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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村有一条很有名的街，村民称
其为“状元街”，这条街不长，只有300多
米，近些年却考出了 6 名硕博研究生。

“你们看，前面就是肖婷家，这孩子当年
是桦川县中考状元，后来考上了北京科
技大学的博士！我们村现在已经先后考
出本科以上大学生70多名，光硕士和博
士就有 7名！”说到这儿，王喜林不禁嘴
角上扬，语气中掩饰不住的骄傲与激动。

昔日的“傻子屯”如今频频飞出“金
凤凰”，靠的是啥？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当年改
水成功，地方病被控制住了，可是全村还
有 150多个聋哑人，这些人咋办？许振

忠回忆，当时他提议办一个育智班，把有
智力障碍的孩子集中起来学习训练。但
苦于找不到老师，看到自己的爱人宁桂
珍和大女儿许凤云都是小学教师，许振
忠最后只能将主意打到了自家人身上。
6年多的时间里，母女俩不知吃了多少
苦、操了多少心，硬是以滴水穿石精神把
这些孩子培养成有用之人，有的后来考
上了中学或聋哑学校继续深造。当年国
外媒体访问集贤村后报道说：“‘傻子屯’
向医学挑战，是一个奇迹。”

重教启智一直是集贤村的优良传
统。从当年办育智班开始，集贤村就舍
得教育投入，筹资 200余万元建成全县
最好的村级小学，建立教师奖励补贴机
制，吸引优秀教师到村执教。对智力低
下的孩子实行个性化送教送学，尽心竭
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栾合文是集贤村第一批育智班毕
业的聋哑孩子，从小就有书法、绘画天
分，但因家里十分贫困，村党支部组织
村民捐款 5000 元资助他到北京学习，
使他的书法、绘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王喜林介绍，如今 53 岁的栾合文是中
国国际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创作的鸵
鸟蛋绘画工艺品销路很好，成了村里的
励志典型。

重教启智 村里飞出70多只“金凤凰”

告别地方病，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集贤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志强）在哈尔滨市方正县水稻科技
园区内，一辆水稻抛秧机开始插秧，
机车后端抛撒出翠绿的秧苗，瞬间，
13行秧苗有序插在水田里，一块2亩
多的稻田，10分钟就完成了插秧。这
是日前记者在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
举办的水稻钵体育苗机械有序抛秧
技术现场演示培训会上看到的场景。

据哈尔滨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王丛山介绍，水稻钵育抛秧技术
优势，首先是用种少、成本低。播种
密度小，节省种子，降低成本。其次，
营养均衡、培育壮秧。营养面积均
衡，秧苗素质提高。此外，稻苗早生
快发、增产提质。抛秧后无植伤，直

接成活，分蘖早、节位低，出米率提
高。此外，抛秧后无缓苗期，可提早
成熟3~5天。一次抛秧13行，效率是
人工插秧的10倍以上。

据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从
2019 年开始，我省引进水稻钵体育
苗机械抛秧技术，在 31个点开展试
验示范。经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和农
艺部门、东北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共
同测产，应用这项新技术，平均亩增
产可达 8.7%。该项技术的示范推
广，将为寒地稻作区水稻生产带来又
一次重要的技术革新，进一步优化哈
市水稻移栽方式，提升单位水稻面积
产量和品质，有利于实现水稻品种的
跨区域种植。

哈尔滨

水稻钵育抛秧技术效率高

本报讯（谢文颖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彭溢）近年来，齐齐哈尔市
采取一系列激励举措，研发（R&D）
经费支出及占GDP比重两项指标获
得较快提升，除中国一重、齐重数控
等大型企业依然是研发投入骨干力
量外，中小企业研发投入比例逐年提
高。2018年、2019年研发（R&D）经
费支出分别实现 9.22亿元、11.88亿
元，占 GDP 比重分别达到 0.88%和
1.05%，2020年研发（R&D）经费支出
预计将接近 14亿元，可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

齐齐哈尔市不断提高市级财政
科技投入，市级财政科技支出快速增
长，从 1.1亿增长到 1.7亿，三年落实
资金就达到 1872.3万元。同时持续
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近年来
企业研发投入获大幅增长，其中仅规
上企业研发投入在 2019 年就达到
13.1亿元，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
企业从 2015 年 13 户上升到 2019 年

101户。
政策激励提振了企业信心。

2020 年年末，齐齐哈尔市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95家，科技创新平
台增加到 116家。积极落实企业研
发加计扣除激励政策，2020年 24家
企业得到省研发费用投入后补助资
金 1462万元，超过 2018年和 2019年
的总和。

齐齐哈尔市通过科技项目引导
研发投入增长，三年来，实施市级科
技计划项目 820 项，登记科技成果
1261项，其中 2020年全市实施联合
引导项目 37 项、创新激励项目 298
项。同时，市科技部门争取上级各类
科技项目（平台）163项、资金 6.42亿
元，有力推动了研发投入的有效增
长。

在齐齐哈尔市“十四五”规划中
明确，到 2025年该市研发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
2.5%。

齐齐哈尔

研发（R&D）经费投入快速提升

本报讯（李欣弋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张雪地）车辆穿梭、机器轰
鸣、吊塔林立……初夏时节，牡丹江
市林口县两个省百大项目工地上，一
派繁忙景象。

在林口县奎山镇上三阳村南1.5
公里的石墨产业园区里，记者看到，
林口奥丰石墨开采加工项目的宿舍
楼、办公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进
行外墙建设和内部装修。不远处选
矿厂场地平整，正在进行地基建设。
奥丰石墨总经理史红军介绍说：“项
目总投资8亿元，预计今年年底可以
进行试生产，项目建成后，年处理
100万吨石墨原矿，可产石墨精粉 8
万吨。”

在林口县建堂镇，总投资10.5亿
元的北方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正在
进行窑尾基桩施工和生料均化库建

设，窑尾基桩施工已完成47个，生料
均化库基桩已完成 8个。“日产 5000
吨新型干法智能水泥熟料生产线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优质水泥熟料
150万吨。”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两个省百大项目施工按下“快
进键”的背后，是“干”字当头结出的硕
果。记者从林口县获悉，林口县实施
新一轮招商引资“攻坚战”，全县上下
打好“服务牌”，强化项目落地，健全机
制，为企业量身打造全方位服务。

据了解，年初以来，林口县共谋
划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1个，计划总
投资 101亿元。开展招商活动 29批
次，签约项目16个（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7个），总投资 14.6亿元，截至 4月
末，全县共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25亿元，同比增长 364.2%，春季首
批开工项目35个。

林口县

省百大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彤 霍营

上世纪 70年代，位于
佳木斯市桦川县苏家店镇
的集贤村因水里缺碘，饱
受地甲病、克汀病的摧残，
成为全国闻名、联合国挂
号的“傻子屯”。五十年
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新老两任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村民不懈奋斗，如今的
集贤村早已告别地方病，
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在今年 3月举办的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集贤村还被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0 年我省地方病
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圆
满收官，为了巩固拓展攻
坚成果，今年，省卫健委把
对全省地方病重点地区的
回访工作列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5月
15 日是全国防治碘缺乏
病日，记者走进了集贤村，
实地感受这个昔日碘缺乏
病村的新变化。

走进集贤村，眼前高大宽敞的
砖瓦房成排，村路平坦整洁，道路两
旁的树枝吐出新绿，整个村庄一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很难想象它曾经
是全国闻名的“傻子屯”。

集贤村，顾名思义，应该是聚天
下贤能人士的地方，可是 1978年，
全村1228人中有859人患有地甲病
（地方性甲状腺肿），占总人口的
65.4%；地方性克汀病患者 150人，
占总人口的 11.4%。“当时曾流传着
这样一句顺口溜形容我们村，‘粗脖
根人人有、大气瘤像个柳罐斗、痴呆
苶傻满街走、聋子哑巴比划手。’”在
参观集贤村“食盐加碘纪念馆”时，
谈起“傻子屯”这一名号，村支书王
喜林感慨万千。

“傻子屯”的病根在水，饮用水
中严重缺碘。找到病根后，老村支
书许振忠历经 7年坚持不懈奔波，
终于引起时任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
小组组长李德生的关注，派来工作
组，亲临集贤村帮助研究改水。
1979 年 9 月 8 日，村民们终于第一
次吃上了清冽甘甜的自来水。

改水的同时，村里请来医疗队
为全村患者精心治疗。到 1984年，
已治愈地甲病患者 790人、治愈率
达 92%，新生婴儿再未出现此类病
例。从此，“食盐加碘防治地方病”
被中国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应
用，集贤村也被称为“中国食盐加碘
第一村”。

如今，在集贤村村口，一座镌刻
着“中国食盐加碘第一村”的纪念碑
巍然矗立，似乎在无声地记录着那
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从“傻子屯”到“中国
食盐加碘第一村”

宽敞明亮的砖瓦房，种满果树的小
院，厕所也被“挪”进了室内，这是记者
在村民王志国家看到的景象。63岁的
他告诉记者，孩子们都结婚了，家里就
剩下老两口，他每年除了种地的收入，
在酒厂上班一个月还能赚四千多元。
回想起亲人贫病交加的那段岁月，王志
国说：“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搁过去真
是想都不敢想。”

挖掉病根挖穷根，挖掉穷根扎富
根。半个世纪里，新老两任村党支部
书记带领村民不懈奋斗，弘扬求索拼
搏、实干苦干、开拓创新的“傻子屯”精
神，谱写了“治水、治愚、治穷”的三部
曲。集贤村，从昔日的“傻子屯”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省级文明村，越
来越多在外的集贤人选择回乡创业，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如今，一座座
新厂房拔地而起，村里生产的白酒销
往全国各地；开办的生猪代养场带动
了全村贫困户每户增收 5700 元；组建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光伏+芸豆+乌
鸡”立体种养项目每年给村集体增加

收入 30多万元。依靠“金猪、肉鸭、傻
酒”产业引领脱贫致富新路，到 2020
年，全村 51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清零，
户均增收超过 3000元。

今年79岁的许振忠依然精神矍铄，
每天依然干劲十足。在鸵鸟养殖场里，
他指着自己养了七、八年的鸵鸟兴奋地
说，“鸵鸟长得快还不爱生病，特别适合
我们村搞特色养殖，鸵鸟肉市面上60元
一斤，鸵鸟蛋一个能卖300元，蛋壳还能
做摆件……这个鸵鸟要是养好了，能形
成很长的产业链，那样村里人都能有事
儿干了。”

在集贤村村史馆的一块展板上，“转
移就业”“特色养殖”“风貌改变”等发展
规划目标，清晰地展示在记者眼前。“乡
村振兴主要还是靠产业。”展望未来，王
喜林说，下一步集贤村还要在巩固旧产
业、谋划新产业上下功夫。新的产业就
是乡村旅游休闲观光，还要再打造一流
的农村生活环境，增加乡亲们的幸福
感！在集贤村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一幅
美好生活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集贤村的“状元街”。

从高处俯瞰双兆生猪代养场。

靠的啥？
华丽嬗变

许振忠和他养殖的鸵鸟。

集贤村村口
矗立的“中国食盐
加碘第一村”的纪
念碑。

（上接第一版）该市还将“雪亮工程”可视
化作战平台权限下放到派出所，实现了市
局、分局、派出所三级数据共享，有效提高
了派出所工作效率。

过去，由于基层工作压力大、工作环
境差，许多民警不愿在派出所工作。现在
派出所的办公生活条件远远好于市局机
关，这一现象出现了逆转。近日，记者在
东山分局新一派出所看到，该所有 1200
多平方米，划分为办案、办事、办公、生活
四大区域。民警在办公办案过程中，大屏
幕视频全程监控、电子门禁、电子采集、内
网管理、数字条码识别、智慧党政建设五
项系统予以支持。在一楼还配备了民警
休息室，达到一警一床。还有休闲驿站和
影音播放室，在休息时间，大家可以在这
里看看电视、看看书、练练书法。在休闲
驿站的旁边是一间健身室，配备了跑步
机、乒乓球桌和一台健身器械。

“新老派出所可谓天壤之别。”新一
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矫博丹介绍，
现在的派出所是由老新一派出所一栋旧
楼置换改造而成，原来的派出所地处沉
陷区，冬天没有暖气供应，只能自烧小锅
炉取暖。一年四季没有自来水供应，只
能驱车到远处取水，如厕只能选择户外
公厕。

王浩于去年10月22日圆满完成一年

多援疆任务后，返回原单位工农分局解放
路派出所。他一进新建的派出所感到非
常惊讶：一楼服务大厅气派、敞亮，民警休
息室、休闲区、健身房、淋浴间应有尽有。

“派出所真正变成了民警之家、百姓之
家。”王浩说。

目前全市28个所已有25个所交付使
用，其余 3个所也将陆续建成，总面积从
过去的 1.6 万平方米增加到近 4 万平方
米。被省公安厅领导评价为“处于全省领
先水平，整体水平跻身全国一流”。

派出所队伍之变
成为重点保障的“主战场”
建了阵地谁来守？必须解决基层民

警力量薄弱问题。鹤岗市公安局党委全
力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和保障下
倾。人头越来越多，实现量变；人员的素
质越来越强，实现质变。一是把警力向
派出所下沉，采取“下挂、上挂、外挂、横
挂”的“动态用警”举措，把占机关原有
60%的 230 余名警力，一次性下沉到所，

近三年新考录民警，也全部充实进派出
所。使全市派出所实有警力达到 530人，
达到县区总警力 41.7%。二是创新实施

“543”警务运行机制，即根据每个派出所
实际情况科学调整警力，保证派出所五、
四、三班运转，形成基层派出所人力集
约、力量集成、警务集合格局。创新

“5432”人口管理责任体系，明晰了派出
所每个人都是人口管理的主体，除社区
民警外，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和
户籍员，均参与人口管理工作，按照科学
配比管理人口数量。通过与群众的密切
接触，增强基础工作能力水平。三是顺
应基层民警所盼，激励向派出所下倾，在
四级高级警长职级晋升中，多名长期扎
根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民警享受了待遇，
占职级晋升总人数的 18.6%。

在“一月一警示、一月一创星、一月一
激励”的“三一”工作机制上，派出所 480
余人次荣获“一月一星”。素质培训向基
层倾斜，组织近千名民警到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公安大学等知名学府高端培

训，派出所民警参训占比超 40%。建立
“网安、科信、技侦”等五大轮训基地，为基
层派出所培养输送了人才。

派出所作用之变
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派出所的环境变了，氛围变了，民警

以所为家，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干事创业
激情。围着群众转、围着企业干的民生警
务导向，让派出所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
众。老百姓，大到 18岁没落户口，小到吃
喝拉撒都找民警，真正把派出所当成了
家，把民警当成了亲人。

“社区警务”建在家门口，防控无死
角。在全市治安重点部位、百大项目驻地
建成警务室 56个，派出所与社区联合创
建警务室 27家，先后培育了“兴建路派出
所鹤翔晓冬警务室”“东山派出所鹏禹警
务超市”等一批深受企业和群众认可的社
区警务室。佳鹤高铁警务工作站，在护航
项目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警务室成为
辖区的“第二派出所”。一年来“警务室”

累计接待群众求助 1600余起，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400余件、纾解群众困难1200余
件，“同城通办”户籍业务、代办帮办等措
施，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三调联动”机制化解矛盾纠纷，律师
入所成为亮点。“警调衔接、民调入所、律
师入所”，派出所调动社会资源，将“事后
处理”变为“事前化解”，将“被动调处”变
为“主动预防”，切实把矛盾消解在基层。
兴安分局兴建路派出所、萝北镇北派出所
等五个派出所，请律师入所后，有效缓解
了群众情绪，预防了纠纷升级，做到了矛
盾化解不出街、纠纷调解不上交。兴安区
司法局派区第一司法所所长李慧，每周
一、三、五到兴建路派出所调解纠纷、法律
解答，很受社区居民欢迎。

“全警入户”知晓一手材料。通过对
全市实有人口数据信息全口径更新完善，
形成了“走万户、察民情、解民忧”的氛围，
拉近了警民距离。兴安路派出所民警鲁
宁在入户后，发现许多老人经常走失，他
创意制作了二维码“爱心胸扣”，很快在全

市派出所推开，各所先后免费为全市老人
制作佩戴“爱心胸扣”4675个，使老人丢到
哪都能被找到。通过入户调查，抓获多名
外地潜藏该市重案逃犯，解决群众生活困
难 1419件，排查出特困群众 24户并推送
民政部门，解决群众无户口问题15人。

在鹤岗，依托“雪亮工程”建设，搭建
起数据全域覆盖、信息全局共享、手段全
警应用的智能指挥系统。“科技赋能”之
下，各派出所均打造了一流执法办案区，
并配备一体化指纹数据采集仪、智能语音
办案系统、智能定位手环等十余种智能设
备，为执法办案、便民服务提供了有力支
撑。

基层警格、社区网格和街面巡防无缝
对接，“联动配合”消除问题隐患。鹤岗市
公安局创新夕阳青春奋斗机制，将群众工
作能力强的老同志集中起来，组建维稳巡
防大队，让他们发挥优势，找到奋斗的价
值。运行一年来，处置警情1.7万余起，出
警时间缩短一半，超过72%的警情在街面
被当场化解，群众满意率大幅提高。涌现
出勇敢拦截火车救人的周鹤等先进典型。

目前，枫桥式派出所创建以来，鹤岗
刑事警情和治安案件连续三年大幅下降，
保持 2019年全年“敏感地区”零登记，被
省信访局誉为“鹤岗模式”，实现了发案
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

整体求突破 单项创一流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思琪）记者从黑龙江省税务局了解
到，6月1日起，我省纳税人在申报缴
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
值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一个
或多个税种时，将使用《财产和行为
税纳税申报表》（以下简称“新申报
表”）进行合并申报，不再单独使用分
税种申报表。

据了解，新申报表由一张主表

和一张减免税附表组成，主表为纳
税情况，附表为申报享受的各类减
免税情况。税源信息没有变化的，
可直接纳税申报。纳税人可以自由
选择维护税源信息的时间，既可以
在申报期之前，也可以在申报期
内。无论选择何种填报方式，纳税
人申报时，系统都会根据已经登记
的税源明细表自动生成申报表，从
而简化报送资料，减少申报次数，缩
短办税时间。

下月起这几个税种可合并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