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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创森工作
高位推进，七台河市
聘请国家林草局调查
规划设计院为七台河
市编制了创森总体规
划，制定了实施方案，
将 20 个方面、127 项
具体建设任务分解到
21家单位。

今年 4 月 19 日，
七台河市召开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动员大
会，会议开到乡镇、街
道。七台河市直机关
工委还发出了《我是
党员我带头，创森工
作我当先》号召书，新
建义务植树基地 14
个，近万名干部职工
共栽植五角枫、连翘、
紫丁香等绿化乔灌木
3.75 万株，面积 16.7
公顷。

目前七台河市创
森工作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对照《国家森林
城市评价指标》规定
的 36项考核指标，七
台河市创森工作已达
标或基本达标 20项，
未达标与待建指标都
在有序推进中。创森
工作开展以来，各县
区、各部门全力推进
创森各项工作，自然
资源、城管、交通运
输、教育、水务、园林
等相关部门结合自身
工作，积极推进，全力
参与创森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栽
植苗木 823.34 万株
（丛），完成投资约
14.72亿元。

规划期十年的创
森工作仍然在路上，
七台河市正积极推
进创森工作进社区、
进机关、进企业、进
学校、进农村，以“见
缝插绿、留白增绿”
为抓手，以增加绿
量、提升质量、扩充
容量为重点，不断提
高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努力为群众
创造一个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的美好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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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近日，位于茄子河区东安街
体育会展中心附近的七台河市
民中心启动运行，不少市民和企
业办事人员来到这里，感受到

“升级版”的政务服务。
市民中心真的更便民吗？

服务内容有没有拓展？近日，记
者“探营”市民中心，实地感受这
间现代智能的“城市客厅”到底
啥模样？

环境“颜值”高
市民体验好

走进市民中心，最直观的感
觉就是两个字——清新。米白
色与黄色相间的装修风格，让人
既轻松又愉悦。在成排的 LED
灯照射下，办事大厅更显温馨明
亮。

市民中心最明显的变化是，
面积变大了。市民中心建筑面
积 15308平方米，功能主体分为
四层，共进驻部门 38个，设置服
务窗口、审批工位391个，进驻人
员 520余人，可办理市级政务服
务事项900余项。

走进一楼办事大厅，入口处左
手边，一块1.5米见方的电子查询
机十分惹眼。记者看到，屏幕上显
示有“中心简介”“窗口导图”“办事
指南”“网上办事”四个模块。

“点击‘办事指南’，扫描入
驻各部门二维码，可以看到该部
门所有办理事项，具体查看办理
流程图、办理材料目录等，还可
以申请在线办理。”市民中心负
责人侯纪元说。

智能+科技 办事高效率
市民中心不仅装修设计“高

颜值”，内部更是随处可见“智
能”的影子，“科技范儿”十足。

在市场监管服务专区领办代办专窗口，市场监督管
理局科员董艳波正在为企业负责人国鹏浩办理变更经营
范围业务。

“以前是‘教你办’，现在是‘帮你办’。”董艳波说，以
前办理业务，业务员需要指导前来办事人员如何在PAD
（可触控双向屏）上进行操作，现在是业务员直接代替前
来办事人员完成操作。市民可以通过面前的多功能双向
屏，实时看到操作进展，办理流程直观清晰。

市民中心每个办事窗口均安装有一台 21英寸的可
触控双向屏，清晰显示窗口服务人员信息、窗口业务流程
图、事项办理进程等，同时接受用户对窗口服务的评价，
整个办理流程完全透明。

国鹏浩所在的商贸公司主营矿山业务，最近新增了
重金属业务。“来之前，我盘算着，怎么也要一天时间，没
想到20多分钟就办完了，太方便了。”国鹏浩说再也不会
摸不着头脑，耽误工夫了，业务人员直接帮他操作，省时
省力，非常贴心。

便民服务多 群众暖心窝
在市民中心办完业务，刚好到饭点怎么办？
走进市民中心负一层，满是暖暖的烟火气、人情

味。食堂宽敞明亮，洁白的桌布与绿植相映成趣。食
堂除对职工开放外，还设立了多个档口对市民开放，
办理业务的市民可以选择水饺、麻辣烫、刀削面、砂锅
等多种餐食。

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销售的商品均不高于市场
价格，部分商品甚至低于市场价格，超市还会不定期开
展促销活动，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优惠。

市民中心不仅可以保障办事群众的临时用餐需求，
充电、上网需求也能一并搞定。市民中心每层都设有一
个自助手机充电站，5个端口，提供多种USB充电模式。
市民中心还与市联通分公司合作，实现 5G网络全覆盖，
安装了 43 个无线 AP，为办事人提供免费 1000 兆无线
WiFi网络。

为方便市民停车，市民中心门前和东侧广场配备了
420个停车位，办事群众车辆均可免费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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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娜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七台河
市在秋收工作中多措并举人
机齐动抢农时，做到秋收一
块、整地一块，用最快速度实
现黑色越冬。

为有效推进秋收工作，七
台河市坚持边收获、边整地、
边还田，实现“一季管两年”的
同时，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和保护黑土耕
地的重点工作来抓，按照秸秆
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的目标

要求，确保达到秸秆综合利用
率91%、还田率61%这一指标。

在勃利县抢垦乡秋收现
场，秸秆打包机往来穿梭，灭
茬、粉碎，一步到位，机器驶过
的地垄，干净整洁，打捆的草
垛码放整齐，完整展示了水田
秸秆打包离田全过程。

在秋整地现场，大型农机
具正在开展秋收的全套作业，
通过秋收、秸秆离田、秋整地
一条龙的连续作业，使土地达
到良好的待播状态。

人机齐动抢农时
加快推进秋整地

本报讯（姚致远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今年
以来，新兴区加快打造绿色城
区步伐，不断打造增绿、增美、
增功能、增文明、增文化的新
时代绿色城区。

新兴区创森办对城区、工
业园区及村屯绿化情况全面
开展摸底排查，以森林小区、
森林单位及村屯绿化为重点，
全面统筹协调，通过全区动
员、全民参与，全面开展新兴
区绿化工作。

截至目前，新兴区建设
义务植树基地 2 个，总面积
10000 平方米；在三号大道

至第三中学路段栽种乔木
518 株、灌木 119 丛，栽植面
积 2548 平方米。抠除七桦
路原树桩 186 个，栽植乔木
核桃 186株，栽植面积 680平
方米；打造绿荫停车场 26
个，建设面积约 10500 平方
米；打造绿色产业园区 2个，
煤化工产业园区栽种乔木
200 株，栽植面积 0.7 公顷，
木制品产业园区栽种乔木
300 株，栽种面积 1.3 公顷；
对长安村、罗泉村、长发村
等 11 个村屯进行绿化，绿化
面积 33 亩，百棵树进村屯计
划已经全面完成。

新兴区打造绿色城区

本报讯（黄晓慧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省百
大项目、总投资1.26亿元的勃
利县碾子河南段和北段综合
治理改造项目工程经过紧张
施工建设，目前已接近尾声，
本月底将全部竣工。

在碾子河南段项目建设
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干劲
十足，随处可见如火如荼的建
设景象。该项目起始化肥厂
小桥，终至恒煤公园，全长约
2245 米，规划总面积 29 万平
方米，主要建设项目包括沿河
道清除垃圾、底泥及河道整
型、恢复湿地、鸟类栖息地、生
态林地、草地、河道两侧护坡、
防洪应急沥青道路、人行道、

防护栏杆、应急广场、湿地拦
河坝、跌水坝等项目。勃利县
碾子河北段综合治理改造项
目起始铁路桥，终至 S308 省
道桥，全长约 2045米，规划总
面积14万平方米。

通过勃利县碾子河南北
段项目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
明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减少了流域水体面源污染，提
高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使
碾子河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通过在地块
内种植乔木、灌木、草坪等植
物，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植
物环境，促使生态平衡得到加
强，形成小范围内的微型生物
圈、生态链。

碾子河综合治理
改造项目月底竣工

金秋十月，勃利县大四站镇
春华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香
菇丰收的时节。合作社理事长孙
海春是大四站镇立新村农民致富
带头人。他历经12年，香菇温室
从最初的1栋逐步发展到31栋，
年产香菇30万棒，每年实现纯收
入60万元以上。

孙胜强 黄晓慧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香菇丰收了！

本报讯（解洪旺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七台
河市林草系统依托智能化森
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森
林防火智能化监测和管控，大
幅提升了林草系统应急管理
信息化水平。

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
覆盖范围广，支起了全市智慧
森防资源安全科技保护伞，完
善了森防安全“智慧眼”，既能预
防和阻止森林火灾发生，又能

辅助林区树木的病虫害防治，
更重要的是管理精准，实现林
地数据“一张图”，提高了动态监
管的针对性、时效性和精准度。

靠码守山门，利用大数据
对入山人员实时动态监管，实
现管理全链条、火因可追溯。
林场入山检查站值守人员对
所有过往行人进行扫码，核实
身份，做好登记并例行检查，
让入山人员逐渐形成扫码认
证的自觉。

智能化系统
筑起森林防火墙

本报讯（姚致远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潘宏宇）近
日，七台河市供排水总公司抢
抓当前施工黄金期，抢进度、
抓质量、保安全，全力保障各
项供水设施建设工程快速推
进。项目全部完工后将惠及
全市 51 万城镇人口，水质各
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新颁布
的 106项化验指标标准，制水
工艺和水质将步入全国优质
行列。

据了解，城市供水管网改
造及水厂升级改造项目总投
资 7.08 亿元，2021 年度计划

总投资2.4亿元。
走进水厂升级改造项目

施工现场，高架塔吊扬起铁
臂，建筑钢筋笔直林立，大型
机器轰鸣作响，一派繁忙的景
象。为保证各项供水建设项
目如期完工，施工单位充分认
识项目建设的重要性，主动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抢抓
进度。截至目前，水厂常规处
理间网格池已支模完毕，紫外
线消毒间、反冲洗间、送水泵
房已封顶；供水管网改造完成
约61公里，东西部供水管网改
造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70%。

升级改造水厂
惠及51万人

拖拉机正在进行秋翻地作业。
杨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服务窗口办事流程完全透明。 王志刚摄

绿化增量，创新模式，全民参与

七台河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进行时
□马鸣扬 解洪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国庆长假前，七台河市横跨倭肯河的冠军桥正式通
车。站在桥上，“一湾五海”水天一色，苇荡、花海、湿地在
蓝天映衬下，静美如画。正在拍照的市民李桂莲过些天要
去长沙走亲戚，她说：“得多拍些照片给外地的朋友和亲戚
看看，咱七台河的景色美不美！”

“冠军桥是倭肯河流域城区下游段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程的一小部分，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像这样的网红打卡地
以后还多着呢！”七台河市林业和草原局长郭军说，通过创
森行动，要让七台河市真正成为山水宜居地、幸福森林城。

2020 年 7 月 20 日，
七台河市提出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的申请获国家
批复。一年多里，城市
的变化俯拾皆是。

驾车行驶在松涛路
上 ，枫 树 被 染 成 了 红
色。松涛路是七台河市
今年创森重点打造的路
段之一，道路两侧全部
换植成优质树种红枫，
同 时 对 道 路 进 行 了 彩
化，让松涛路成为名副
其实的景观带。

创 森 工 作 开 展 以
来，七台河市在抓好绿
化增量的同时，更注重
绿化设计和苗木质量的
提升。万宝加油站至大
个岭绿化、七桦路、北岸
三号大道、松涛路西侧
生态绿道、山湖路、旭日
街 等 林 荫 路 建 设 共 栽
（补）植糖槭、核桃楸、连
翘、四季锦带等树 10 余
种，栽（补）植树木 3.87
万 株 ，草 坪 4.4 万 平 方
米。

创 森 工 作 开 展 以
来，七台河市以建设生
态宜居村庄为目标，以
村屯周边、村内街道、住
宅庭院、休憩场所绿化
为重点，创新村庄绿化
形式，组织全市中、省、
市直单位 94 家到 49 个
行政村开展村庄绿化帮
扶活动，植树 6 万余株，
绿化村内街道 190 条，面
积 36.2 公顷，为美丽乡
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

据统计，截至目前
共栽植各类乔灌木 18 万
株，栽植花卉、草坪、绿
篱等 19 公顷，以石油大
道为重点，绿化道路 42
条，优化升级公园 9 个。
各责任单位积极推进 43
个森林小区、森林学校、
森林单位、森林医院、森
林矿山、森林村庄等要
素建设。同时依托林业
产业公司建设了 90 公顷
的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重点培育云杉、塘栖、枫
树等当地的名贵树种，
为创森提供了优质苗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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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过程中，七台
河市探索“创森+”新
模式，有力地推动了
林业发展提档升级。

“创森追求的底
色叫森林绿，这里还
有一种果色叫沙棘
红”。七台河市林业
和草原局龙山林场
场长李贵林指着沙
棘林介绍。预计今
年的沙棘采摘量将
达到 20万斤，收益可
实现 50 万元。瞄准
沙棘产业的发展潜
力，七台河市栽植沙
棘面积 3300亩，育苗
40万株，明年沙棘栽
植 面 积 将 增 加 至
5000 亩。为带动周
边农民收益，还成立
了沙棘合作社，吸收
28 户农户加入合作
社。

“樟子松嫁接红
松穗，可以提前 10年
结松果”，七台河市
林草局工作人员在
红松采穗圃向记者
介绍。他们不仅在
种植方式上创新，还
在经营方式上积极
探索，在原红松科技
研究中心基础上成
立了国有企业七台
河市成源林业有限
公司，将现有所有林
业产业资源进行整
合。

“全市林草系统
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以红松嫁接
为主的球果产业、以
蓝靛果为主的小浆果
产业、以服务创森为
主的良种苗木繁育产
业、以寒地北药种植
为主的林药产业、以
梅花鹿散养为主的特
色林下养殖产业和以
研学教育基地为载体
的森林生态旅游等 6
方面林下产业，助推
森林城市创建之路，
实现创森和产业效益
双丰收。”七台河市林
草局副局长于广会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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