吨

每年保持油气

产量当量4000 万吨以上

海外市场年收入突破百亿元

海外朋友圈

扩展到54 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