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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闫艺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昊）5
月的讷河，草长莺飞，天高云淡。走进讷河市位于
拉哈工业特色小镇的华瑞生物医药项目非标（设
备）加工制作场地，机器轰鸣、焊花飞溅，100多名工
人正忙着焊接、组装，几百个硕大的发酵罐、提取
罐、合成罐整装待发……这个总投资 104亿元、规划
占地面积 237万平方米的大项目将为讷河市换道超
车加装新引擎。

自 2019 年华瑞生物医药项目落户讷河市以来，
各项建设工作有序、快速推进。今年 2月末，来自江
苏、吉林等地的施工队陆续进入南北两个工地。目
前有 20余支施工队伍、100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多点
推进，日夜奋战在项目建设现场，非标（设备）加工制
作已完成 1600余台。

在发酵车间施工现场，数台高耸的龙门吊下，巨
大的发酵罐筒体成排而立，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组
装和焊接作业。截至 5月末，该项目 4个发酵车间已
建完 3个，接下来将进行管道、管线的安装。

据黑龙江华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项目已开工建设 120个单体，完成设备吊装 300余
台，整个工程已完成近 40%。8月开始设备调试，9月
宿舍楼封顶，10月锅炉点火试生产，该项目全部投产
后每年可加工玉米 80万吨、大豆 30万吨。

华瑞生物医药项目
加班加点有序推进

□文/摄 梁辰 李俊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5 月 28 日，在泰来县 200 万亩
水田插秧管理现场，一排排露出水
面的秧苗，青翠欲滴，迎风摇曳。
碧波般的水田网格间，几位稻农身
着水衩，弯腰正在对稻田进行移苗
补栽。随着插秧的全部结束，稻田
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美丽图景。

在泰来县克利镇保安村，记者
见到了稻农刘文义。他正在水田
里补栽秧苗。“现在咱们这里都是
机械插秧‘唱主角’，我今年尝试了
优质品种‘中科发 5’，一下子搞了
320亩，5天时间大机械齐上阵全部
插完。”向记者介绍情况的同时，刘
文义也没放下手里的活儿，只是放
大了音量，并开玩笑地说现在时间
宝贵，可不敢耽搁。

刘文义介绍，机械插秧有时会
有缺苗、断苗的现象，再加上泰来
县不久前刮了一场大风，个别地方
出现飘苗现象。当地稻农在水田
插秧结束后，立即开始了人工补
苗。

与稻农刘文义一样忙碌的，还
有泰来县内积温稍低的胜利蒙古
族乡合作社的水稻种植户们，在完
成水稻插秧后，除了进行补苗作业
外，还通过自购或购买服务形式，
利用植保无人机对补苗后的稻田
喷施水稻返青肥，以便让稻苗快速
返青。

泰来县5月初时便掀起了水稻
插秧高潮，凭借插秧机械的合理调
度，5月25日就全面结束了全县200
万亩水田的水稻插秧，随后陆续转
入田间管理阶段。与此同时，还另
有一番种养结合促增收的新模式，
正在当地农村风风火火地进行着。

2021 年，泰来县开始探索稻
蟹、稻鱼等“一水两用”“一田多收”
模式，把这种模式作为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渠
道。大兴镇阿拉新村的稻农陶利
利听到这个好消息，首先在自家经
营的 230亩稻田中投放了蟹苗，成

了全镇的稻田养蟹实验示范基地，在当年的秋天就
尝到了新模式带来的收益。

陶利利告诉记者：“与单纯种植水稻相比，稻蟹
每亩就能增收 500元左右，而且稻蟹养殖还能促进
水稻提升质量，也是水稻的一大卖点。”近几天，周边
很多看见陶利利尝到稻蟹甜头的稻农们，也纷纷有
模有样学起来，大兴稻田养蟹之举。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在阿拉新村，今年的稻蟹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已于5月底完成所有蟹苗的投放。

泰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柴玉石向记者介绍，在
发展水稻种植生产中，当地坚持水稻有机化发展方
向，在今年全县200万亩水稻中，推广“龙洋16”、“龙
稻 21”、“绥粳 18”、“中科发 5”等优质水稻种植面积
达到150万亩，同时参照去年水稻市场价格，从稳产
增收角度发展丰产圆粒水稻50万亩，有效降低种植
风险。为进一步提升水稻生产附加值，2022年全县
继续推广稻蟹、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到1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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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邵英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昊）
近年来，富拉尔基区加快推进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在全市率先打造了传统中式婚姻登记服务，将创新
设计融入其中。

记者在区婚姻登记现场看到，新人们在办理登
记时，进行中国传统婚礼中的结发礼、合卺礼、落指
印等仪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沈
沉还特意篆刻“心心相印”章，让“一纸婚书”见证新
人美满幸福的瞬间。

从 5月 20日开通这项服务以来，当天 61对新人
登记，其中 7 对是该市其他县区通过媒体上宣传特
地前来体验的。

此外，富拉尔基区还精心打造创意满满的传统
婚礼。在库勒村库勒老街满族大院里，记者看到，
在少数民族文化长廊，情侣们可以锁上一把“同心
锁”，并在幸福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新人在老街
内换上传统中式“秀禾服”，新娘坐上“八抬大轿”，
在手持烟袋锅的喜婆带领下，被轿夫抬到院中，下
轿、进门、迈火盆、挑盖头……满满的都是中国传统
婚礼的元素。

库勒村党总支书记孟祥麟表示，这样的“沉浸式
中国式传统婚礼”是富拉尔基区开发的库勒村婚恋
旅游项目，这里已成为婚恋旅游网红打卡地。

富拉尔基区坚持文化引领，通过注入创意设计
元素,不断完善产业服务体系，打造产业特色品牌，
提高全区创意设计产业的整体质量水平和核心竞
争力。

创意婚礼服务受欢迎

本报讯（刘廷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云
峰）进入 5 月，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 C70E 型敞车
产量逐步攀升。5 月 17 日，C70E 型敞车最高日产
达到 70 辆，创造了公司单品种车型日产历史新纪
录。

近期，国铁集团向公司提出了提前交付车辆的
要求。原定 8 月末交付的 4700 辆 C70E 型敞车调整
为 7 月中旬全部完成。为了客户需求，中车齐车集
团齐车公司全面打响 C70E 型敞车生产攻坚战，对
生产组织、资源保障、质量管理、安全防疫、内部配
套等重点事项进行全面谋划、精心组织、有序推
进。

中车齐车公司以生产计划为统领，优化生产组
织模式，细化现场作业计划，最大程度挖掘生产潜
能，通过日调度和专题会议等形式，统筹调动各方
面资源，快速解决生产甁颈和异常问题，确保按期
完成 C70E 型敞车各阶段生产任务。

齐车公司创日产新纪录

火箭飞船、高铁列车、运动健将，各种颜色亮丽、充
满童真造型的手绘画图案将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江岸
校区校园内的大树装扮一新。通过开展彩绘活动，不
仅锻炼了绘画技巧，同时培养学生们主动参与、动手实
践的能力。

李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手绘画扮靓校园

稻农在补栽秧苗。

市级领导包联企业
全力解决生产经营难题

齐齐哈尔市级领导包联重点企业和
项目工作启动以来，各包联领导深入企
业及项目一线，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
会、电话沟通等方式，了解企业生产运营
现状，梳理所面临的困难问题，想方设法
帮助解决。截至目前，市级领导先后深
入包联企业和项目 268个，共涉及 10个
方面 361个问题，已经解决问题 148个、
正在解决问题175个。

解决生产运营难题。涉及生产运营
问题共 66个，已解决 32个，正在解决 34
个。弘旭淀粉、汇利薯业、元盛食品、牧
丰饲料、禹王大豆蛋白、哈铁装备、谷实
生物、伊利乳业、寒土蔬菜加工项目等
32个企业项目遇到的生产运营问题已
解决。碧雪淀粉、朗盛陶瓷、泰来丰禾米
业、安泰生物、蒙西建材、百花商业股份、
黑龙国际、蒙牛乳业等34户企业涉及生
产运营问题正在推进。

解决贷款融资难题。涉及贷款问题
共 52个，已解决 27个，正在解决 25个。
蓝海生物蛋白、辽金源陶瓷、嘉一香食品
等27户企业涉及融资贷款的问题已经解
决。华工机床、北大仓、华鹤家具等25户
企业融资贷款难题正在推进解决。

齐齐哈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刘旭东介绍，全市为确保我省重点产业
链供应链企业跨省运输稳定畅通，通过
协调，中国一重、中车齐车等50户重点企
业进入全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
单”，为蒙西水泥发放黑龙江省重点物资
运输车辆通行证10张。随后为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重点防疫医疗物资、重要生
活物资、重点春耕保障物资单位昊华化
工、鼎恒升药业等23户企业及时发放通
行证，解决了企业跨省运输原料的困难。

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
明忠表示，中国一重将依托黑龙江省及
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冷链物
流、风电集成开发等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
地企融合业务，通过与龙江产业对接，积
极整合资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
齐齐哈尔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多项惠企政策齐发力
为区域经济注入活水

产业优势的扩大，与政策的支持密
不可分。今年年初，齐齐哈尔市启动产
业链供应链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不断为
区域经济注入活水。

“2018年—2021年，公司先后获得流
贷贴息、市重大贡献奖励、数字化车间项
目补助等资金支持，累计争取地方政府优
惠政策金额6879万元。”中车齐车集团齐
车公司经营规划部部长焦自鹏表示，长期
以来，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在企业改革改
制、经营发展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特别
是随着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更为企业
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和活力。

在《黑龙江省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后，齐齐哈尔市畜
牧兽医局紧紧围绕全省“稳生猪、扩牛
羊”的发展方向，积极谋划对规模养殖场
建设和良种引进、设备购置等方面的专
项扶持政策。

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市
畜牧兽医局局长李大心告诉记者：“全市
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粮改饲’、生猪规
模养殖场贷款贴息等普惠性政策，累计
为畜牧企业争取项目补贴和奖励资金近
10亿元，并在土地、环评、审批以及基础
设施等方面，为牧原、首农、飞鹤、东方希
望、金锣等企业解决难题近百件。”

“市委市政府在手续办理、开工建设、
生产运营等全过程上门跟踪服务，各项政
策的倾力扶持使企业获得了千万元的补
贴。”黑龙江龙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融资
部主管李鹏表示，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
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在2020年和2021
年取得营业收入4.5亿元的好成绩。

一批像龙江牧原这样的民营企业，
在鹤城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一支充满活
力和动力的生力军。

金融服务“六创新”
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齐齐哈尔市金融机构聚

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精准对接融
资需求，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按
照“一链一策”原则实施重点突破。截
至 4月末，全市各项贷款余额 1726.2亿
元，同比增长 7.4%，其中企业贷款余额
1186.6亿元，同比增长 10.4%，创近五年
同期新高。

围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该市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工作的
实施意见》，推动金融新政直达企业。
各银行机构发放祥鹤新能源等百大项
目贷款余额 78.4亿元，全市企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 441.2 亿元，同比增长 18.9%；
为北盛机械等因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
困难的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贷款余额
16.9 亿元，同比增长 7.6%；利用支农支
小再贷款为市场主体提供低成本信贷
资金 17.6亿元，同比增长 227%。

齐齐哈尔市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结
合全市实际，制定《关于深化产业链供
应链金融服务实施方案》，创新供应链

“1+N”金融模式，推广肉牛养殖活体抵
押、种子品种权质押、商标权质押等信
贷产品，着力破解链上轻资产小微企业
抵押融资难问题。富尔农艺获得全市
首笔以种子品种权质押授信 900万元，
实现抵（质）押模式新突破。一季度，围
绕 12 条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中国
一重、中车齐车、飞鹤乳业等核心企业，
发放产业链供应链贷款余额 81.1亿元，
同比增长 29.1%，支持上下游中小微企
业 480户。

齐齐哈尔市经济合作促进局党组
书记张德龙向记者介绍，全市创新银企
对接模式，建立企业包联责任制。搭建
银企精准对接平台，制定《全市中小微
企业融资“白名单”实施方案》《全市金
融机构包联重点企业和项目工作方
案》，先后为华鹤家居、北大仓、嘉一香
等 16 户企业协调解决融资需求、贷款
延期、抵押担保等方面问题，特别是针
对富裕老窖需求在产品设计和按揭还
款方式上取得新突破。落实包联企业
责任制，每家银行机构包联 30户以上，
开展融资对接、首贷培植、上市培育等
综合金融服务，实施“一企一策”重点
突破。

助企纾困下大力气
惠企发展用真功夫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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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华瑞生物项目加快建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龙江阜丰赖氨酸产品运往港口。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路久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齐齐哈尔市围绕做好“三篇大文章”，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建设4个“千字号”产业集
群，以项目建设为统领，以人才技术为支撑，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着力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支柱产业，培育具有发展
前景的新兴产业，使产业优势进一步扩大。

全市瞄准产业升级“新天地”，下“大力气”、花“真功夫”、用“组合拳”，全力扶持、推动企业发展，以国家和省“一揽
子”纾困惠企政策为蓝本，加紧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制定出台帮助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政策，以强有力的服务机制，
做好“店小二”，促进以企业为核心的各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鹤城经济不断实现新的攀升。

初夏时节，广大市民徜徉在绿树鲜花丛中，荡漾在清
澈碧水的劳动湖上，鹤城又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近
年来，齐齐哈尔市狠抓生态环境建设、民生工程建设，打
造出嫩江水生态修复工程、沿江景观公园等一批优质工
程，优质宜居的良好生态环境，成为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
的一张亮丽名片。

宋燕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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