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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3月 1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
穆吉布·拉赫曼诞辰 100周年暨庆祝独立
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哈米德总统、哈西娜总理以
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强调，50年前，穆吉布·拉赫曼
先生亲手创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他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两次访问中
国，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友谊。我们

要铭记老一辈领导人为中孟关系发展作出
的贡献，将中孟友好的接力棒传递好。

习近平指出，孟加拉国独立 50年来，
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取得瞩目成就。作
为友好邻邦，我们深感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自古以
来就是友好邻邦，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两
国的千年友谊。建交46年来，双方始终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携手前行。当
前，中孟都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金色孟加拉”梦

想相互契合，中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两国共克时艰，相互帮助，中国企业参与建
设的孟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孟加拉
国97%税目商品输华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
展，愿同孟方一道，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孟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祝愿孟加
拉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孟
两国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
诞辰100周年暨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

□张博显 本报记者 程瑶

2020年初开始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小微企业生
存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为有力支持我省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黑龙江银保监各级部
门的强力监管和推动下，多点发力、量升价降，全面完成
了“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四维度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政
策目标，小微金融服务质效显著提升。

增量 余额大幅提升
记者从省银保监局了解到，为精准施策推动小微

金融服务，我省银保监部门独立或会同其他部门制定
金融支持政策措施文件 62 份，相继出台“金融十二
条”、深化供应链金融服务、不动产“第二顺位抵押”、
落实监管容忍、银行保险机构考核激励办法等多项特
色政策。

截至 2020 年末，我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639.69亿元，较年初增长26.43%，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
21.41个百分点。5家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221.78亿元，较年初增长62.34%，比中央提出的增速
高于40%的目标超出22.3个百分点。

扩面 贷款户数不断增加
为全面摸清小微底数，确保更多小微企业享受到应

享的金融政策，夯实监管基础，我省要求银行机构对小微
企业划型调整实行“名单制”管理，确保真实、完整反映小
微企业信贷有关情况，并坚持定期跟踪问效。建设省政
府涉企数据信息平台，有效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提
升银企对接效率。

截至2020年末，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30.48
万户，较年初增加 3.03万户，增长 11.05%。“百行进万企”
活动，成功为企业发放贷款 35.89 亿元，其中 1116 户为

“首贷户”，贷款金额19.33亿元。

提质 金融质效持续改善
为推动小微金融服务落地见效，提升小微金融服

务质量，疫情发生以来，黑龙江银保监局党委、纪委约
谈银保监分局 27 家次，累计约谈银行机构 34 家次，印
发小微监管通报 8份，提出监管意见和要求 34条，赴当
地政府部门和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实地座谈36次，累计走
访复工复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74户，现场帮助 16家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累计提供融资 5750万元。

（下转第六版）

普
惠
型
贷
款
四
维
度
助
力
小
微
企
业

在勃利县勃农兴达机械
有限公司，200 多名工人正
在加班加点进行农机调配、
生产。该公司今年春季农机
订单数量4000台（套），同比
上升 43%。黄晓慧 本报记
者 文天心 潘宏宇摄

□本报记者 张长虹

“大家好，我是种米姑娘陈雨佳。
我现在站在了我们的石板田边上，大
家可以看下三月份的黑土地是什么样
的……大雪已经融化了，现在地里有一
些积水，我们现在就要备春耕了！”

“御膳田庄主田现在开始接受预
订！地块剩余不多，先到先得哟！”

日前，在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玄
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的稻田边，陈雨佳
在为合作社的御膳田招徕庄主，打出认
种稻田的“广告”，这是“种米姑娘”陈雨
佳独特的备耕方式。

陈雨佳是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她还有一个“头衔”，是雨佳农产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合作社和农产公
司的年轻领头人，陈雨佳的种田方式是
先找“买家”。2020年，合作社拿出43亩
稻田做御膳田，招徕认种庄主20多位，庄
主按照每亩15800元认购价自由认购亩
数，每亩保证700斤有机米。春播、夏种、
秋收、冬藏，她通过直播让客户直观地看
到石板田的四季形态。

上官地村是陈雨佳的家乡，也是石
板大米的主产区。以前，家乡的大米不
愁卖，坐等客户上门收购，但近几年石板
大米却有点被市场冷落。“主要是销售方
式老套，传统的交易方式受到很大冲击，
村民们又不懂互联网经济，好米也卖不

动了。”陈雨佳说。为了帮乡亲们打通销
路，陈雨佳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回
乡创业种田卖大米!

陈雨佳从哈尔滨体育学院毕业后在
宁安市第一中学担任体育老师，妈妈褚
丽娟 2008年就在村里组织成立了宁安
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妈妈对所种
大米的品质很自信，但米卖不好也成了
心病。陈雨佳想助妈妈一臂之力。

（下转第六版）

稻田招庄主 认种保产量

本报讯（记者彭溢）近日，省科技厅 、
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申报2021年度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标志着
2021年度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报正式启动。2021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
将资助研究团队、重点、杰出青年、优秀青
年和联合引导五类项目。项目申请通过
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在线申报，不
需报送纸质项目申请书。

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省
自然科学基金有两大变化。一是为支持

地方留住稳定科技人才，首次在牡丹江市
开展省市联合引导项目试点，这也是省自
然科学基金首次与地市政府共同资助联
合引导项目。以培养、稳定和储备科技人
才队伍为目标，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牡丹
江市政府各资助2万元/项，依托单位资助
6万元/项，引导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科技人
员开展创新性应用基础研究。

另一个变化是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
改革精神，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从今年起，在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杰
出青年、优秀青年、联合引导四类项目首
次开展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实行项目
经费定额包干资助。在项目经费资助额
度内，不再区分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项
目申请人提交申请书时，不再填写项目资
金预算等方面内容。项目经费由项目负
责人及研究团队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
使用。同时建立经费使用负面清单，违规
必究。

基金项目采取线上申报方式。项目

申请人通过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网址
http://111.41.51.120:8180/pmshlj/default.
html）在线提交申请材料，经依托单位在
线审核推荐。申报网络系统至 4 月 2 日
16时截止，全天 24小时均可申请（含星期
六、星期日），逾期不再受理。申报结束
后，依托单位在申报系统中自动生成一
份《2021 年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申报
项目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在 4月 23日
前报送或通过EMS邮寄到省科技厅基础
研究处。

与地市政府共同资助 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两大变化支持地方留才

17日，“春的旋律”主题音乐会在
冰城老会堂音乐厅奏响。本次演出
的作品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的祖
国》《太阳岛上》《我像雪花天上来》

《乌苏里船歌》等经典曲目，还有久演
不衰的莫扎特的《嬉游曲K137》等古
典音乐。

本报记者 董云平 张澍摄

北大荒股份江
滨分公司芽种车间
内，工人们正忙着为
精选的水稻种子进
行包衣、灌袋、检斤、
封口、转运、装箱等
工作，为下步的浸种
催芽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齐林锁 本报
记者 邵国良摄

人勤春来早 农家备耕忙

□吕建军 本报记者 韩波

仲春三月，万物勃发。
3月 15日，在挖掘机、推土车、工程车

的轰鸣声中，哈尔滨临空经济区 5条道路
与市政供水工程集中开复工，奏响“春之
序曲”。

踏着春的旋律，临空经济区线上新经
济产业园建设进入尾声，3月底，上海进博
商品哈尔滨展销中心将在此拉开帷幕，首
批二十几个国家展品进驻，开启“永不落
幕的进博会”。

而在“云端”，一项标志着临空经济区
体制创新的改革举措——年薪百万 聘国

企“掌门人”，正在线上激烈竞逐，政企分
离各司其职，高端专才领军掌舵，将进一
步释放出激发活力的“乘数效应”。

迎春开工，风生水起。2020年，哈市
道里区投资324亿元，按照《哈尔滨临空经
济区发展规划》，启动临空经济区建设，高
水平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势引入一
批航空物流、航空制造、航空保障服务等
产业项目重磅落地。

“道里区将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市场
化建设、专业化管理，高标准推进临空经
济区开发建设，集聚和释放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动力与活力，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为

承载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载体平台，
打造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哈市道里
区委书记肖彬说。

今年2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发布，将哈长城市群列为国家交通
网主骨架的 8个组群之一，明确哈尔滨建
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聚焦打造哈
长共享国际航空枢纽，年起降28.5万架次
的哈尔滨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即将设计实
施，而临空产业的强势崛起，将为此带来全
新动力。与此同时，哈尔滨临空经济示范
区总体方案》正待国家批复，临空经济区与
哈尔滨新区、自贸区、综保区、内陆港改革
联动政策不断引向深入。新一年开工季，

临空经济区强势蓄能，“振翅欲飞”。

投资133亿元注入“基础”动力
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

站在哈市临空经济区太安东路，平整
过的土地上，残雪刚刚消融，长臂挥舞的
挖掘机、往来穿梭的工程车辆，让这里变
得火热忙碌。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哈
市道里区同步启动太安东路、太安路一
期、临空五路一期、太安路二期、临空四路
二期等道路建设，工程包括道路及供排
水、电力、燃气、通信基础管线施工。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向航空高端产业强势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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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春的旋律”

“种米姑娘”陈雨佳。受访者提供

快来报名
“专精特新”遴选又启动啦！

亚布力迎来全国滑雪赛
黑龙江夺金！

“它经济”新消费业态崛起的背后逻辑
宠物行业已形成全产业链

打进消费者心坎里
家电健康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