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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河农
场有限公司第
二管理区今秋
第一镰。

佳木斯郊区达勒花海。

佳木斯松花江十里景观带。

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

富锦象屿金谷玉米深加工项目货运忙。

2021年佳木斯市央企合作暨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

□纪世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佳木斯紧紧围绕优势资源，确定2021年
为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突破年”，围绕
央企等大企业集团开展招商的工作思路，坚
持按照抓大带小的原则全力以赴开展招商，
狠抓招商引资不放松。

今年初，佳木斯市级领导多次召开招商
引资专题调度会议，分别赴广州、中山、深圳、
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对接企业。高位切入、抓
大带小，与华润集团、北大荒集团、省交投集
团等企业洽谈交流，签约了一批合作项目，也
形成了一批合作意向和招商线索，全市开展
外出招商 170余次，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向更
广领域、更高层面迈进。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在佳木斯市桦南
县建设50万吨粮食仓储及物流项目，看重的
就是该市丰富的农业资源和铁路、公路、水
路、空中航运齐全的交通路网。集团董事长
陈静波表示，该项目是供销粮油集团改制后
在东北建设的首个项目，拟投资金额为1.5亿
元人民币。项目主要功能区分为农产品加工
区、仓储功能区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总占
地面积 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万平方米。
建设配套1座烘干塔，日烘干能力1000吨。

“项目推进过程中，桦南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与企业来到我们集团，就
项目的注册、立项等方面进行现场办公，开辟
了‘绿色通道’专事专办，我们看到了满满的
诚意，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投资信心，该项目
成为2021年集团决策最迅速、签约最快的项
目。”陈静波说。

今年初，佳木斯市印发《2021年全市招
商引资工作要点》，分解落实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8月，由市委书记王秋实主持召开 2021
年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议，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
明确了招商思路，调整了佳木斯市招商引资
工作领导小组分工和工作职责及机制，在全
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机构下设九个行业
专班，突出行业定位和资源禀赋，全面确定佳
木斯市招商定位和主攻重点，为全市招商引
资工作明确了方向。

今年 7月，以“相聚华夏东极、共谋合作
发展”为主题的2021年佳木斯市央企合作暨
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举行。15家央企齐
聚佳木斯展开深入交流、对接，共商合作发展
大计。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13家
央企分别与佳木斯市政府、同江市政府、桦南
县政府、桦川县政府、抚远市政府、前进区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建三江管委会签署合作协
议。

截至 7月，佳木斯市实际利用内资 96.2
亿元，位列全省排名第三。全市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3家，合同外资金额3157万美元，同
比增长 325%。实际使用外资 123万美元，同
比增长297.51%。

本版图片均由佳木斯市委宣传部提供

□吴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

九月伊始，佳木斯市桦川县的长粒
香型水稻逐渐进入成熟期，迎来了水稻
收割的第一镰。

在桦川县创业乡丰年村，一台小型
收割机在世平水稻专业合作社的水稻田
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粉碎秸秆等工
序一气呵成，效率极高，一会儿功夫，收
割机的谷仓里就装满了沉甸甸的稻谷。

世平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世平
说：“合作社种植长粒香型水稻已经十年
了，由于自己精心管理，尽管这是个晚熟
品种，但是今年早早迎来了丰收，开镰时
间提前了二十天左右。”相比其他早熟
品种，长粒香型水稻加工成大米后色泽
透明，煮成米饭后口感软糯，在市场上十
分受欢迎，很多客户早就签订了购销订
单。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长粒香型
水稻 450亩，正在收割的 75亩水田三天
内就可以完成收割，晾晒几天后可进行
加工。平时稻花香米能卖 4块至 5块钱
一斤，现在提前上市至少能卖到 8块至
10块钱，经济效益接近翻了一番。”李世
平告诉记者。目前，桦川县水稻已经进
入成熟期，预计再过二十天，将全面进入
收割期。

无独有偶。桦南县鸿源农业开发集
团育种中心的水稻试验田也提前一个月
收割。育种中心主任侯培军说：“我们试
验田有500多亩地，种植30多个品种，陆
续收割了5个品种，目前来看，这些品种
的产量高、米质好、抗倒伏，产量上比去
年增长10%左右。”

“试验田水稻的产量这么高，我们家
跟着种植一样的500多亩水稻产量也能
大丰收，今年的收入也错不了。”鸿源集
团的水稻合作社社员赵秀影高兴得合不
拢嘴。

当一台台收割机驶向“稻海”，一袋
袋“金黄”晾晒归仓，乡镇村屯里处处激
荡东极农民的喜悦与欢腾。据悉，今年
佳木斯市坚持重农抓粮主基调不动摇，
按照“稳口粮和大豆，扩增玉米”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品种品
质结构。市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到
1838万亩，玉米播种面积由上年的 479
万亩增加到 651万亩，水稻播种面积由
上年的699万亩调整到688万亩，种植结
构呈现出粮食作物稳定和高产作物种植
面积增长的态势。

近年来，佳木斯市坚持把种业发展
作为农业起步的“金钥匙”，充分依托省
农垦科学院等 6个省级农业科研院所，
先后培育农作物品种数百个，其中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寒地早粳稻优质高
产多抗龙粳系列新品种上榜国家“十三
五”10大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在黑龙
江省内外累计推广1.37亿亩。

去年12月以来，佳木斯市全力转变
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在今
年春夏季的“耕、种”两个环节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2021年全市确定全程托管
面积200万亩以上。

近年来，全市加强农机推广新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突出农机农艺融合，
开展农机化技术集成配套，加强农机化
先进技术基地建设。截至2020年末，全
市有 6个县(市)被国家授予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目前全市已安
装农机作业智能终端已达3000台，实现
了监测数据与指挥平台实时对接，可满
足高标准农机作业远程自动检测。近三
年来，累计监测深松作业面积 366.98万
亩、玉米秸秆还田面积497.41万亩、水田
深翻面积 203.94 万亩、水田旋耕面积
176.68万亩、免耕播种作业1.95万亩。

佳木斯市坚持“抗灾夺丰收”，各部
门联动，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应急值守；
做好指导服务，并依托全市病虫监测点，
加强对水稻病虫害的防控；大力宣传农
业防灾减灾知识和技术措施，实现粮食
丰产丰收。

□王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美丽经济、美丽乡村、美丽生活“三美融合”声声悦耳，生产、生
态、生活“三位一体”发展理念步步坚实。从脱贫攻坚的胜利走向乡
村振兴朝阳，回首、审视、瞭望，佳木斯村村散发着乡韵之美、文明之
美、发展之美，遍地好风景，新局新篇章。

产业兴村正当时
美村子联接着越来越鼓的钱袋子，点“农”成金装点好日子。
在同江多元发展“庭院经济”“火炕经济”“棚室经济”，整体提升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持续造血能力；汤原县鼓励引导农户利用菜园种
植芦笋、鹅草、北药等特色作物，发展省级菜园革命示范村40个，菜园
规模种植面积达到2130亩；郊区通过招商引资围绕完善建设乡村文
化基础设施、丰富和提升乡村文化的内涵和品质、加快推进乡村旅游
发展为重点，打造沿“乡村旅游经济带”；全市涌现出了同江赫哲新村、
汤原金星村、桦川星火村、抚远抓吉赫哲族村等一批个性鲜明的龙江
民居，乡村因产业而兴旺，农民因产业而增收。

洁净村庄靓起来
在汤原县香兰镇庆丰村，昔日堆放的垃圾堆和柴草垛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宽敞整洁的村路，美观整齐的院落，路边整齐划一的垃圾
桶，整个村子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

村支部书记初志国原来天天想的是村子咋变美，现在想的是村
子咋变富。“现在村里的环境和以前比真是天壤之别，自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村民都自觉成为村里的保洁员，积极主动打
扫房前屋后的卫生，谁家也不愿意落在后面。”初志国说。

67岁的老葛是村里的垃圾分拣员，“村现在都按户垃圾分类了，
我每天就是把他们没分清楚的垃圾再分一遍，这个耙子是我自己做
的，专门干这个活儿。”村民分类好的生活垃圾经过葛大爷收集再细
分类后送到村分拣中心，每天都有垃圾转运车将垃圾送往垃圾处理
厂。目前汤原县依托现有3个生活垃圾处理厂和137个行政村垃圾
分拣中心，探索制定了“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企处理”垃圾集中
收储转运市场化运行模式。投入资金1600万元，启动了香兰镇试点
工作，农村生活垃圾实现源头治理、得到根本解决。投资1400万元，
完成8个村污水管网延伸，污水集中处理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今年佳木斯市 962 个行政村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累计发动
11.4万余人次、清理垃圾数量8.95万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数量2.05万吨，形成了“干净、整洁、有序、美化”的农村人居
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由“将就”向讲究提升
“厕所革命”是民生难点，体现着文明进步的尺度。佳木斯市制

定印发了《佳木斯市农村改厕问题清查整改方案》，各县（市）区成立
了改厕问题清查整改小组，相继召开了专项推进会议，对农村改厕问
题清查整改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在桦南县正在进行创新改厕模式的探索，2020年结合污水试点
村项目，在明义乡东双龙河村等4个村整村推进，建设管网式水冲厕
所 650户，实现农村改厕与污水处理有机结合，既节约了建设资金，
又提高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能。

东双龙河村已经完成了145户村民的改厕。村民张志患关节炎
多年，一到冬天最打怵的就是去厕所。“村里说要改厕我举双手赞成，
早就盼着这一天。”桦南县坚持“三分建设、七分管护”，建立健全农村
厕所日常管护队伍，探索建立社会化、市场化管护方式，努力实现农
村厕所维修管护常态长效。

□陈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

今年以来，佳木斯市围绕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提升内生动力。1月份至7
月份，佳木斯市 319户规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6%，实现产值231.6亿元。

据了解，佳木斯市八大行业中建材、医药、
化工行业增加值增速快，重点国有企业发展势
头强劲，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实现产值16.3亿元；中建材佳星玻璃（黑龙
江）有限公司实现产值3.4亿元。

强服务为企业按下发展“加速键”。佳木斯
市围绕企业做大做强、配套协作、产业项目建设
和升级改造、设立金融工业基金等内容，扎实推
动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落实惠企暖企政
策，推动 12 户企业分别通过了省质量标杆企
业、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小巨人”企业、
省“专精特新”企业等政策认定；不断加强金融
支持力度，运用贷款周转金先后为佳兴塑业等
4户企业融资3000余万元；强化生产要素保障，
帮助佳木斯市 13户发电供热企业完成了煤炭
保供任务，帮助大明宝贝面粉有限公司临时开
通了铁路专用线。开展区域性保电20次，出动
电力保障车 16次。推动 96户企业享受了电力
直接交易政策。

营商环境就是软实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
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佳木斯把营商环境
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对标国家营商环
境评价指标，组成 21个指标提升专班，分别由
各战线副市长牵头，定期调度、专项会商，及时
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细化量化具体
工作任务，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体系，形成
领导重视、部门联动、科学推进的工作格局。

立足东北老工业基地优势，佳木斯市在高
端产业上再发力。全市上下已形成了绿色食品
加工、农机及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型建材、
林木及造纸、纺织、医药8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现
代工业体系。汇聚了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约翰迪尔佳木斯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富锦象
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全资
子公司黑龙江佳星玻璃有限公司、益海（佳木
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等众多大型骨干企业。
争取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规上工业经济增加值
年均增长 15%。到 2025年末，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户数力争达到 400户，培育营业收入 10亿元
以上企业1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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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季里话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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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遍地好风景

富锦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

工人在花海田间耕作。

中俄塑编包装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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