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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新
闻

冰城深 度

本报讯（李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艳）
日前，哈尔滨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成功举办了

“春风送温暖 就业送真情”暨“就业政策咨询专
场”直播活动。活动共有540家企业参会，发布岗
位信息 18114个，32029人次参与了求职互动，提
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384人次，引导求职者向企
业应聘335人次。

此次活动是 2022年哈尔滨市“春风行动”系
列专项招聘活动的政策咨询专场，邀请相关业务
处室通过“哈就业”抖音号共同参与直播，直接面
对服务对象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企业吸纳就业困
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就业创业证等就业服务相
关政策宣讲解读和咨询解答等服务。

在开展就业政策咨询专场同时，全市区县联
动云聘会启动，市、区县联动，采取抖音直播带岗、
王科长热线平台推广、创业就业宣传、政策咨询专
场等形式，邀请用工单位与职能部门嘉宾做客直
播间，进行岗位推送、政策解读、市场对接和品牌
推荐等。集中帮扶因疫情滞留就业地的务工人员
以及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返乡返岗农
民工、脱贫人口、高校毕业生、退转军人等重点帮
扶对象就业创业。

直播带岗促就业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樊金钢）近
日，哈尔滨市图书馆启动“2021我最喜爱的图书”
评选活动。

据介绍，该图书馆通过大数据平台对馆内
2021年度各类别图书的借阅情况进行分析，筛选
出了读者喜爱的书目，邀请该馆读者投票。幸运
读者将被评选为哈尔滨市图书馆“第十七屇优秀
读者”，并获赠小礼物。

据了解，共有五大类别借阅量居前 10或前 5
的图书供读者选择。每类别可投两票，每人最多
投10票。投票截止日期为4月16日。届时，该馆
将评选出排名前 10的图书作为 2021年度读者最
喜爱的图书。

“2021我最喜爱的
图书”评选启动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宝森

踏入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的“麦之
客”烘焙店，上百种各式诱人的糕点香甜四
溢，令人垂涎。这是哈尔滨市呼兰区永贵
村人开办的数百家烘焙店中的一个。自永
贵村第一人开烘焙店“吃螃蟹”，全村人都
爱上了这一口。目前，全村 1400多人中有
近千人走上烘焙创业路，在全国各地开店
七八百家，用小蛋糕赚足了大“外快”。

据永贵村党支部书记张志春介绍，村
民开的烘焙店遍布全省各市县，许多店都
是当地县城里的龙头企业，而且还一路开
到吉林、辽宁、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区。成
功创办“丽华盛”“面包狼”“麦之客”等一批
区域性知名品牌，连锁大干快上，仅“面包
狼”连锁店就开了 170多家。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村民闯入全国市场开店七八百家，
年收入超百万元的早已不是稀罕事，最多

的高达上千万元。
永贵村成为闻名省内外的“烘焙村”，

源于村里的探路人刘海东。20多年前，刘
海东投奔亲属在秦皇岛开的烘焙店学艺，
一技在手后萌生了创业想法。回到村里，
他想方设法说服父母，狠心卖掉房屋、拖
拉机等家底，筹措了 2.6万元，在呼兰县城
租房开起了蛋糕店。风风雨雨后，刘海东
苦尽甘来，如今拥有了“丽都”和“玛苏拉玛”
两个自有品牌、10个烘焙店，加盟连锁店还
有一大串。村里一些人在刘海东店里打工，
快的几个月、慢的一两年就变身“成手”，

“照葫芦画瓢”，纷纷到外地开店创业。“我
就是在刘海东那儿学会了做蛋糕，到哈尔滨
市松北区大学城附近开店的。现在已经开
了4家店，每年能赚个百十来万。”“麦之客”
店主胡雪莲说起开店创业，掩不住喜气。在
讷河县城开店的孟庆祥，在哈尔滨开店的田
海成……永贵村村民唠叨起村里成名成家
的烘培店老板，不禁竖起大拇指。

开店致富不忘乡亲的刘海东，现在担
任呼兰区工商联副主席。多年来，他打破
不对外传手艺的老规矩，主动敞门收徒，放
手授艺。凡是找上门来的村民，他一概倾
情传帮带，从来不留后手。对学成后想“单
挑”的，他帮着找店址，主动赊原料，鼓励村
民做大“增收蛋糕”。

胡雪莲在做蛋糕。

裂变 永贵人的香甜事业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波）新近
出炉的《黑龙江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22-2030年）》提出，力争将哈尔滨打造为“设
计之都”，这与哈市未来五年打造“创意设计都
市”的奋斗目标两相契合。而近日出台的《黑龙
江省支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将
从壮大市场主体、完善公共服务、打好品牌活
动、激活市场需求、强化要素支撑等五大方面，
为创意设计产业赋能。政策与机遇叠加，哈尔
滨站上新风口，聚力重塑竞争新优势，全力推动
在同类城市中晋位升级、实现跨越发展。

“规划”提出，未来几年，我省将发力推动以

哈尔滨为中心的城市群和经济圈建设，打造创
意设计核心区，建设打造创意设计协同区。把
文化创意、创新融入哈尔滨城市发展理念，开展
省会城市提升行动，组织编制哈尔滨市创建联
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行动计划，
制定加快推进“设计之都”建设的政策措施，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以冰雪、动漫及短视频、云展
演、服装服饰、高端装备、绿色食品、生物医药为
重点，发展“总部设计+区外制造”模式，推动哈
尔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转型发展，创建联合国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根据区位条
件、资源禀赋、历史文脉、产业基础，打造哈—大

—齐、哈—牡—佳两条区域创意设计产业廊道，
建设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等4个创意
设计产业集聚区。

到2025年，我省将建成 3~5个省级创意设
计产业园区，培育认定省级文化创意中心 10
个以上、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30个以上，建设 5
个以上全省创意设计与双创融合示范基地，
打造深哈国际设计双年展、全省工业设计大
赛、哈尔滨时装周暨世界时尚设计师大会等
品牌活动。

到 2030年，我省将建成东北亚创意设计新
高地，重点创意设计产业将获得赋能“加持”。

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雕博览会为龙
头，将开展冰雕和雪雕创意设计，举办国际冰灯
冰雕艺术创新设计大赛。提炼冰雪文化元素，
将设计开发丰富多样的服装服饰、工艺美术、珠
宝首饰等冰雪时尚产品。实施冰雪文创原创精
品培育工程，将设计打造一批现象级冰雪文创
IP，发展冰雪音乐、冰雪杂技、冰雪摄影、冰雪绘
画、冰雪文学、冰雪综艺、冰雪赛事、冰雪驻场演
出等特色项目。

记者在哈市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哈市正
在紧锣密鼓布局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规划已初
步形成。

打造创意设计之都 重塑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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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居家锻炼，哈
尔滨新区第一学校开展了“天天跳绳”活
动。翻飞的跳绳在孩子们的手中翩翩起
舞，一蹦一跳中，孩子们挑战了自我、学会
了坚持，跳出了强身健体的节拍，“宅”家
也要动起来。

该校七年一班乔奕铭有一个亲身经
历的自律故事。小学时的他阳光开朗，喜
欢很多体育项目，可是自从上了初中，他
所热爱的体育便慢慢地落下了。乔奕铭
缺乏锻炼，每日只是枯燥学习，身体渐渐
地变弱了，家里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
让他加强锻炼，于是每天完成作业以后，
乔奕铭都要跳绳、做哑铃、仰卧起坐等来

强身健体。学校给同学们推荐了一款锻
炼的APP，乔奕铭每天都跟APP锻炼，看着
榜上的记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那种成就
感和荣誉感让他得到了满足，更激发了他
突破自己极限的好胜心，现在他每分钟跳
绳200下已司空见惯，身体也更结实了。

“以前孩子运动需要我督促，这些天，
每到大课间孩子就自觉地去运动。有时
候，亲子运动还需要我的配合，也增进了
我们的母子关系和幸福感。在运动中我
看到了孩子的坚持与耐力，锻炼出强健的
身体，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我想这
就是运动的意义。”学生郭子瑜的妈妈对
孩子在运动中收获成长感触颇深。

艺体篇 小跳绳大快乐 宅家更要动起来

冰城娃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云端的别样生活
学习 健体 劳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

从三尺讲台转战“云端课堂”。近些天来，疫情让哈尔滨教学走入了“线上”，教室搬到了家庭。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教师直播、实时连麦互动，在线辅导启发学生在线交流；线上劳动技能

竞赛，晒晒“我是生活小达人”；跳绳、唱歌、弹琴，激发居家学习日子里的无限活力……冰城娃们乐学不
打折、艺体运动不停歇，一堂堂多彩线上课堂花式解锁了孩子们这段“来自云端的别样生活”。

开启全员直播授
课模式、构建虚拟教
室、“班级圈”互动比学
赶超……教学方式的
突然改变，并未打乱哈
尔滨市友协第二小学
校的教学秩序。抢答、
连麦、晒作业，学校有
效利用教学资源平台，
深挖教师积极性，让学
生在“空中课堂”得到
的学习精彩而有效。

“疫情使教学方
式、学习方式以及师生
的沟通方式发生了改
变，但不能让学生们对
学习的兴趣打折扣。”
友协二校校长毕晓霞

道出了线上教学开展的要求。为了
最大限度解除学生及家长对线上学
习的后顾之忧，该校推出“三同”线
上教学模式、线上保质四法、线上管
理“一化四体六协同”模式等，倾情
全力投入“云端课堂”教学活动。

通过构建虚拟教室，实施一对
多的同步在线教学，实现教师、学生
与学习内容的多重交互；通过线上
练习和检测，巩固延伸知识，满足学
生个性化需求。同时，在线备课做
到了减负协调，优质资源共享共建，
备课质量大幅提高。

最近，友协二校有位被学生们
叫作“戴墨镜上课的酷老师”。原
来，朱铭志老师刚刚做完白内障手
术，正处于视力恢复期。医生叮嘱
半年内不要过度用眼，但是朱老师
为了确保每一个孩子在线上学习时
不掉队，毅然决定：网上学年联播，
一周参加一次，下午的答疑，必须亲
自上阵。因为她觉得班主任老师
在，学生们才会乖巧，家长也会安
心。就这样，五年三班的孩子们在
线上经常看到眼戴墨镜上课的“酷
酷的朱老师”。长时间的用眼导致
朱老师眼睛发胀并引发头痛，朱老
师只好靠散步分散注意力。家长们
纷纷反馈，在朱老师的影响下，孩子
变得懂事了，线上学习也愈发自觉
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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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期间，哈尔滨市铁岭小学校学生
高艺铭的妈妈很欣喜，因为学校组织开展
的居家劳动教育，让孩子懂得了帮家里分
担家务，体会到了家长的辛苦和不易。“原
来孩子闲余时间就是玩电子产品，伤眼睛
还缺失与我们沟通，是学校设置的居家劳
动课程教会孩子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我们
与孩子一起完成也是一种亲子方式，这是
疫情期间孩子最大的收获。”

铁岭小学设置了一至五年级不同的
劳动技能清单，以“参与生活”“品味生活”
和“分享生活”三个板块列出小学生在不
同阶段应该掌握的劳动技能，并以此开展
线上劳动技能竞赛。不同年级的学生们
都能积极地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并切实地

掌握了应有的劳动技能。例如：一年级学
生能够做到每天按时起床、自己洗漱穿
衣；二年级的学生变身当家小能手，餐前
摆碗、饭后刷碗，能正确扔垃圾；三四年级
的孩子们会使用工具维修桌椅和自己的
玩具；五年级在“分享生活”劳动中，收纳
整理不在话下……

五年一班赵珈倪的妈妈说：“这一阶
段线上学习，孩子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
间完成学习任务，还学会了自觉地在课下
帮家长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扫地、整理
物品、洗碗，甚至可以做简单的饭菜。这
不仅给线上学习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乐趣，
又能让孩子体会劳动的光荣、感受生活的
乐趣。”

劳动篇 变身生活小能手 发现劳动的美

教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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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日，哈达果菜批发市场遇到突发

疫情，为全力保障百姓生活所需，哈尔滨
连夜启动应急保供预案，最大限度保证
市场供应。目前，哈尔滨市场供应情况
怎样，市民心态如何？28日、29日，记者
进行了走访。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

商超菜品丰富 市民按需选购

28日16时许，记者在位于道外区安华街上的全赢
生鲜内看到，数十位市民正在店内不同区域有条不紊
地选购商品。在蔬菜区域，摆放整齐的尖椒、蒜苔、芹
菜、茄子等蔬菜新鲜诱人，柜台内四、五名服务人员正
在热情地接待购菜市民。

“一斤蒜苔、一斤尖椒，再来4个西红柿，别的不需
要了。”装菜、称重、付款，几分钟后，市民孙女士就买到
了自己心仪的菜品。“这些菜都是我为晚餐选购的，现
在超市内菜品这么丰富，而且价格也不贵，根本不需要
提前囤菜，现吃现买多新鲜。”孙女士笑着说。

29日10时，记者来到了位于香坊区的家乐福乐松
店。见到蔬菜区理货员闫奇喜时，他正忙着将各种新
鲜菜品摆放在货架上。“你看这些叶菜多新鲜，都是当
天新到的货，这批茄子品相也不错，随便拿都不会选
错。”闫奇喜说，为保证市民随时可以购买到心仪的蔬
菜，他们也加快“上菜”的频率，工作量是平时的几倍。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哈尔信、嘉美生鲜等多家商超，
发现多数市民在选购菜品时都比较理性，没有见到大
规模抢购商品的情况。

商家多方备货 市场供应充足

28日上午，两辆满载着蔬菜的货车从沈阳抵达哈
尔滨，车上共计36吨蔬菜。当天这些由家乐福东北区
总部紧急支援的新鲜蔬菜就已通过家乐福哈尔滨的6
家门店供应给哈尔滨市民。

据家乐福黑龙江吉林区公关部经理赵缙介绍，此
次为缓解各门店蔬菜供应压力，家乐福东北区总部连
夜从沈阳调配36吨新鲜蔬菜。

“我们 1家门店 1天蔬菜销量在 3吨左右，此次总
部调配的蔬菜至少够我们6家门店销售2天左右，且后
续蔬菜也在陆续运送途中。”赵缙说，随着市场供应的
逐步稳定，家乐福哈尔滨在本地市场的蔬菜采购已恢
复到六成，再加上从外部采购的菜品，目前家乐福哈尔
滨各门店蔬菜品种充足且价格稳定，市民可随时购买。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哈
市多家超市都与蔬菜产地紧急协调，仅中央红超市和
大润发超市两家目前已加急采购90吨蔬菜运抵哈市。

政府投放储备菜 强化监管稳价格

为强化市场供应，28日起，哈尔滨市政府向6个主
城区陆续投放2500吨市级储备蔬菜。在哈尔信、比优
特、家得乐、家乐福连锁超市，设立 17个点位。其中，
土豆 1650吨、洋葱 550吨、红萝卜 200吨、胡萝卜 100
吨。

此外，为稳定市场，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还启动了
价格监管应急预案，加强对重要民生商品尤其是大众
蔬菜的价格监管，运用提醒告诫、行政约谈、自律承诺、
行政处罚等监管手段，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下一步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检查执法力度，对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
查处，对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将依法依规从重处
罚、公开曝光。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线上促谈
推动招商项目落地

超市工作人员在理货配货。

哈尔滨市设立17个
市级储备蔬菜投放点

扫码看详情

亲子阅读亲子阅读。。

学生打卡运动锻炼。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本报2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婧
李爱民）29日，哈尔滨新区举办线上深圳企业家
招商引资促谈会。深圳市黑龙江商会、深圳清鹏
智能有限公司、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等15家商会、企
业和研究院参会。其中，8家将于近期正式签署
入驻协议，4家为初步对接项目企业。

促谈中，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海波对投资新区充满信心，表示将从设立
北方总部平台、建设装备制造基地等三个方面展
开合作。深圳清鹏智能有限公司作为3月初刚与
新区在线上初步洽谈的科创型企业，此次促谈会
上确定了在新区建设智能先进油气项目和新一代
数据中心，这创造了当月洽谈、当月成功的招商典
范。该公司总裁李军表示之所以这么快决策，主
要是被新区高效的工作作风和专业的能力所打
动。

此外，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前海力万物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4家
初步对接企业表示，拟到新区考察，寻求各自产业
领域合作的切入点。对与会企业的投资意向与政
策诉求，哈尔滨新区与会领导都给予了积极回应，
并责成招商部门密切对接，高效优质做好协议签
约和项目落地等服务工作。

据悉，年初以来，新区积极克服疫情的不利影
响，主动转变招商方式，由线下对接转为线上洽
谈，持续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地
区的招商引资力度，深入推进深哈合作，对接洽谈
重点产业领域目标企业。今年一季度，新区共开
展线上洽谈会25次，洽谈项目35个。

直播活动截图。 哈尔滨市人社局提供

市民在挑菜市民在挑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