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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就在铁路家属楼 7 号
楼。这要建成公园可太好了。”绥
化市市民孙万信今年 65 岁，他和
爱人对家门口的公园建设非常关
注。

据介绍，这里原为铁路棚户
区，已经通过棚户区改造建成安民
小区。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游憩健身
需求，这里将建安民公园，目前已经
完成征收拆除工作。公园内部设计
环形健身步道，面层采用透水砖铺
装，修建1处较大健身广场，周边配
置多处小型休闲区，安装座椅、廊

架，面层材料采用石材及防腐木铺
装。同时这里将移栽高低错落的树
木，计划铺装硬质地面 5730 平方
米，栽植乔灌木 965 株，花卉草坪
14627平方米，安装座椅、廊架等景
观小品设施近百件（套）。

据悉，绥化市“百园”工程还有
远期规划。将结合现状一般农田、
棚户区改造及水系和高铁南站规
划各类广场绿地 37 个，占地面积
320.21 公顷。其中利用面积较小
的棚户区和现状空地规划广场绿
地 11 处，结合现状一般农田规划

广场绿地 8个，依托水系规划绿地
广场 9个，依托高铁规划绿地广场
9个。

绥化市通过“百园”工程远期
规划，尽可能地拓展绿色生态空
间，增强城市“绿肺”功能，打造“绿
色屏障”，为城市发展“留白增绿”。

真心为民办实事，把一个崭新
的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形象展
现在广大市民面前，绥化市“百园”
建设以提升群众幸福感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积极为居民打造更为广
阔的健身休闲娱乐空间，促进城市
服务功能大幅提升。

人在园中，园在景中，“百园”
建设将带给市民更宜居的生活。

留白增绿 打造“绿色屏障”

□文/摄 霍永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转动的塔吊、穿梭的

车辆、忙碌的工人……眼
下，中国（肇东）国际农产
品产业加工园内，在大庄
园（国际）优质动物蛋白
智慧产业项目施工现场，
近百名建筑工人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外墙砌筑、
钢结构安装等工作，一派
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

“为保障工期，我们
合理组织劳动力资源、合
理安排工期、合理组织物
资进场，白天进行外墙砌
筑、钢结构安装，晚上进
行混凝土施工，力争保质
保量按时完成施工任
务。”黑龙江建筑安装集
团项目经理邢宝贵介绍
说。

据了解，大庄园（国
际）优质动物蛋白智慧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 5 亿元，
将建设亚洲第一条冰鲜
精深加工及二次熟化的
动物优质蛋白数字化加
工系统、优质东北农产品
深加工系统和优质动物
蛋白产品展示及科普馆
与专家楼。同时建设 3.8
万平方米高等级生产厂
房，引入先进数字化、智
慧型屠宰及精深加工生
产线。建设投产后，可年
屠宰肉牛 9 万头，年屠宰
羊 120万头，提供 2000余
个就业岗位。目前，该项
目已进展到砌体工程施
工阶段，一区冷库墙板已
安装完成，二区空心砌体

砌筑已完成90%，三区吊装钢梁、制冷机房及
污水站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项目预计八月
末完成土建，年底投入生产。

全省百大项目——中能建肇东市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的设备安装工作正有序进行
中。建设单位通过采取抢前抓早、科学调度、
分类施工等措施，以“会战精神”硬是抢出了
设备安装“加速度”。目前，从最初的谋划、纸
上的蓝图，到如今建设正酣的厂房工地，都是
中能建全体员工瞄准倒排工期，以“不停工、
不断档”的干劲坚守一线，开足马力抢抓进
度，确保各项建设顺利推进。“现在工程建设
进入快车道，汽机专业进行本体下缸就位，1
号锅炉正在抢水压，2号锅炉板梁吊装，其他
专业正常开展，部分班组已开始24小时倒班
作业，力争在10月底并网发电。”中能建投绥
化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肇东分公司工程管理部
主任于波介绍说。据了解，中能建生物质热
电联产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消耗
生物质燃料约61.8万吨，年可发电量约4.8亿
千瓦时。

近年来，肇东市紧紧扭住项目建设“牛鼻
子”，建项目、抓项目，不断提升已批项目抓开
工的能力、在建项目抓进度的本领、储备项目
抓转化的增势，呈现出大项目注册进资、好项
目开工运营、优强项目加速推进的局面。

如今，肇东市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
起，一个个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推动产业链由

“短”变“长”，由“弱”变“强”。并运用“清单式
交任务、链条式搞服务”和“倒排工期日调度”
一线工作法，积极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
业培植最适合“繁衍”土壤，为项目“保驾护
航”厚植创新创业创造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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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超 江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近日，海伦市抗联烈
士纪念碑前，在鲜红的党旗下，海伦
市残联与雷炎街道学府社区 14名
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党员们向
抗联烈士纪念碑敬献了鲜花。随
后，大家参观了海伦市陈家店林场
东山里抗联事迹展馆，深入了解东
北抗日联军在海伦的抗战史和海伦
人民支援抗战的感人故事。

海伦市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
资源丰富，域内有英烈纪念碑7处，
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展馆、展室 8
处。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海伦市深
度开发这些本地红色资源，用好家
门口的“活教材”。海伦市充分利用
本地红色历史教育资源，组织开展
系列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瞻仰革命
英烈纪念碑、参观展馆展室、聆听党

史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广大党员干
部在“实境课堂”中，接受教育洗礼。

“到身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向本地的英烈模范学习，感受更加深
刻。”海伦市残联的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牢记初心使命，在工作中尽职尽
责，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海伦市各乡
镇、各部门创新学习形式，就地取材，
把课堂搬到了纪念碑前、烈士陵园里。

“红色资源是党领导人民革命、
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的历史遗存
和精神印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红色资源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通过参
观本地红色历史教育资源，可以让
党员干部多角度充分感受到海伦革
命老区的鲜红底色，从而守好精神
家园，让流淌在家乡血脉中的红色
基因赓续相传、永不变色，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
象。”海伦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海伦市委副书记宋加平说。

海伦

用好红色资源 打造实践课堂

□李铭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初夏时节，兰西县榆林镇林城

村刚刚结束播种花生的田间作业，
计划种植的 3700亩花生已全部播
种完毕。据了解，榆林小镇绿色有
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经营主体。
这是榆林镇当地一家从事花生种植
的农业企业。自 2018年开始，企业
依托寒地黑土资源优势，投资 3500
万元，流转土地 3000亩种植花生。
为了进一步延长花生产加销链条，
提高花生制品附加值，拓展花生原
米精细加工销路，企业在去年引进
了一条年产 2000吨浓香型花生油
的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的花生
油畅销国内多个城市。

“我们企业在兰西县投资兴业
多年，前身是一家工业类企业，这些
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企业发展
逐渐蓬勃壮大。2018年，我们企业
在兰西县成立了公司发展种植业，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目前企业效
益很好。”公司负责人蒋英皓说。

蒋英皓表示，东北的土质并不
适合花生种植生长，但为了让花生
扎根黑土地，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
探索试验，在种植技术和品种选择
方面终于总结出一套适合黑土地种
植花生的新模式，每年的种植效益
十分可观。今年，他又打造了“黑土
寒地红”花生品牌，现在产品订单充
足，市场前景广阔，榆林镇也发展成
为省内唯一的一处花生种植基地。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兰西寒地
黑土绿色品牌优势，进一步扩大花
生种植规模，在生产加工及产品研
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细
节，打造兰西地域良心、放心产品，
坚持示范带动，促进当地土地流转，
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为乡村
振兴贡献企业力量。”蒋英皓信心满
满。

如今，小小花生已经在榆林镇
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成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兰西

花生产业链 增收新亮点

□李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绥棱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以

“三个聚焦”为抓手，创新学习方
式，用活学习载体，全力办好民生
实事及成果转化，激起党史学习教
育“一池春水”。

聚焦“学思悟信”，全面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绥棱通过
以上率下学、创新方式学、营造氛
围学，为党员搭建更加丰富多彩的
学习载体平台。全县各党委（党
组）开展集中学习 187 场次、覆盖
党员干部 8500人次；举办龙江“四
大精神”专题展 58场次，轮训科级
干部 600 名。扎实开展“七个一”
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党史宣讲 420
场。

聚焦“急难愁盼”，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县级层面确
定供热供水、老旧小区改造、居民

医保等民生实事 61 项，基层党组
织确定惠民实事 477项，全部实行
台账式管理、“三单”式推进。目
前，县级层面已完成民生实事 33
项。绥棱县把暖屋子工程列为“一
号工程”，投资 2 亿元建设集中供
热热源，老百姓最迫切解决的供热
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基层党组
织开展“洁净我的家，靓丽我的城”
环境整治和义务植树活动，掀起了
千名干部下基层办实事、解民忧的
热潮。

聚焦“成果转化”，统筹推进全
县各项事业开新局。绥棱县年初
确定 64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71.54
亿元。年内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亿元。系统谋划百万千瓦级综
合能源基地项目，“十四五”时期风
电和光伏项目总装机将达到 80万
千瓦。全力推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项目招商，投资 3亿元的中储粮油
脂集团大豆仓储扩容及油脂加工项
目已开工建设。

绥棱

“三个聚焦”办好民生实事

□崔淑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一进入明水县育林乡新建村姜

志文家的院子，一人多高的大鸵鸟
扑棱着硕大的翅膀迎面跑来。

在农村养殖非洲鸵鸟，可是件
新鲜事。这里是占地面积约4万平
方米的鸵鸟养殖基地。

养殖基地主人姜志文说：“非洲
鸵鸟属于沙漠地带养殖的鸟类。它
不仅能抗零上40度的高温，也能耐
零下 30度的严寒。经过多年的驯
化，黑龙江这个寒带地区很适合它
的生长。由于非洲鸵鸟体型大，在
北方严寒地区基本上都不用防御，
也不得病。我们这里资源非常丰
富，很适合养殖。小鸵鸟是我 2017
年从北京购进的，并在那里学到了
养殖技术。”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当
时购买雏鸟每只 750元，小鸟从出
蛋壳到屠宰卖肉，周期是 10个月，
大约平均能长到 180斤左右。每公

斤肉100元，每只鸟产肉约30公斤，
一只鸟就可以卖出 3000多元，鸟皮
还可卖 600元。除去饲料等各种成
本，一只鸟可以挣2000元。”

为了养鸵鸟，姜志文种了苜蓿
草。“一天喂 3 遍就可以，一只鸟
一年草料 1000 元就够了，今年大
鸵鸟已有 80 只，刚出壳的还有 20
多只，这将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

今年开春，大鸵鸟已经产蛋，每
只鸟年可产蛋60枚，如果出售商品
蛋，每枚 3斤多的蛋就能卖 200元，
一只雌鸟仅卖蛋就可以收入 1.2万
元。育林乡远大村的李宝柱和新建
村的王久军等人看到了商机，等小
鸵鸟全部出壳后，他们准备跟着姜
志文学习养殖鸵鸟。

“扑棱棱”，鸵鸟隔着铁栅栏起
舞。姜志文说，现在不少县城的上
班族都来这看鸵鸟，鸵鸟养殖也许
会养成景点呢！虽然养殖鸵鸟的
成本高了一点，可效益还是很可观
的。

明水

非洲鸵鸟带来新商机

绥化 打造百园之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公园是城市的“绿肺”。绥化
市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
为保证中心城区绿地布局的均好
性和合理性，结合城市发展方向
及近期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布
局，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中，提出
全面完成“百园”建设的总体要
求，对“百园”规划布局进一步优
化完善，将加快“百园”建设作为
为群众办实事的载体，正全力以
赴进行推进。

绥 化 市
人民公园已
有百余年历
史，是当地留
存时间最长
的公园，也是
市民休闲娱
乐的主要场
所。去年，这
里扩建了红
枫广场，公园
面积增加万
余平方米。

绥 化 市
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副主任
张宇介绍，这
是绥化市公园
建设的一个完
善提升项目，
扩建区域是利
用棚户区改造
进行的，新增

这个广场，不但增加了
面积，丰富了公园主题，
也让老牌公园焕发了新
活力。

今年，绥化市“百
园”建设规划出炉。绥
化市共编制各类公园、
广场、绿地 110处，总占
地面积 562公顷，其中：
现状 52 处，占地面积
218.44 公 顷 ，规 划 58
处，占地面积 344公顷。

绥化市副市长单
伟红组织相关部门对

“百园”项目进行了专
题研究梳理，按照现状
条件及可实施性筛选
出可立即推进项目和
条件具备再行推进项
目。通过多种形式建
设绿地，开放绿地，努
力打造生态之城，百园
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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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施工的好时节。张宇
介绍，通过对百园用地情况的梳理，
经相关部门多次现场踏查，结合征收
及拆迁进度，计划近期拟实施百园工
程 21处，总占地面积 24.01公顷。其
中：大型公园绿地 6处、小型公园绿
地2处、生态停车场5处、带状公园绿
地2处、附属对外开放绿地6处。

大型公园绿色建设是绥化市“百
园”工程规划的重要内容。在绥化
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铁路主题文
化公园、城南河滨水公园等大型公园
绿地正在建设中。

记者实地踏查了城南河滨水公
园建设项目的进行情况。项目位于
城南河水系公园内，在绥化市老绥巴
路西侧，占地面积1.35公顷。“公园规
划与城南河改造一体化推进，将按照
城南河的整体风格建设小型湿地公
园。”张宇说，绥化水系少，城南河是
呼兰河的末端支叉河流，通过河渠拓
宽，将打造成景观河。城南河位于绿
地南侧，目前宽度 5-8米，设计拓宽
至 20-40米，两侧形成曲线形河岸，
增加景观效果。利用拓宽河道土方
两侧堆置起伏地形，最高点 4-5米，

最低点1米，地形上组团式栽植各种
乔灌木，形成自然景观生态河岸效
果，山顶铺装简易汀步，方便周边居
民沿河散步游憩。同时将利用闲田
细地，将拆迁出来的棚户区和这些细
地打造成10公里的景观带。

位于科研路西侧的国防教育主
题公园占地面积4.12公顷，计划建设
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专类公园，用以
展示国防发展历史及绥化市抗战历
史，公园建成后将成为国防教育基
地。张宇介绍，针对园区内北侧靠近
游乐园位置树木较好的现状，将增加
内部景观设施。南侧绿化基础较差，
将进行绿化配置，正在进行施工图的
编制工作。目前计划铺装沥青路面、
硬化广场、建设宣传展示廊架、入口
景观标志等景观小品设施 32处，栽
植乔木1400余株，灌木3500多墩，花
卉草坪2.35万平方米。

据悉，中央公园作为城市的标志
性公园，在“百园”建设中计划先期按
照 36.63公顷进行综合设计，同步进
行周边土地摸排调查及征收工作，待
方案设计完成，相应周边土地具备建
设条件后立即启动建设。

因地制宜 增强市民幸福感

中能建肇东生物质热电项目安装现场。

唯恋公园。 张鑫宇 刘添玥摄

西湖公园。 张鑫宇 刘添玥摄

□文/摄 董玉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6月，绥化市北林区双河镇西南村稻田公园，
以崭新的面貌向人们打开了她神秘的面纱，流水
潺潺，花香满径，绿意满眼。只见刚刚插完秧苗的
稻田整齐匀称，像一块绿色的地毯在微风中铺展
开来，一行行秧苗就像碧绿的飘带，在美丽的稻田
里飞舞，游人都说，“连空气都是清甜的！”

从普通农田变身为一座集农业示范、农耕体
验、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稻田公园，是北
林区寒地黑土田园养生的一张绿色名片。

据了解，今年稻田公园在原有的鸭稻、蟹稻、
鱼稻共作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养殖小龙虾稻，实现
了一田多用的农田新景观。滨北正大农业集团
董事长任秀波介绍：“未来稻田公园将实现科普
教育、原生态修复，做立体效益和区域性北林水
稻种子研发示范基地，加大一二三产融合，打造
美丽乡村。

稻田公园绿意满眼

雨后的稻田公园雨后的稻田公园。。

美丽稻田美丽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