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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唯一的“全国森林城市”，是
双鸭山的一张亮丽名片。从 2009年
开始，该市就开展全国森林城市创建
工作。这项工作给双鸭山储备了非常
优质的生态资源，这项资源给当地发
展旅游业、生态观光农业、休闲养老等
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双鸭山的旅游行业起步虽然晚，
但我们资源优势并不差。”双鸭山市
文广旅局副局长郑昌宝对记者说，他
们依托大森林、大湿地、大冰雪、大界
江等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中国·黑土
湿地旅游带”和“乌苏里江·界江风情
旅游带”特色旅游品牌，全方位推进四
季旅游新模式，深度培育乌苏里江畅
爽之旅、黑土湿地生态之旅、北大荒农
业体验之旅、赫哲风情探秘之旅、冰雪
激情畅爽之旅等 10 条旅游精品线
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据介绍，双鸭山市已完成了《双鸭
山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及三年行动计
划》编制工作，组建了双鸭山市文化旅
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制定了《双鸭山
市旅游景区品质提升三年工作方案》，
启动了旅游景区提升工程。

“我们发展旅游业就是立足双鸭
山，用好全省资源，放眼全国；不做

‘井底之蛙’，不关起门来搞旅游”，郑
昌宝说，旅游管理部门抓住“黑龙江
东部湿地联盟”值守及“双鸭山与佛
山合作”契机，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和
南方等省份的合作，提高双鸭山知名
度、美誉度，用区域联合的方式实现
旅游行业新突破。

优质的生态环境给当地人带来
的生存环境的改善是实实在在的。
龙煤双矿的辅业项目多是靠当地优质
的生态资源搞起来的。企业和青年农
民致富带头人王郝乾合作开展的大闸
蟹养殖项目，和哈尔滨商业大学合作
开展的中草药种植都是依托当地良好
的生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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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昕宇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

进入 6 月，记者
走进集贤县华平绿
香园的采摘园，满
眼都是进入成熟期
的牛奶香瓜、沙瓤
西瓜、有机柿子和
绿标黄瓜，红红绿
绿的果实笑迎八方
来客。采摘园的员
工告诉记者，如今
采摘进入了旺季，
陆续上市的还有大
樱桃、软枣猕猴桃、
毛桃、黄桃、草莓、
蓝莓、葡萄等。

记 者 看 到 ，采
摘园里慕名而来的
游客成群结队，体
验着乡村美景，感
受着田园文化，吃
上自己亲手采摘的
新鲜水果和绿色蔬
菜，再拍些美美的
照片，真是喜不自
禁。

据了解，集贤县
华平绿香园现代农
业产业园由双鸭山
北方升平矿业集团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建
设，依托集贤县农
业资源优势，利用
辰能热电联产秸秆
发电产生的余热，
建设绿色种植、无
土栽培、精品果蔬、
休闲观光旅游、餐
饮、住宿、演出、房
车驿站为一体的融
合产业园区。共分
三期建设，计划总
投 资 2.04 亿 ，预 计
2025 年全面建成。
建设连栋玻璃智能

温室、双层日光温室、冷棚、农机
库，有机食品和交易中心、农业观
光、精品包装加工、四季垂钓设施，
现代农业展示区、葡萄长廊观光
区、现代农产品加式观摩区、精品
农产品购物区。

集贤县文广旅局局长曹立功
说：“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填补集贤
县大现代农业观光的空白，打造双
鸭山市及至全省旅游观光的一个
新亮点。其所在区域与七星山森
林体验基地、安邦河湿地公园旅游
景点相连，成为双鸭山市现代农
业、绿色旅游观光带，使双鸭山市
民的出游不再单调，不仅能采摘、
观光，还可以游玩、住宿，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一条旅游银线将颗颗

‘明珠’串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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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

摄/韩庆权
日前，6 辆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红色主题”公交车驶上山城双鸭山
的街头，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引起路上行人纷纷驻足。主题公
交车线路途经两区一县的交通干
路。坐上“红色主题”公交车的乘
客们表示，在公交车上学党史、庆
祝建党 100 周年，形式新颖，令人
印象深刻。

记者看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的主题标语张贴
在车头外侧显著位置，简洁庄重。

“听党话、颂党恩、跟党走”“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宣传语在公交
车两侧铺开，车内同样张贴了“矢
志不渝跟党走”等宣传标语，表达
了对党的热爱和对建党百年的美
好祝福，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营造
了浓厚氛围。

主题车启用当天，双鸭山市党
史宣讲团成员栾一琳还为乘客和司
机师傅们宣讲了抗联党史故事。“在
我们这片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有
着14年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战争，
涌现出了无数抗联英雄……”车内
的乘客认真聆听，被抗联英雄的浴
血奋斗史深深感染。

““红色主题红色主题””公交车驶上山城街头公交车驶上山城街头

本报讯（李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6月 15日，双鸭山市与黑龙江工程
学院在双鸭山举办市校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

据悉，当前双鸭山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大力开展与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
的产学研合作。在此次签约仪式上，双鸭山
市科学技术局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大学科技
园签署了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合作协议，
双鸭山市电商服务中心与黑龙江工程学院
大学科技园签署了共建就业创业基地战略
合作协议，双鸭山市第一中学与黑龙江工程
学院教务处签署了共建高校优质生源基地
协议，双鸭山市红兴隆第一高级中学与黑龙
江工程学院教务处签署了共建高校优质生
源基地协议。

双鸭山市与高校签约

市校合作助力转型

日前，双鸭山尖山区隆重举行“花开向
阳 丹心向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少年儿童红
歌合唱比赛，来自区属10支代表队近500名
少先队员放声歌唱，用嘹亮动听的歌声表达
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杨禹楠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摄

尖山区“花开向阳 丹心向党”

少儿红歌赛庆华诞

绿色+生态文明+产业升级

双鸭山 打好资源牌 拓宽转型路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 王宗华

双鸭山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
市，是传统的“煤城”。近年来，双鸭
山致力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起
以煤炭、电力、钢铁、粮食、旅游和新
材料为主的六大产业，走出了一条
传统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

大顶子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

“如今的煤矿已不是过去的煤矿，工
人也不是以前的工人”。日前记者走进
龙煤双鸭山公司的选煤场，看到的智能
化操作平台，工人们穿戴整洁，和印象中
的煤矿工人完全不一样。公司负责人介
绍，“十三五”期间，他们通过升级改造，
走出了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五年累计投入20多亿元用于矿井供电、
运输、提升等系统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和
购置先进采掘装备。

双鸭山市发改委产业发展科科长范
利明告诉记者，这些年双鸭山市的煤炭
行业的发展路径就是“先做减法，后做加
法”：2005年至2019年期间，全市至少关
停 300多家小煤矿，其中 2018年一年关
停小煤矿43家，产能总计282万吨，这些
小矿平均的产能不到 7万吨，没有动力
也没有能力去花大力气改造安全基础设
备，只能追求短期效益。

企业当然要经济效益，但更要矿工
的生命安全，还要生态和环境效益。在
这种理念引导下，双鸭山市煤矿企业提
出“一优三减”的发展措施，即：优化系
统，减水平、减头面、减人员。龙煤双鸭
山公司东荣一矿投产了东北地区首个人
工干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东荣三矿半
煤岩智能化掘进工作面等现代化生产智
能采掘系统。人工干预智能化工作面智
能巡检机器人已经在东荣矿区井下主运
系统皮带、中央变电所、水泵房等场所全
面应用，实现了无人值守。智能选矸系
统也在东荣三矿、东保卫煤矿、集贤煤矿
投用，运用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了矸
石自动分流、故障自检、无人操作。

正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全公司原
煤效率由每工 2.81 吨提高到每工 5.53
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采掘机械化程
度分别达到100%和98.38%。

“减法”做好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
就是“加法”。双鸭山市发改委副主任张
苏介绍：目前已完成总体规划编制，正式
核准的地方煤矿只剩下 32家。数量虽
然减少了，产能却提高了，而且是有序释
放优质产能。张苏告诉记者，目前每年
煤炭产能达到960万吨，预计整个“十四
五”期间能达到 4465万吨，比“十三五”
期间的2900万吨增加了四成。

产能上去了，煤炭生产加工的质量
也在提高。以宝清神华国能煤电化项目
为例，企业实现了煤炭的精深加工和利
用，将煤炭的产业链延长，实现煤炭洁净
化、煤电一体化、煤炭化工引入新技术，
生产出的腐殖酸和煤蜡附加值大大提
高。

下一步，双鸭山市将重点依托 117
亿吨煤炭储量，在释放优质产能上下功
夫，力争达到5000万吨的煤炭产能。加
快实现煤炭洁净化、煤电一体化、煤化工
精深化，把煤炭产业链拉长，向新型煤化
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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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县绿香园，把采摘园开在百
姓家门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志勇摄

“不起眼的稻壳也能创
出‘亮眼’的效益，我们投入
1200万元收购 6吨稻壳，加
工成一吨二氧化硅产品之后
销售收入能达到1.8亿元，粮
食和附属产品深加工的市场
空间很大。”在集贤县经济开
发区北大仓粮食仓储加工项
目现场，项目负责人孟庆峰
向记者讲起企业在当地投资
运行情况，娓娓道来。

他说，2016年他们选择
在这里投资的时候，看好了
双鸭山市地处三江平原腹地
的优越地理位置，有着丰富
的水稻、玉米粮食资源优势，
同时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发
达，决定投资7亿元在这里建
设粮食仓储深加工和物流项
目。目前仓储能力已达 65
万吨，大米加工30万吨，二氧
化硅的提炼车间已经投产。

除了煤炭资源外，双鸭
山有着广阔的土地资源，全
市有近 1500万亩耕地，是黑
土地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双
鸭山市正在依托 1500 万亩
黑土地，抓“粮头食尾”和“农
头工尾”项目建设。围绕粮
食资源引进的宝清万里润
达、集贤鸿展粮食加工等项
目，现在都初具规模。

围绕资源引入产业，围
绕产业形成产业链，是双鸭
山市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方
向。万里润达在玉米深加工
为主的基础上，开发出钾肥
项目，产出DDGS高蛋白饲
料，与当地的 200 万头生猪
养殖项目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条，让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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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万里润达厂区一角。

6辆“红色主题”公交车整装待发。

乘客们手持宣传牌合影留念。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任志
勇）日前，双鸭山7名普通人登上市委报告厅
的讲台，情真意切、声情并茂地与坐在台下
的市领导及数百名机关干部分享自己的故
事和感受。这是双鸭山市举行庆祝建党百
年百人百场“百姓宣讲团”专场报告会暨市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56次集体学习会上的
一幕。

据悉，庆祝建党百年百人百场“百姓宣
讲团”选拔了 15 位百姓宣讲员，于 6 月 21
日开始，分两组在双鸭山全市进行巡回宣
讲。

报告会上，80岁的老党员李林以《莫道
桑榆晚 余热亦生辉》为题，讲述了他别样的
退休生活；双鸭山市维纳斯残疾人就业中心
工作人员孙一嘉以《蜗牛筑梦》为题，讲述了
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身残志坚的奋斗故事；
扶贫干部顾春洁以《与农村有关的那些事
儿》为主线，讲述了九年来留驻乡村扶贫的
点滴感受；来自医护一线的护士朱明蕾，以
《初心担使命 逆行白衣情》为题，讲述了疫
情防控的危急关头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
驰援绥化的党员风采。7位宣讲员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年来身边的巨大变化。

庆祝建党百年

百人百场
“百姓宣讲团”巡讲

本报讯（杨启坤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王宗华）饶河县大佳河乡富河村鸭、地共育
出的鸭稻，纯天然、无污染、口味好，比普通水
稻的身价高了数倍。

在稻埂上盖鸭舍，把从南方空运来的
500只麻鸭，放养在稻田里，这就是“鸭稻”。
候鸟和麻鸭产的粪肥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有
机质，提高土壤肥力，在稻田里形成鸭吃虫、
鸭粪“大补”土地的生态有机链。

鸭稻比普通稻米身价高出很多。2020
年该村合作社种植鸭稻32亩，亩产400公斤，
加工鸭稻米200多公斤，每公斤售价50元，每
亩鸭稻纯收入4000元左右，是普通大米的10
倍。2021年，怿谷源水稻合作社扩大鸭稻种
植60余亩，为了补充肥料，在村内建了一个有
机肥厂，用牛粪+秸秆为原料发酵成有机肥。

稻田里安装了摄像头，从不同的点位，实
时监控鸭稻的生长，北上广的客户可通过视
频观看鸭稻生长的全过程。在我省举办的大
米节上，饶河县大佳河乡的鸭稻米受到热
捧。如今，鸭稻米已与20多家线下实体商铺
合作，形成扇形的销售链，跨越辽宁省、陕西
省、上海市、浙江省的各大城市，端上了南北
方的餐桌。

饶河

生态“鸭稻”身价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