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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
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
伟大成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
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篇重要
讲话英文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

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力
量，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特
色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英 文 单 行 本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 邢汉夫

5月 14日 11时，70岁老人崔信厚像
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哈尔滨市道
里区康安街道乐龄为老服务中心的助老
餐厅吃午饭。一荤两素一汤一主，花费
仅 10.5元，老人吃得很可口。“社区助老
餐厅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为百姓
办了实事，很贴心、很实在。”

让崔信厚老人觉得“很贴心”的助老
餐厅，年底前，哈尔滨市道里区将通过公
建民办、民办公助方式，实现全域 160个
社区全覆盖。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道里区始

终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党
史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推动学习教
育成效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动力
和实效。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和
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真心实意地为
百姓做实事，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道里区委书
记肖彬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哈尔滨市
道里区创新方式方法，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突
出统筹谋划，进行周密部署；突出关键重
点，进行载体创新；突出融入日常，着力
抓在经常。党史学习教育从“活起来”到

“用起来”，“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

活动扎实开展，推动学习教育高起点开
局、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见效。

拓展路径 创新推行“八学”模式
“党史学习教育学什么？怎么学？

这本小小的‘口袋书’要点条目清晰，可
以随时学、随处学。”近日，在哈尔滨市道
里区抚顺街道党工委领取到党史学习教
育“口袋书”的社区党员告诉记者。

党史学习教育如何入脑入心？哈市
道里区积极探索将党史学习教育向全社
会延伸的途径办法，创新推出领导干部
带头学、七个层面宣讲学、红色基地参观
学、书画图片展览学、自主创新创作学、
影像科技视听学、家人互动分享学、向身

边典型看齐学等“八学”模式，引导党员
干部深入学、广大党员主动学、居民群众
参与学，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道
里区的区级领导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
头参加读书班，学在前、作表率，引领中
层干部主动担责，带动十万党员、百万群
众学深研细。

发挥区级领导、各级党组织书记、党
校教师等的作用，道里区组建七个层次
宣讲团，分层分类有侧重进行专题宣
讲。同时，招募“红色推广人”，进社区、
进学校、进单位、进场所、进农村、进家庭
分享党史故事。 （下转第三版）

从“活起来”到“用起来”
哈尔滨市道里区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办实事解民忧

优化营商环境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扫一扫“信用积分码”就能凭个人信用评分在律
师事务所获得免费咨询服务，这只是齐齐哈尔市个
人信用评价应用机制给市民带来的实惠之一。无论
是家政服务还是日常消费，市民都能通过信用积分
获得实惠，参加志愿者服务、义务劳动等也可以为个
人信用加分。

齐齐哈尔市建立个人信用评价管理系统，以500
分为基础设定5个信用等级，等级越高享受的优惠就
越高。目前，全市已归集526万名常住人口基础信息
在内的个人信用信息610多万条，试点地方共调动53
个部门、222个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信易+”共建活
动，采取优惠措施减免各项费用87万余元。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围绕打造“诚信鹤城”品牌，
确定以制度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抓手、以
应用为关键、以行业为支撑，全面加快社会信用体系
一体化建设的总体思路，明确工作目标，2020年9月，
全国城市信用监测评价显示，齐齐哈尔市在全国261
个地级市中排名第43位，全市城市信用水平进一步
提升。

为确保信用建设有效推进，齐齐哈尔市在成立市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市信用中心，
形成“一办一中心”组织框架。目前，市信用平台与国
家、省市相关平台和业务系统实现对接，归集信用信
息1.39亿条，通过信用网站提供信息查询和平台对外
提供接口服务，推动信用信息广泛应用和交换共享。

通过“信用公示”发布“红黑名单”、联合奖惩、信
用承诺、“双公示”等信息。通过“信用服务”提供信息
查询、信用报告下载、信息申报、信息异议申诉、信用
修复申请等服务。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信用核
查”专区，提供线下信用信息服务，24小时政务服务
区设置自助查询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下载、打印等
服务。

以市信用平台为依托，开发建设信用联合奖惩
管理系统，设置守信激励专题8个，失信惩戒专题39
个，系统嵌入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信用信息一站核
查，结合网上可办行政审批部门业务流程，31个部
门业务办理实现信用信息自动核查、自动拦截、自动
奖惩、自动监管、自动反馈。系统与国家信用联合奖
惩系统实现对接，为及时获取和反馈信用信息搭建起直通“高速路”。

齐齐哈尔市确定市级统筹制定制度标准、建立评价机制，试点地方
积极探索信用信息归集和评价结果应用，制发了《关于开展齐齐哈尔市
个人信用积分建设的工作方案》，确定龙沙区、建华区、铁锋区和讷河市
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优化提升、固化标准基础上，推广成型经验。以
个人信用积分评价为基础，市信用平台开发建立个人信用评价管理系
统，按照“数据+模型+应用”模式，归集个人信用信息 600多万条。按
照《齐齐哈尔市关于开展“信易+”守信激励创新应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要求，围绕强政、便企、惠民等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推进“信易批”

“信易购”“信易付”“信易助”等 20多项“信易+”创新应用项目，使“信
易+”创新应用场景落地生根。

下一步，齐齐哈尔市将统筹规划好“十四五”期间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方向，进一步提升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加强信
用信息开发利用，使其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强政、便企、惠民上发挥更
大作用，营造“知信、守信、用信”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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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米娜

一具寻常人眼中恐怖的尸体，或许就
能成为打开案件真相大门的钥匙。自杀还
是他杀？多人作案还是单独行动？利器致
死还是钝器伤人？死者或许不能告诉你凶
手是谁，尸体却能够为警察指点侦查方向。

而让死者“说话”，还原事件真相，正
是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DNA
检验大队大队长高馨玉的工作。

从事法医工作31年，高馨玉勘察刑事
案件现场300余次，解剖检验尸体1000余
具，被公安部授予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号。她说：“解剖刀虽然是薄薄的，但分
量却是沉沉的，一辈子做好法医，我觉得
很有意义，也很幸福。”

一名主检法医的成长轨迹
依稀当初少年笑，眉目不减当年傲。
时间回溯到1985年，高馨玉到中国医

科大学报到。“迎新老师问我叫什么？我
说，高馨玉。他惊讶地说，法医专业？我
响亮地回答，是。”

现在说起自己的选择，高馨玉脸上仍
然浮现出骄傲的笑容。

1967年，高馨玉出生在克山县，性格
内向的她，却很受老师喜欢。老师说她有
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只要她认准的事，一
定能做好。1990年，高馨玉以优异成绩毕
业，有许多光鲜亮丽、收入可观的岗位供

她选择，但是高馨玉选择成为齐齐哈尔市
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选择工作岗位时，身边很多人不理
解。在多数人的观念里，法医经常要和尸
体打交道，外界多少存在偏见。”但高馨玉
并没觉得法医这个职业多特殊，她反而觉
得，法医是一种高尚的职业。

刚到单位，领导和同事心里犯嘀咕：
齐齐哈尔市从来没有女法医，这文文静静
的小姑娘，能干好吗？ （下转第三版）

抽 丝 剥 茧 探 寻 真 相
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DNA检验大队大队长高馨玉

□文/摄 钱玺勇 侯玉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记者在稻田旁看到，与普通插
秧机直接把稻苗插在田里不同，覆
膜插秧一体机要先给稻田覆盖一层
薄薄的地膜，然后在膜上打孔，再把
秧苗透过孔洞，插在田里。整套复
杂的插秧流程一机搞定，为水稻全
流程有机种植奠定了基础。

“合作社主打覆膜田，产的是覆
膜米。”延寿县信合有机稻米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有机水稻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的发明人姚宏亮说，给稻
田覆膜，以物理隔离方式，抑制杂
草生长、害虫滋生，无需再使用除
草剂、除虫剂，助力覆膜米种植实

现全程有机，更安全优质。同时，
地膜也是“保温担当”，能为水稻全
年生长提高 200℃积温，地处第二
积温带，可以种植第一积温带的优
质稻米品种，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此外，这层膜还是“节水能手”，可
节约 30%灌溉用水。（下转第三版）

“龙头帮办童语心愿”活动启动

来帮边远地区孩子们
圆“六一”小小心愿吧

日前，延寿县信合有机稻米专业
合作社开阔的有机稻田里，轻便的覆
膜插秧一体机缓缓前行，满载一盘盘
水稻秧苗，所过之处稻田覆膜和水稻
插秧一气呵成，划出一条漂亮的直线
向远处延伸。不远处，小气候仪实时
检测，湿度、温度、雨量、风速等尽收眼
底，通过气象大数据“呵护”水稻全生
命周期生长………

在延寿县有机水稻覆膜插秧新
技术应用现场会上，别开生面的有
机水稻种植精彩上演，一项项现代
农业新技术的应用，让人耳目一
新。正是春耕好时节，延寿县信合
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瞄准更高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开启 5000 亩有
机水稻的“智慧春耕”。

冰城市民反映

山寨急救车满街跑漫天要价
150公里要价900 50公里要价800？

16日起
黑龙江全面禁渔77天

龙江食品想龙江食品想““红红””
要分几步走要分几步走？？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

一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
馆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
址，从沂蒙老区到湘江战役纪
念园……习近平总书记的“红
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 月
16 日起，新华社开设“新思想
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
以融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
书记的“红色足迹”，重温红色
圣地革命历史，反映干部群众
传承红色基因、改变当地面貌、
改善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覆膜插秧一机搞定 实现“流程有机”

看看50005000亩有机水稻亩有机水稻如何演绎“智慧春耕”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袁震宇 郭敬丹 唐弢

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

一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
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断而
转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铿
锵有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
点，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
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火
种；在时空交错中，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
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年 10月 31日，上海，中共一大会

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展

柜前，习近平久久凝视。这是 1920年 9月
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讲解
员说道，它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
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
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
好、利用好。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是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党旗
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彰显红色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都是

对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回想当时
场景，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
员杨宇仍能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如
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
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
忘记来时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

革命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
兴，瞻仰南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正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
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
会全部议程。

（下转第二版）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覆膜插秧一体机在作业覆膜插秧一体机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