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饶河县冰封的乌苏里江渐渐解冻，在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大批候鸟如约
而至。

饶河湿地局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去年封江时水量不足，加上今年春季雪大，冰雪融化相对晚一些，
所以今年大批候鸟较往年归来晚了几天。候鸟们时而追逐嬉戏，时而休憩觅食，伴着尚未完全消融的
冰雪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春日图景。 吴静 孙晓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冰雪消融

候候鸟鸟

2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一、二版责编：车 轮（0451-84630038）
一版执编/版式：孙 达（0451-84651048） 二版执编/版式：汪思维（0451-84655152）

一、二版美编：赵 博 倪海连（0451-84655238）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闫紫谦
朱云峰）近日，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徐建国先后深入芯明天科技有限公司、通普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红沃沃购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华
瑞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金车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等企业走访调研，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
流，详细了解科技研发、产品生产、市场销售、
项目建设和疫情防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实
际困难。

徐建国强调，民营企业是振兴发展的中坚
力量，省委省政府建立领导联系服务民营企业
直通车机制，就是要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党委政府及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关于能力作
风建设年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认真落
实领导干部包联重点企业、服务企业“快速通
道”和解决问题“绿色通道”机制，经常深入企
业问需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遮风挡雨。
各包联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
担当尽责，倾情倾力抓好惠企政策的宣传和落
实，千方百计助力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希望各
企业抢抓政策机遇，紧盯市场需求，解放思想、
开阔思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强核心竞争
力；在建项目要加快进度，尽早实现投产达效；
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以高质量发
展为龙江振兴发展再创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徐建国深入包联服务民营企业调研时强调

主动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
全力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2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韩丽平 马智博）记者 27日
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针对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哈尔滨启动全市基
本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上下
筑牢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双防线，
全力保障百姓生活所需。

一是立即启动全市基本生活必
需品应急保供预案。成立由哈尔滨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市场保供

专班，进一步强化联动工作机制，全
面加强保供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协
调香坊龙园、松北润恒做好接收哈
达蔬菜准备，将运至哈达的蔬菜及
时调整到香坊龙园、松北润恒进行
销售。启动哈尔滨雨润农产品采购
中心作为哈达批发市场中转地的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全市蔬菜正常运
转供应。二是加大货源组织力度。
指导润恒和龙园农产品批发市场加

大进货量，确保全市蔬菜库存总量
充足。同时，指导各大型商超、电商
平台加大货源组织，确保全市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足、品种多、价格
稳。三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测评
估。继续对重点监测的 16类常用
生活必需品和 30种常用蔬菜的价
格、进货量、销售量、库存量等进行
监测分析，加强预警研判。四是畅
通运输渠道。建立生活必需品运输

绿色通道，确保全市生活必需品运
输车辆通行顺畅。五是发挥网络平
台购物功能。哈尔滨市商务局发布
了50家商超线上购物方式，方便市
民购买生活必需品。

同时，哈尔滨市将全面加大市
场秩序监管，强化价格执法检查，
依法打击借机哄抬物价、串通涨
价、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

哈尔滨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

确保生活必需品货源足品种多价格稳

本报2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马智博）27日，哈尔滨市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发布第56号公告。目前，哈
尔滨市在重点人群和区域全员核
酸检测中发现阳性感染者，疫情社
区传播和内部反弹风险增大。为
坚决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切实做好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经专家综合研
判，哈尔滨市决定，在市指挥部第
53号、55号公告的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社会面管控，坚决防止疫情反
弹外溢。

公告要求，哈尔滨市行政区域
内所有人员要按照“应检必检、不
落一人”的要求，完成各轮次区域
全员核酸检测。凡不按规定时限
参加区域全员核酸检测的人员，将

对其“龙江健康码”赋黄码，并短信
提醒告知。对两轮以上未参加者，
由社区（村屯）采取严格的管控措
施。

公告要求，对哈尔滨市所有居
民小区（村屯）按照以下方式管理。
原则上每个小区（村屯）仅保留一个
出入口，超大小区可采取分区管理
措施。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居
民原则上居家，每户每两天可安排
1 人在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就近购买生活物资，每次外出
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进出人员
严格查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确需外出就医的人员和车
辆不受出入限制。进出人员要严
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措
施。确需外出上班工作人员，所属

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从严管理，
并严格做好员工健康监测，凭单位
出具的工作证明进出小区（村屯），

“两点一线”上下班。禁止非本小
区（村屯）人员和车辆进入，确需进
入的人员和车辆须严格履行社区
（村屯）登记核准程序；应急抢险、
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垃圾清运等
人员和车辆除外。物流、快递、外
卖人员不得进入小区（村屯），一律
实行无接触配送。

公告要求，哈尔滨全市日用消
费品批发零售市场（不含农贸批发
市场）、商业综合体、百货商场（不含
超市）暂停营业。禁止组织和参加
各类聚餐、聚会等活动。市、区县
（市）机关事业单位除承担疫情防
控、民生保障任务的工作人员外，均

居家办公。各类企业要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水、电、气及通信
等公共事业单位窗口实行“不见面”
网上办理、网上缴费。疫情防控期
间，对非恶意欠费者不停水、不停
电、不停气、不停网、不停机，补缴时
不收取滞纳金。

另外，对干扰阻碍疫情防控工
作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除时间
另行公告。

哈尔滨市发布第56号公告强化
管控

◆凡不按规定时限参加区域全员核酸检测人员，将对其健康码赋黄码
◆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居民原则上居家，每户每两天安排1人就近购物
◆确需外出上班人员，凭单位出具证明进出小区（村屯）

本报讯（贺菲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姚
建平）近日，飞鹤乳业等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
国家“十四五”重点专项“婴配乳品新型核心配
料规模化制备技术创新及示范”获批，飞鹤乳
业、江南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组成校企创新
联合体，推动婴配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
中，飞鹤乳业还将牵头开展“大宗功能性乳基
料规模化绿色生产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课
题研究。

据介绍，在“十四五”国家重点专项中，科
技部针对亟待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设立了“揭
榜挂帅”榜单，讲究“谁有本事谁揭榜”。在首
批公布的12个重点专项中，飞鹤乳业等多家单
位此次揭榜的项目就是“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

流科技支撑”重点专项中的两个榜单任务之
一。

我国婴配乳品核心配料存在制备关键技
术不足、依赖进口等问题，不仅影响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也限制了中国乳业的高质量发
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掌控、关键核心原
辅料的国产化意义重大。

此次，飞鹤乳业将与国家顶尖高校、科研
机构，共同突破婴配乳品新型核心配料规模
化制备的核心技术瓶颈，实现活性乳铁蛋白、
脱盐乳清粉等核心配料的国产化，产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配料，进一步实现关键
原材料的自主掌控，突破行业的“卡脖子”难
题。

揭榜国家“十四五”重点专项

飞鹤乳业推动婴配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本报讯（高鹏飞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22日至 23日，北大荒集团与佳木斯市政
府围绕共建大三江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思
路和具体落实措施进行了洽谈，并签署了《共建
大三江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协议》，将对我省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标志着北大荒集团
垦地融合发展合作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记者从洽谈会上了解到，北大荒集团与佳
木斯市政府垦地合作共建以来，在共同构建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样板、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园区共建共享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
成效。共建大三江垦地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及

主体建设“一心、三区、五园”的构想、方法、路
径是建设新时代区域融合发展的新示范、国有
企业与地方政府融合的新样板。

据了解，下一步，双方将按照“大战略、小
切口”的思路，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切入点，
加速工农融合、城乡融合、区域融合、主体融
合，实现干部双向交流、人才双向培养、基层党
组织联建共建，聚焦打造全省党建模范区推进
北大荒集团佳木斯总部党组织建设，合力打造
具有佳木斯特色的垦地联动党建品牌，并以系
列举措将佳木斯市打造成垦地融合示范区的
核心区，形成新的增长极，辐射带动大三江和
周边城市融合发展。

垦地融合共建“大三江”

北大荒集团与佳木斯签订融合发展示范区协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锦鳞在水，香菌在林，珍禽在
天，奇兽在山”，曾有人这样形容黑
龙江。茫茫林海、绵绵金山，依托于
广袤浩瀚的森林资源，黑龙江的林
产品发展之路生机勃勃。

俯瞰我省林产品发展版图，东
宁黑木耳、海林猴头菇、通河大榛
子、伊春红松籽……无数地道的龙
江特产已在全国林产品中脱颖而出，
力拔头筹，成为闪亮的金色名片。

年产量6.4万吨
全国最大黑木耳生产基地
“食用菌是我省特色林产品之

一，尤以东宁的黑木耳和海林的猴
头菇最为著名。”省林科院副院长佟
立君介绍道。

在牡丹江市东宁市，有全国最
大的黑木耳生产基地和黑木耳大市
场，年栽培量9亿袋，年交易量10万
吨，百亿级的黑木耳产业，让“中国

食用菌之城”“世界黑木耳之都”成
为这座小山城享誉全球的金色名
片。在与其相距不远的海林市，则
被唤作“中国猴头菇之乡”。

据省林业产业和对外合作服务
总站负责人雷成浩介绍，作为全国
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我省现种
植食用菌69万亩，有黑木耳、香菇、
花菇、双孢菇等 20多个品种，并且
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条。

“2021年，我省黑木耳、香菇等
各类食用菌产量6.4万吨，年综合产
值28亿元。”雷成浩说。

道地中药材1120种
刺五加全国市场份额第一
刺五加作为我省道地中药材之

一，位居“龙九味”之首，其产量占全
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

佟立君表示，通过测定，我省所
产的刺五加中紫丁香苷、绿原酸、刺
五加苷E以及异嗪皮啶化学成分均
居于国内首位。

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以刺五
加为代表的中药种植，加强中药材
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形成大庆、

齐齐哈尔、哈尔滨东部山区等七大
产区，主要栽培刺五加、五味子等
20余种中药材。

据省林草局统计，全省现有道
地植物中药材约 1120种，其中载入
药典的约 130种，2021年全省地方
林区中药材新增种植面积 28.6 万
亩，总面积已达144万亩。

80余万公顷红松林
红松籽产量全国第一

“红松作为东北林区特有的珍
贵用材林树种和果用树种，不仅具
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红松籽也因其
超高的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被冠
以‘长生果’的美誉，开发潜力巨
大。”雷成浩说。

目前，我省约有 80余万公顷红
松林，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和长白
山北部，红松籽产量全国第一。

“除了红松籽、榛子等坚果品种
外，我省的浆果产业同样不可小
觑。”雷成浩表示，我省越来越多的
林果种植、加工综合性企业在市场
上获得知名度和认可度。

据统计，我省现有规模以上林
果加工企业 27家，年加工量 1.8万
吨，生产的果酒、饮料产品正走出省
外，销往国内大中城市，速冻果、花
青素等部分深加工产品更是远销日

本、美国、捷克、韩国等国家。

400万吨
山野菜天然蕴藏量全国第一

“我省拥有广阔连片的大森林，
环境污染少，肥沃的黑土地和四季
分明的独特气候，为山野菜的生长
提供了绝佳优势。”佟立君说，我省
目前已开发种植蕨菜、桔梗、猴腿
菜、黄瓜香、薇菜、龙牙楤木、黄花
菜、刺五加、老山芹、柳蒿芽等10余
种山野菜。

佟立君介绍，我省林区山野菜
储量丰富，天然蕴藏量达到 400万
吨以上，蕴藏量全国第一，人工栽培
面积也突破了20万亩，2021年全省
生产的山野菜消费量5.5万吨，实现
产值12亿元。

与此同时，全省山野菜产业也
从种植向深加工转变，构建起以绥
阳、亚布力、大海林、苇河等林业局
为主的山野菜产业集群，催生以开
发即食、干燥、冻干、速冻等系列产
品为主的山野菜重点加工企业。

“除林菌、林药、林果、林菜四大
主要产业外，我省林下养殖业也尤
为突出，我省饲料资源丰富，气候寒
冷，适合各类寒地动物养殖，林下养
殖肉类产品深受市场欢迎。”雷成浩
补充道。

多个全国第一！龙江林产品就是这么牛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婧 李
爱民）近日，黑龙江金权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通过一次告知、一次受理、一次现场踏查审
批流程，一个工作日就拿到了《行业综合许可
证》。据悉，自去年 9月实施“一业一证”改革
以来，该区已有 23家企业获得《行业综合许可
证》，标志着“一证准营”新模式已在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全面铺开。

“以前办证件需要跑3个不同部门，现在只
需填写一套申请材料，在一个窗口申请，办一个
证即可，实在太方便了！”黑龙江金权体育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光感叹道，从提出申请
到完成审批仅用了一天时间，这是他没想到的。

据悉，2021年9月，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
区哈尔滨片区充分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
优势，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中心，在省内率
先推出了书店、药店、电影院、宾馆等21个传统
行业的“一业一证”改革。

以开办“游泳馆”为例，按照常规游泳馆经
营范围，申请人需要分别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

证》等多项许可，共需申报3次、提交要件21个，
审核 3次，现场核查 2次，在保证材料齐全的前
提下，拿到全部许可证的承诺办结时间为 5个
工作日。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后，审批局通过
一次告知，一次受理、一次现场踏查，最后核发
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申请人只需要申报 1
次，提交11个要件，审核1次，现场核查1次，一
个工作日即可实现“一证准营”，极大程度地降
低了企业办事的制度成本。

“‘一业一证’改革将改革着眼点从‘政府
侧’的单个事项改革，转向‘企业侧’的围绕一个
行业的系统集成改革，把企业无边界的申报准
备，转变成政府无边界的集成服务。”哈尔滨新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惟乔告诉记者，所谓“一业
一证”改革，就是将一个行业涉及的“多个许可
事项和审批流程”，整合为“一业一流程”，将一
个行业多张许可证信息以一个二维码的形式加
载到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上，解决企业进入一
个行业“不知道要办什么证”“不清楚如何办”的
困扰，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家企业实现“一证准营”

哈尔滨新区“一业一证”改革全面铺开

本报27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
飞 马智博）27日下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安顺主持召开哈尔滨市委
常委会会议。在审议哈尔滨市“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实施方案时，张安顺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坚定不移抓好能力作风建设，以能力作风提
升助推全市各项工作、各项建设取得新突破，以
振兴发展新成效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成果。

张安顺指出，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是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
江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举
措，是推动龙江振兴发展和哈尔滨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率先取得新突破的迫切需要，是 2022
年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必须抓好的重要任务。

要通过能力作风建设，真正打造一支素质过
硬、作风扎实、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为深入落
实省委对哈尔滨提出的“五个率先”要求、加快
实现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七大都
市”奋斗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张安顺强调，要按照《实施方案》的安排，
迅速启动相关工作。将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与全面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
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推动落实全市年度
重点任务、优化营商环境结合起来，与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同步
推进。

在审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时，张安顺指出，要全面对接上级部署要
求，压实落靠整改责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
改任务。

张安顺在哈尔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提出

以能力作风提升助推
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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