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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随
着秋季候鸟迁徙期的到
来，龙江上空飞鸟翔集、
啁啾争鸣。

俯瞰龙江生态版
图，扎龙、兴凯湖、挠力
河、珍宝岛、安邦河……
星罗棋布的湿地和自然
保护区，犹如一颗颗“明
珠”，装点了龙江大地。
随风摇曳的芦苇，翩跹
起落的飞鸟，灵动游弋的鱼儿……描绘
出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画卷。

十年来，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推动湿地保护修
复，努力打造山青水秀的绿色生态空
间。未来，龙江人将全面贯彻落实《湿地
保护法》，多措并举开启龙江湿地保护新
篇章，让更多的湿地明珠，成为黑龙江生
态文明建设的闪亮名片。

领 航 中 国 黑龙江篇

□高鹏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金秋九月，建三江稻浪滚滚，机声隆
隆，一台台割晒机联合作业，标志着千万
亩水稻收获拉开序幕。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建三江
考察时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几年
来，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牢记总书记
嘱托，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给农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

“水稻陆续开始收获了，今天再来请
教一下专家，确保颗粒归仓。”种植户史慧
德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到大兴农场科技园
区咨询请教。通过技术人员多年的“知识
灌溉”，种植户牢牢树立了“科学种植、不
懂就问”的理念。

“过去老百姓种地完全靠经验，品种
杂乱，质量参差不齐。园区成立以后，在
三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优质品种覆盖
率达到100%，亩产1300斤的地块已经不
在少数，粮豆总产更是在 2021年突破 40
万吨！”回眸发展路，建三江分公司大兴农
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高海军
感慨万千。

有良方也要有良田，建三江人深知这
一点。近年来公司不断推进水田标准化
改造。“改造后格田大，春天打浆、秋天收
地，大车干活那个叫一个快！”大兴农场有
限公司科技示范户胡春光告诉记者，水田
标准化改造彻底解决了土地资源浪费、费
工、费时、费力、费水、费钱的六大难题，同
步完成了标准格田替代一般格田、黑土保
护、绿色农业等多个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战
略要求。

2021年，北大荒集团粮食生产实现
“十八连丰”，总产超过 460亿斤，增产 30
亿斤，实现了播种面积最大、粮食产量最
高的历史性突破。其中，建三江分公司实
现粮食总产671万吨，比五年前增加30万
吨。

今年按照目前测产情况，北大荒集团
“十九连丰”已成定局。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一直是建三
江的坚定目标。2021年，建三江农业科技
贡献率79.55%，科技成果转化率98%。

如今，依托科技加持，建三江的“新农
人”把种地玩出“新花样”。无人机车在水

稻田里进行耢雪散墒作业有自动导航定
位，千米作业横向误差不超过 2.5厘米。

“不仅是耢雪散墒，目前在红卫农场水稻
生产实现耕地、整地、播种、植保、收获等
全程机械化。”建三江分公司红卫农场有
限公司农业发展部负责人李岩介绍，不但
生产环节实现全机械化，田间管理更是达
到了智能化，种植户只需在手机上下载一
个智慧农业APP，就可通过智慧农业大数
据应用服务平台查看地里的情况，管理稻
田。

据李岩介绍，智慧农业大数据应用服
务平台通过卫星影像和多光谱无人机影
像，形成一个全场农作物的长势图，再通
过连接种植户地里的监控及平台大数据
分析，科学指导种植户进行田间病虫害、
叶龄诊断、水肥管理等工作。

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只是建三江分公
司 6个智慧农场中的一员。在大数据及
先进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建三江分公司通
过对设施、装备、机械等远程控制、自主决

策，实现“无人农场”全天候、全空间、全过
程无人作业，覆盖耕种管收各个环节。

有土斯有粮。珍贵的黑土资源是建
三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每年春播前，大兴农场有限公司农技
推广中心化验室工作人员都通过试验，准
确测定出土壤中含有的有效磷、速效钾、
有机质等含量，并记录测定结果，根据不
同作物所需，科学制定施肥建议，及时告
知种植户，引导其科学施肥、合理节肥。

截至 2021年底，建三江分公司累计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748.25万亩，持续实
施“三减”地块1000万亩以上。

从将黑土地保护纳入现代化大农业
提升发展工作方案重点考核项目和“十四
五”规划重要项目，到制定下发《黑土耕地
保护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健全黑土地保

护长效机制；从每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测深施肥、节水控灌、变量施肥施药等减
肥减药技术措施 1000万亩以上，到应用
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504.8万亩、秸秆全
量还田98%以上；从与中科院联合签署国
家级重大黑土耕地保护课题即“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项目，到“三江模式”被列为
《国 家 黑 土 保 护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年）》主推技术；从建设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15
个、面积 459.5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46%，到全口径有机认证面积23.18万亩，
建三江分公司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行之
有效的举措，让良好的土壤生态环境和丰
富的域内资源成为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底气所在、信心所在。

航化作业。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建三江：打造智慧农场 端稳“中国饭碗”

湿地守望者守望者

今 日 看 点

本报讯（记者狄婕）记者从黑龙江证监局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达到 114.55亿元，同
比增长 73.67%。其中，上市挂牌企业实现股权融资 12.83
亿元；通过发行一般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证券公司
债券等方式实现债权融资 62.72亿元；发行绿色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碳中和)融资39亿元。我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
模增长显著，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水平稳步提升，上市
后备企业、在辅导企业、在审企业、过会企业数均创多年新
高。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加大
支持上市力度，一系列诚意满满，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相继
出台。今年印发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
进企业上市工作的意见》，省“十四五”规划首次将资本市
场发展写进五年规划，明确力争新增上市公司30家以上。

各级领导干部包联重点企业、建立服务企业“快速通
道”和解决问题“绿色通道”机制，帮助企业办实事，当好企
业“服务员”，推动企业提振信心、稳住经营、加快发展，切实
解决利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对企业境
内外首发上市、新三板挂牌以及外省上市公司迁址落户龙江
的，给予200万元至1000万元奖励补助；省内上市公司实现
再融资的，奖励最高150万元。

随着省内各相关单位同向发力，“紫丁香计划”逐步开
花结果。7月，森鹰窗业、国铁科技 2家企业 IPO注册申请
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计划募集资金合计 13.73亿元。9
月，敷尔佳上市申请通过深交所审核，计划募集资金 18.97
亿元。此外，全省还有 7家企业在审、9家企业在辅导，后
备企业梯队初步形成。

在推动企业上市的同时，我省还实现了通过多渠道对
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水平稳步提
升。从融资规模来看，今年以来除了已经实现直接融资
114.55亿元外，还有广联航空等 8家公司正在推进近百亿
元融资项目，其中，博实股份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5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申请已于近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从融资渠道来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类型、不同
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了融资支持。今年以来，
上市公司宝泰隆定向增发融资 12.37亿元；新三板挂牌公
司艾瑞技术、科能熔敷定向增发融资0.46亿元。上市公司
中航产融、湘财股份通过发行一般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等方式实现债权融资 58.32亿元，江海证券发行证券
公司债融资 4.4亿元。同时，中航产融作为原始权益人通
过发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碳中和)融资39亿元。

当前，我省资本市场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成效显著，龙江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能力
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融资支持、助
力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功能进一步显现，服务龙江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资本市场“龙江板块”亮点
不断、气势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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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利红）日前，记者从
省住建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城镇老旧小
区年度改造计划开工35万户，截至9月
中旬开工39.69万户，开工率113.4%。

佳木斯市郊区的亚麻小区居民王
丹高兴地说，在小区改造前，住建部门
征求居民意见，按照百姓诉求进行旧
改，这样旧改心里舒服。1985年建成的
亚麻小区，这次旧改8栋楼房，总建筑面
积4.29万平方米，改造内容涉及排涝雨
污分流设施、小区监控、垃圾分类容器、
屋面维修等二十余项目。该项目采用全
过程咨询总承包形式。在进行旧改的同
时，还修建了 1.12 万平方米的亚麻公
园。目前两项工程完成总进度90%。

今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
以来，省住建厅大力推行 EPC工程总
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施工组织方式
的同时，着力解决改造中群众反映问题
渠道不畅等问题，开展多次专项督导落
实各地改造项目现场设置居民调解处
及加强项目现场管理，居民满意度显著
提高。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建华区、铁锋
区今年有 18个旧改施工项目，旧改面
积 179.6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2.48 万
户。目前，楼本体改造工程基本完成。
在加强智慧工地建设的基础上，施工现
场采用无人机巡查方式，对项目实现全
程录像、管控。

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开工率113.4％
惠及39.69万户居民

念好生态致富经

我省如何借“林”发力？
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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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9日电 9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
欧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欧大陆充满发展活
力和潜力，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重点区域。近年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促进中国和亚欧地区国家互
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以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台，弘扬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
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日在
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为“共商、共
建、共享、合作向未来”，由商务部、外交
部、中国贸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等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七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月 19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
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
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
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

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
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
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

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当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务实推动构建富有韧性的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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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月 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深厚。建
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福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

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中多友
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
愿同福雷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巩固政治互信，在共建“一
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深化各
领域合作，推动中多关系迈上新台阶，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福雷表示，多中建交 50年来，两国伙

伴关系坚定稳固、富有成效。在两国领导
人共同关心和推动下，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壮大，硕果累累，惠及两国民众。中国始终
是多哥探索全面、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关
键战略伙伴。我们赞赏中国一如既往坚定
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致力于强化中非伙
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多哥毫不动摇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
努力，推动多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

就中多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互致贺电

中办印发《规定》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