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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双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刘大泳）日前，记者
来到佳木斯市汤原县竹帘镇，
一片片金黄的稻田映入眼帘，
稻谷“低着头、弯着腰”在阳光
的照射下格外喜人。大型收割
机往来穿梭，金黄饱满的稻谷
带着香气倾泻而下。

汤原县竹帘镇茨梅村村民
程晓利今年种植的 150亩水稻
喜获丰收。“今年是个丰收年，
水稻籽粒饱满，一垧地比往年
能增长三四百斤，我们农民的
日子越来越好。”程晓利的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当一台台
收割机向“稻海”挺进，一袋袋

“金黄”晾晒归仓，乡镇村屯里
处处激荡着东极农民的喜悦与
欢腾。截至10月14日，全市已
收获粮食作物面积 1371万亩，
占应收面积的 74.6%。其中，
水稻已收520.6万亩，占应收的
76%；玉米已收 456.8 万亩，占
应收的 70%；大豆已收 382 万
亩，占应收的78.4%。

收割水稻的农民在地里奔
忙，佳木斯市汤原县竹帘镇茨
梅村村民谭玉新在家里也没闲
着，她正在自家院里加工水
稻。去年，谭玉新购买了一套
大米加工设备，在自家建起了
加工厂，金灿灿的水稻摇身一
变成为了晶莹剔透的大米。谭

玉新把水稻种植到加工的全过
程录成视频传到网上，受到群
众广泛欢迎。“我家种植的 150
多亩水稻，自己加工，自己销
售，这样总比卖水稻方便一些，
还能多挣一些。我们自己家种
的水稻是天然晾晒的，加工的
大米不抛光，不喷香精，大米散
发着自然的香，吃着口感也劲
道。现在销路还挺好，全国各
地哪有需要我就往哪发，比直
接卖水稻能多出一倍的价格。”
谭玉新说着，脸上满是自豪的
笑容。

颗粒归仓，如何确保秋粮
购销顺畅，把“好收成”变“好收
入”，成了全市工作的“重头
戏”。为此，佳木斯市成立秋粮
购销工作专班，制定秋粮收购
预案，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
则和“四不两直”方式，积极开
展秋粮收购销检查，维护粮食
购销市场秩序，确保有人收粮、
有仓储粮、有钱购粮、有车运
粮，保障秋粮购销顺畅进行。
目前，全市现有粮食收储企业
239 户，全市粮食总收储能力
达 4919万吨；库存政策性粮食
2508万吨；全市共有烘干设备
406座，日烘干能力 22.4万吨，
按照最低 100 天烘干量，可烘
干潮粮 2240万吨，完全可以满
足收购潮粮烘干需求。

佳木斯
把“好收成”变“好收入”

□潘蕾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

家住佳木斯郊区友谊街道
办长安小区的王宝芝最近心情
十分舒畅。她所居住的这个有
着 22年历史的小区终于旧貌
换新颜。“以前小区里的违建特
别多，屋顶漏水、下水不通是常
事。路面破损得厉害，下楼遛
个弯都没有路走，碰到阴雨天
全是积水，感觉可糟心了。”68岁
的王宝芝说。

2019年，王宝芝就动了卖
房子的念头，但因为小区老旧
卖不上价只好一直住着。2021
年，长安小区被列入郊区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经历了两个月
的改造，如今的生活环境让王宝
芝感受到了更多美好。“我先带
你在小区里转转。”王宝芝高兴
地带着记者边走边介绍起来。

“小区改造后完成了硬化路面，
修建了小广场，违建变成了花
坛，楼体画上了各种各样的装饰
画。下完雨，能带孩子在楼下遛
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了健身
的去处，到处干净利索，这环境
跟新小区也没啥两样。”

走出小区步行 50米，义兴
巷的高大牌坊映入眼帘。仿古
门楼、仿古瓦片、清明上河图的
彩绘让整条小巷显得古色古
香。“听说这是条古巷，以前环
境又脏又乱，现在终于有了古
巷的样子。”郊区依托历史与文
化资源，讲好“情义”故事，通过
特色景观小品和商业街景设
计，构建街区景点，目前正在打
造中的义兴巷今后将成为佳木
斯城市新地标。王宝芝说，她

每天都会到巷子采买一些东
西，小巷一点一滴的改变她都
看在眼里。“前几天，我还看见
好多孩子一边吃着小吃，一边
拿着手机拍照，感觉他们特别
开心，我都觉得高兴。”

走出义兴巷，沿着长安路
一路往东，王宝芝的话又多了
起来。“你看这人行道也宽敞了
不少，走路也不用人躲车了。”8
月起，市交警支队联合市城管
局开始了停车秩序整顿专项行
动，针对不按位停车、不按线停
车、不按标向停车的乱象和部
分车辆的长期占道行为进行整
治，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理已经
初见成效。长安路改造之后，
增加了行人过街的安全设计，
现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车辆
都会主动避让，让腿脚慢一些
的老年人感到安心。

正值下班高峰期，城区的
十字路口上，红色的志愿者身
影成了街面上最美的装饰。王
宝芝说，这抹红色是她最喜欢
的颜色。“疫情防控的时候，有
志愿者为我们守门；小区改造
时，帮我们拆违建、打扫卫生；
我们单元里的居民生活不便，
有志愿者上门服务。现在他们
又守在了路口为我们安全出行
尽心尽力，这些事，我们看的
见，也都记在心里了。”王宝芝
告诉记者，这抹红色不仅仅代
表志愿者们，也是城市不断文
明发展的象征。“城市环境的改
变，生活环境的改变最终受益
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这也是我
们最期待看见的幸福生活。”

改造后的长安小区旧貌换
新颜。 宋洋摄

城市容貌提档升级
百姓受益幸福满满

□潘秋什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

在第五届全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
中，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荣获优秀组织奖，桦川
县新城镇爱国村农民创业典型李雪芹和她的冰
铎风味辣椒酱研发加工项目将代表黑龙江省征
战全国赛场。李雪芹的冰铎风味辣椒酱深加工
项目第一次参赛便在全省大赛中获得了初创组
二等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她在乡村
产业创新创业的脚步。“政府的跟进式扶持服务，
加快促进了我们项目的落地生根，搭上了乡村振
兴的‘顺风车’，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带动
了更多农民一起致富。”李雪芹激动地说。

“从脱贫到致富，一罐小小的辣椒酱，成了
‘大法宝’。辣椒酱生产工厂坐落在桦川县新城镇
爱国村里，一年能用工2000人次以上，每人年增
收从1千元到2万多元不等。”李雪芹说。在辣椒
酱生产厂建立之前，当地辣椒种植业面临最大的
问题就是产业化难以行成，农户种成的辣椒要么
拿到集市交易，要么自己吃，收益颇微。李雪芹介
绍说，“为解决此困境，我们打造辣椒种产销三位
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严把质量关，并提供种植加
工双重就业，培养农户种植积极性，将农户种植风
险降低，让农户敢种想种。”

李雪芹制作的辣椒酱，原料有十余种，所有
原料现炒现炸，最大限度保留食材原始香气。
为了能打造自己的品牌，引入更多当地元素，她
还引入了东北的刺老牙、蕨菜、矮棵刺五加、木
耳、蘑菇等东北山野菜，收获了一致好评。“我们
的辣椒酱实现了行业内的三大领先，如古法熬制
与现代化灌装工艺的结合，以及与农科院合作研
发的植物蛋白香辣酱，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农科
院和佳木斯大学的帮助下，我们申请了多项专利，
注册了商标，我们农民的企业，也开始有了自己的
技术优势。”李雪芹说，经过多年努力，辣椒种植得
到了大面积推广，社会总效益达7500万元。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辣椒全产业链带动就业创业数千
人，培养新型农民150余人。

“现在农村创业创新氛围很好，我们不仅有
国家政策的扶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未来，我们还要致力于打造龙江特色品牌，不断
发展壮大我们的辣椒酱产业，进一步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
富裕。”李雪芹信心满满。

李雪琴和她火红的辣椒事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摄

小小辣椒酱
征战全国赛场

进 入 10 月 以
来，中铁二十局佳
鹤铁路建设者放
弃了节假日休息，
奋战在施工一线，
争分夺秒赶工期，
为祖国的铁路建
设默默奉献。

陈志伟摄

本报讯（丁兆勇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大泳）日前，同
江市出台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政
策，从农机检验、保险、承诺、放
证等多项流程保障跨区作业人
机安全，提高农机综合使用效
能，助力金秋抢收农民增收。

据了解，同江地处三、四积
温带，秋收时间略晚于周边县
市，许多勤劳的农民在 9月中
旬开始到周边市县开展跨区秋
收整地作业，通过社会化服务
获益。同时，利用“黑龙江农机
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平台上传
作业成果，还可以享受作业补
贴，也是一笔收入。按照相关
政策，跨区作业质量核实和补
贴发放是以县为单位，所有外
来车辆必须由驶出地农机部门
许可后，到驶入地备案登记纳
入补贴管理范围方可上传当地

平台，享受政策补贴。
为从源头上保障外出农机

性能安全、生产安全，最大限度
降低事故发生几率，同江市创
新“四步流程”把好安全关，当
好服务员。要求跨区作业农用
机械必须办理交通强制保险，
保障机动车出行安全；接受车
辆检验，出具《跨区作业农机具
查验单》，确保办理一台、完善
一台、合格一台；签署同江市跨
区作业承诺书，压实机主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颁发《同江市跨
区作业工作证》，写入编号、机
主信息、车辆信息、人机合影、
有效期等备查。截至 10月 14
日，全市共备案登记发放《同江
市跨区作业工作证》61 台，有
效调剂了生产布局，释放了农
机效能，推动了秋收进程，提高
了农民收入。

同江
政策保障农机跨区作业安全

2021年，全市计划开复工“双百大项目”
300项以上，年度投资突破 300亿元，竣工投
产项目达到 180项以上，其中产业项目超 90
项。目前，全市已落实“双百大项目”352项，
超年计划52项，总投资840.1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248.77亿元。前 8个月，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41.8%，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28.7个百分点，位于全省第二，综合性城市首
位。一批含绿量、含金量、含新量高的大项
目、好项目建设呈现质量持续提升、要素保障
持续发力、项目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局面。
从规划、用地、审批、配套、争取政策等方面，
各地一个一个、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抓项目，
留下了高质量、高标准建设的印记。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紧密衔接。市发改
委积极组织了华润东北振兴产业联盟、央地
合作等活动；工信局通过构建“五大产业集
群”“四大产业链条”开展产业项目洽谈和引
进，聚焦专业招商；金融局研究制定金融系统
招商方案，组织动员全市金融机构和企业招
商，在行业系统内树立招商典范；农业农村局
组织开展“小木耳大产业木耳高质量发展大
会”，加深与全国大型农业企业的对接、合作。
商务局积极对接重点组织、部门和机构，依托
人脉资源开展招商；科技局通过加大与佳木斯
大学创新融合发展合作，积极推动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工商联正在加大与外埠商会联系，
依托商会组织企业参加相关活动，宣传推介佳
木斯市优势资源，鼓励外地企业家到佳投资；
同江市通过实施全民招商、强化服务保障、明
确主攻方向的方式，先后与中诚汇镕、米高集
团等34家实力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刘松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进入10月，又到了村里最忙碌的季节。汤原县香兰
镇新建村党支部书记马英穿梭在田间地头，组织村民抢
抓眼下的好天气进行秋收。上任伊始，他便确定了强支
部、抓经济、优环境、改陋习的工作思路，新建村在这个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带领下，完成了从“空壳村”到“百
万村”的跨越式转变。

近年来，汤原县围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整合政策
资源，深挖发展潜力，依托四项举措，努力推动集体经济发
展实现新突破。目前，全县年收入 10万元以上村达到
100%。

依托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带动。充分发掘革命老区
红色历史资源，以抗日斗争和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制定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实施方案。通过
招商引资开发，融资1.2亿元，创建以集红色旅游、民俗餐
饮住宿为特色的旅游村6个，打造乡村旅游“百里景观大
道”，带动村级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汤旺乡金星村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确定了以
“强旅游、美乡村、立产业”的发展思路，深挖民族资源潜
力，发挥民俗文化优势，聚焦打造集旅游、休闲、体验、农
家乐等为一体的朝鲜族特色旅游产业链。2020年，村集

体收入达到 60.94万元，实现了旅游人气和集体经济“双
提升”。

依托资源开发，实现科学利用。大力开展“清化收”
工作，有效整合开发村集体未承包到户的“四荒”地等资
源，累计新增土地资源收费 4200余万元，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增加了积累、扫清了障碍。突出县域优势、特点，
2018年以来共争取扶持项目资金1550万元，实施中央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3个，切实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发
展活力。香兰镇大有村利用中央扶持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资金购置了拖拉机、整地机、翻转犁等大型机械，通过成
立合作社发展“集约化生产”，不仅解决了土地板结的问
题，还通过统一种植、收割，降低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进一
步提高经济效益。依托闲置物资，实现资产盘活。通过
发包、租赁、参股、联营等方式，推动农村“死产”变为“活
权”、“活权”变为“活钱”，提高闲置存量资产的利用率，增
加村集体经营收入。

同时，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完善村级财务审批、预决
算、公开监管等制度 12项，建立集体“三资”台账 137份，
有效规范集体资金使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农村“小微
权力”清单建设工作，开发设计“互联网+小微权力”及

“三资”提级监督平台，选树 10个试点村，通过典型示范
带动，促进“小微权力”清单建设及“三资”提级监督工作
有力推进，有效解决村级运行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实现“小微权力”公开化运行。依托合作联动，实现
抱团发展。鼓励村干部、种植大户牵头成立合作社，引导
农户改变传统种植观念，充分利用土地发展经济作物，种
植优质水稻、有机大豆等作物，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全
县村党组织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 150个，农户通过土地
承包经营权折股等方式入社，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
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双赢。汤原镇东大桥村党支部书记
赵云依托扶贫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种植示范园区，充分发
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种植专业合作社优势，优化产
业结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结合互联网+农业，带动脱
贫户增收，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巩固拓展了
脱贫攻坚成果。

村民高喜凤在村生态园务工。 毛鑫摄

汤原 年收入10万元以上村达100%

招商引资为经济增长撑起跳杆

收割机在建国种业小镇展示基地田里收割水稻种。 陈志伟摄

□王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亿服 刘大泳

今年，佳木斯市以“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突破年”强势开局。“走出去”“引进
来”“扎下根”，每段着墨都令人心潮澎
湃；出政策、优环境、强服务，每处盈枝硕
果都传递出佳木斯集中智慧谋项目、集
中精力抓项目、集中资源推项目的鲜明
导向和强烈信号。

年初到现在，西安、广州、深圳、上
海、北京……市级领导挂帅出征，与华润
集团、北大荒集团、省交投集团、隆基公
司等企业洽谈交流，签约了一批合作项
目，也形成了诸多合作意向和招商线
索。全市开展外出招商170余次，招商
引资可喜成绩为佳木斯经济增长蓄足动
力，撑起“跳杆”，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赢
得主动权。

“加强组织领导、合理产业布局、紧盯
招商项目、创新招商举措”是该市招商引资
工作最生动的注脚。

为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完善组织机构调
整，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佳木
斯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
方案》《2020年度佳木斯市招商引资激励资
金分配方案》《佳木斯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架构和工作职责及机制》及各专班招
商方案等文件，一系列政策和办法为推动全
市招商引资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方法指导。

各县（市）区明确招商定位和方向，各
显身手，百花争艳。富锦市聚焦打造绿色
食品、能源产业、生化医药三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明确玉米、大豆、水稻、畜禽乳和新能
源五个主攻方向，坚持高位推进、强化要素
供给；东风区通过多措并举抓招商、深挖资
源上项目，重点放在盘活辖区闲置资产招
商，强化产业链招商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
招商；高新区在招商引资工作上下狠招、出
新招，通过“三个紧盯”“五个围绕”系列措
施，成功与北大荒农垦集团、中国建材集
团、中科院微生物所等实现合作签约。

8月 27日，佳木斯市与省交投集团合作的佳木斯天
润产业园区正式开工，以该市为东部核心的黑龙江省集
疏运体系物流产业布局掀开“面纱”。

这是市企双方贯彻落实国家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发展
战略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物流提质降
本增效的实施意见》的具体举措。天润产业园区占地面
积 65万平方米，总投资 15亿元，定位黑龙江省东部地区
名优产品、特色农产品的展销中心和物流枢纽中心，吸引
电商、农产品加工、物流快递等产业聚集，形成以金融服
务为特色，“电商推广+产品展销+加工生产+仓储运输+
物流配送”一体布局，产业链与供应链一体衔接、线上线
下一体发展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基地。通过加强物流节点
建设，构建高效运行的集疏运体系，深化物流与产业融合
联动，率先在全省打造物流降本增效示范园区。

精彩开局不止一点。从“链”上看招商引资看吸“金”
强度。佳木斯市围绕重点产业链条，以“强链、建链、补
链”为方向，明确招商重点，形成横向成峰、纵向成链的优
势产业集群。

从“面”上看引智引才热度。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制定了《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倍增计划”的
工作方案》，聚焦“扩大人才增量、服务人才存量”，提出三
年人才工作总体目标，分年度实施，细化落实五个方面25
项具体举措，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特别是为加
强经济领域干部、人才选拔配备，研究制定了《全市“双
百”经济人才选聘工作方案》《关于“双百”经济人才选聘
配套政策待遇的暂行规定》……搭台子铺路子扶梯子，新
环境从这里起步，智慧的“种子”萌发生长。

从“线”上看服务温度。全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
组机构下设 9 个行业专班，制定企业服务“集成包”和

“个性包”，成立了柴雷沃客天下特色小镇、财达产业园
等项目推进专班，做好项目洽谈、签约、落地、投产全过
程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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