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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巍 吴思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这个寒假，抚远市抚远镇临江社
区“童心港湾”成为留守女孩儿王雅
轩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在“童伴妈
妈”田圆的陪伴下，聚精会神地写
作业，积极主动地加入游戏队伍。
看到性格孤僻的孙女变得开朗大
方，爷爷奶奶十分感谢社区建立的

“童心港湾”。
社区建立“童心港湾”，关心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这只是抚远市深入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在乡
村振兴、民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不断
创新优化服务、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的一个缩影。

抚远市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载体，从最基层的民意出
发、从最关注的问题抓起，2021年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确定市级层面 10件
民生实事，74件具体任务，列出清单
逐项细化工作措施，做到“一项任务、
一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
到底”。

针对群众提出的全市留守儿童
增加、缺乏完整家庭教育问题，抚远
市把“保护好、教育好”农村留守儿
童、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上升到助
力“十四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的
高度。在全市各个社区建立“童心港
湾”，通过日常陪护、主题活动、志愿
服务等，对近百名留守儿童进行亲情
陪伴、情感关怀、励志教育，促进他们
健康成长。

抚远市还加大就业保障力度，全
市新增就业 2226 人。扎实推进“健
康抚远”建设。实现就医“一卡通”、
预约诊疗、电子支付等智慧医疗服
务，投入 1000 多万元购置 CT、肠镜
等医疗设施设备，提高了边疆地区
群众就医科技诊疗水平。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针对今年冬季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倡导边境口岸城市
抵边村人员减少流动的实际，新安
装大喇叭 69 个，加快应急广播工程
建设，目前全市所有村屯实现全覆
盖；组织全市书法爱好者撰写春
联、幅字 1000 幅，制作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挂历 1000 份，全部送到抵
边村群众家中。稳步推进市政建
设。对 22 条破损市政道路进行维
修改造，对 86 栋老旧小区楼“内外
兼修”，上千户居民的小家变得“好
看”又“好住”。

实事惠民
幸福“加码”

本报讯（孙明鑫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亿服）近年来，抚远市坚持把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
通过提升边境农村党组织组织力，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

抓制度建设，强规范、增质效。
抚远市围绕农村党建工作 10 项具
体职责，建立市乡村“三级书记”抓
党建机制，形成 79 份“第一责任人”
职责清单，明确责任，统一目标，督
促党建“第一责任人”履职尽责；制
定村干部绩效考核办法，重点将党
建工作纳入其中，强化考核结果运
用，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建立村干
部待遇增长机制，村党组织书记平
均补贴金额由 2.28 万元提升至 3.18
万元，并对致富带富能力强、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较好的村干部实
施奖励政策，充分调动村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抓制度建设
促乡村振兴

截至24日下午3时，抚远市各核酸采
样点采样工作圆满结束，共完成采样
43960 人，已出检测结果 19177 人份，均为
阴性。 阿修摄

迈进“十四五”，走向新征程，抚
远市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努力
成为推动全省绿色发展中的“生态样
板”，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
山银山，让金山银山滔滔不竭地滋养
绿水青山。

有序构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布
局。构建“城市牵引、村镇支撑、廊道
串联”的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打

造“水在城中，城在山中，山在雾中，
人在画中”的山水园林生态城市。以
界江观光、生态旅游、民俗体验、休闲
度假为主体，着力打造黑龙江-乌苏
里江界江风光旅游廊道；以黑龙江、
乌苏里江两江风光为基础，结合赫哲
族渔猎生活的民俗文化，着力打造

“乌苏里船歌”旅游风光廊道，进一步
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布局的系统
优化与整合提升。

积极推进红色历史资源优势转

化。深入挖掘远东88旅、杭州上海在
抚远留下足迹、开荒拓地的故事。进
一步开发利用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
精神、黑瞎子岛红色教育基地、英雄
的东方第一哨等一批具有抚远特色
的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与全
域旅游有效融合，结合山水文化精
神，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产
品优势，建立独特的“两山”文化品
牌，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的同时，
扩大抚远市绿水青山的经济文化影

响力。
尝试建立“两山”经济转化长效

机制。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
卫战、净土保卫战和原生态保卫战。
在全面提升市域生态环境质量，打造
美丽东极、生态抚远的同时，积极探
索“两山”创新实践基地体制机制，引
入社会资本，建立“生态共享账户”，
用“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切实
走出一条既有“含金量”，更有“含绿
量”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坚定一个信念 坚持一种发展

抚远：坚持生态立市 促进产业融合
□文/刘立波 张冬梅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刘亿服 摄/陈雷

护得绿水青山在，自有金
山银山来。作为一个没有任
何重工业污染的小城，抚远的
天蓝、水清、山绿、城美，四季
分明，空气清新，是远近闻名
的宜居康养之地。近年来，抚
远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全面树立生态立市、产业
融合的全新发展理念。

认清优势，固本培元。抚
远地处祖国陆地最东端，素有

“华夏东极”“太阳的故乡”之
美誉。三面环山，林海绵绵，
水系纵横，具有最完整的多样
性森林湿地生态系统。诸多
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优势为
抚远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前提。在认清优势的基础上，
市委市政府将突出黑土地、淡
水鱼、美界江、绿品牌作为将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有效路径，固本培元，打造生
态抚远的发展思路迅速形成，
并在全市范围内达成共识。

保护为要，修复并行。抚
远市科学划定生态红线，全力
抓好矿山、水系、鱼类、鸟类、
绿化等生态资源的保护与恢
复。关停废弃矿山、加大植被
恢复力度、疏通淤塞水系，完
成绿化种植，严格执行休渔期
要求、新建苍鹭保护区、恢复
生态面积，强化污染源管控、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界江
水体污染、治理工业废水污
染、热力废气脱硫脱硝、噪声
污染企业整改等 60多个生态
保护项目全面展开。不断完
善农村环卫基础设施，从人畜
粪便管理到家庭卫生整治、从
村内垃圾分类到基本农田保
护、从地面绿化恢复到厨房燃
料使用，都进行科学管理，为
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
光。在黑龙江抚远段启动滨
江公园建设项目，通过水体清
淤治理、水岸生态修复，植物
多样性修复等生态治理措
施。同时建设生态浏览廊道，
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巡查。

扬长避短，招商引资。抚
远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去
招商引资，确定了以三“有”为
抓手有目标地开展工作：招商
有目标、环境有保障、成果有
回报。以实现“生态美、百姓
富”为引领，把“生态立市”作
为“旅游强市”“产业富市”的
前提和基础，所有企业税收都
有一部分进入“生态共享账
户”，用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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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远市充分发挥“两国一岛”“两
江双城”“华夏东极”“淡水鱼都”四张旅
游名片优势，带动农业、商贸、工业、渔
业的融合发展，打造生态发展的全新模
式。

“旅游＋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以发展全域旅游为契机，全
力打造生态、高效、有机、观光农业，实
现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助乌
苏里江之水，逐步发展江灌水稻，依托
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推进抚远大米“走
出去”“卖得好”，涌现出“玖成香米”“双
良鸭稻”等一系列绿色有机米品牌；提
高农业的科技含量，重点抓住万亩水稻
科技示范园区、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
蔓越莓基地、对俄果蔬等特色农业产

业，在生态有机高效等方面加大研发力
度，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加速农业
的高质量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设计
农业重点项目观光路线。初步形成“通
江镇东润果蔬-蔓越莓种植基地-玖成
合作社”农业生态观光游路线，“通江
镇团结村-黑瞎子岛镇南岗村-乌苏
镇抓吉赫哲族新村”农家乐休闲旅游
产业。

“旅游＋渔业”延长现代渔业产业
链。加快改革步伐，重换“淡水渔都”
勃勃生机。捕养结合转方式。大力开
展封河育鱼，压缩捕捞船只，加强名优
鱼苗孵化研发、放流投放力度，年均投
放史氏鲟鱼苗 25万尾、马哈鱼苗 100
万尾。不断拓展“公司（企业）+技术+
基地+养殖户”的渔经济发展模式，封

锁通江河流、湖泡，组织和引导渔民
“过水增值”，利用自然江面开展网箱
养殖畅销鱼种，带动鱼产品加工企业、
养殖户、渔民等产业链条综合发展增
收，实现了渔业经济从以捕为主到
捕养结合的转变。投入人才物力，
经过多年试验，攻克了鲟鳇鱼池塘
喂养的冬季越冬、冷水鱼的人工繁
育等世界难题。目前全国 80%的鲟
鳇鱼受精卵和幼鱼出自抚远。有科
技作引领，抚远水产养殖规模在不
断壮大的同时，带动了名、优、特鱼
精加工，鱼产品销往全国十几个省
市；将特色渔业与文化旅游紧密结
合，建成了黑龙江省最大的集观赏、
科普于一体的淡水鱼博馆，实现了

“渔”经济从“吃”到“看”的转变。

“旅游＋商贸”拉动市域经济快速
发展。抚远充分发挥沿边、近海、东极
的口岸优势，加强对外合作，以通道建
设为基础，以加强合作为纽带，以搭建
平台为载体，以产业集聚为核心，努
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和新型产业
基地，全面布局商贸产业发展。搭建
四位一体交通网络，缩短贸易距离；
成立边民互市贸易区，拉动旅游消
费。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促进口
岸经济发展。与知名电商合作，开启

“互联网+俄罗斯商品”商贸经营模
式，打造跨境电商基地，“村淘”服务
站覆盖全市乡镇，抚远“俄品多食品
专营店”在京东商城正式上线，“37
秒”易淘也已深入到全市乡村，带动
边民创业增收。

找准一个支点 开辟一条新路

抚远市在生态立市的前提下，紧
紧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挖
掘一批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打造一
片独一无二的全新产业。

蔓越莓种植开辟生态高效农业
新路。积极探索生态发展新路，主动
引进红海植业有限公司，在抚远建成
有“北美红宝石”之称的蔓越莓基地，
创造了抚远农业发展史上的三个之
最：一是亚洲面积最大的蔓越莓种植
基地。目前已经成为抚远市乃至全
国“独角兽”农业产业项目，种植面积
达到了4200亩，成为目前全亚洲面积
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二是可持续
收益时间最长的高效农业。2021年
丰产期的蔓越莓果亩产达到 2吨，收
益最低 4万元。未来五年内，通过示
范推广，抚远市蔓越莓种植规模将扩
大到 3万亩，实现产值 9个亿。作为
三产融合项目，蔓越莓在二产的生产
加工及三产的休闲观光上还将让抚

远农民得到极大回报；三是恢复土壤
肥力最实的生态产业。蔓越莓果通
常采用水收，收获之后排净田间水，
腐烂的植株直接还原于土壤之中，自
然加厚黑土层，有利于恢复土壤肥
力。

赫哲人经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步伐。抚远市依托乌苏里江及黑龙
江丰富的渔业资源，积极促进乌苏镇
抓吉赫哲族新村等少数民族村屯探
索赫哲人经商的新路。一是洗脚上
岸，渔民开办渔家乐。政府适时加以
引导，手把手教会抓吉赫哲族人开办
渔家乐。如今，外地游客纷至沓来，

“吃鱼到抓吉，美味乌苏里”享誉全
国；二是资源整合，村民成为大股
东。通过土地流转、异地置业、产业
分红等方式整合抓吉赫哲族新村现
有资源，依托“两途一趣”让资源成
为资本，村民变股东，助力村庄变驿
站、农房变客房、农产变特产，走出了

一条适宜抓吉赫哲族新村特色的“乡
村旅游＋民俗观光＋创业致富”的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三是挖掘
文化，乡村打造有特色。深度挖掘
乌苏里江界江文化、民俗文化、湿地
文化等文化特色，科学制定《沿乌苏
里江乌苏里船歌旅游风光带发展规
划》。

建设赫哲族博物馆，吸引国家级赫
哲文化传习所落户乌苏镇抓吉赫哲族
新村，为传承和弘扬赫哲文化，打造独
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注入了活力，美丽
乡村——抓吉赫哲族新村还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黑瞎子岛旅游加速资源优势转
化。抚远市利用黑瞎子岛独特的生
态优势，积极探索加速资源优势转化
新路。一是保护为先，打好生态牌。
遵循黑瞎子岛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
则，在岛上不砍树、不填塘，疏通水

系、恢复植被，用木质浮桥搭建湿地
公园通道，并将所有不宜在岛上开发
建设的项目全部移至岛下，确保了黑
瞎子岛的原生态景观；二是彰显独
特，打好政治牌。在岛上发掘打造了
一组内涵丰富、代表性强的标致性建
筑——东极宝塔、湿地公园等，打包
形成红色旅游产品，将黑瞎子岛打造
成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三是做足文章，打好组合牌。
因势造景，相继建成黑瞎子岛旅游
区、探秘野熊园 2个 4A级景区，同时
把红色游线路和生态游线路有机整
合，打造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东极“国际旅游岛”吸引了国内外游
客的目光。

三江湿地保护丰富旅游产品供
给。三江湿地在 2002年被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沼泽遍地，野生
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其原生态风
貌令人神往。

挖掘一批特色 打造一片产业

治山、理水、润城、兴业，抚远市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优势带动
生态旅游，依托生态旅游发展特色产业的“两
山”转化抚远路径，实现了金山与青山共存，生
态与富裕兼得。被生态环境部授牌为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成为
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蔓越莓果。
资料片抚远市抚远市

东极鱼市东极鱼市。。

我 省 最 大 的 集 观
赏、科普于一体的淡水
鱼博馆。 空中俯拍抚远空中俯拍抚远。。 资料片资料片

黑瞎子岛黑瞎子岛。。 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