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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委托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开展的2021年度省级政
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第三方调查评估报告发
布。在这场政务服务能力国考中，哈尔滨一体化政务服务总
体指数由“高”组别升至“非常高”组别，处于全国最高档。这
一成绩，缘于哈市对营商环境驰而不息的优化。

十年来，哈尔滨对标全国最优，以重构体制机制为突破
口，一以贯之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世界一流营商环境，让良好的营商环境成为经济发
展的“先手棋”、招商引资的“强磁场”、释放活力的“稳定器”。

日前，哈市“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2.0版”在全省率先实现
系统受理、全程网办。此项服务是哈尔滨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范例之一。近年来，哈尔滨坚持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抓手，用创
新驱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推进事权下放，优化审批流
程，压缩审批时限，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
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截至目前，下放市级事项643项。调
整规范市级权责清单，现有行政权力 4453项。通过系统重
构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事流程，推出“我要开
饭店”等144个“办好一件事”事项。

以“一网一窗一次”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持续对标比优、
流程再造，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以“全
国最优、时限最短、要件最少”为标准，对市本级和区县
（市）级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多轮优化。37个部门 1405项政
务事项中有 1376 项达到全国最优。加快推进“一网通
办”，哈尔滨市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 96%，不见面办理率
67%，平均跑动次数 0.41 次。与多个城市开通“跨省通
办”，市民大厦跨省通办窗口可办理海南省的户籍、社保
等高频事项437个。

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范围内，“码上诚信”已经
应用于行业综合许可证，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近年
来，哈尔滨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和
支撑，将信用建设全面融入营商环境。2021年2月1日，《哈
尔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省首
部、全国第六部市级地方信用建设法规。在全国率先开展

“码上诚信”和“一业一证一码”改革以及“承诺即修复”，从企
业需求侧出发，建立极简修复机制，已为1135家企业办理极
简信用修复，实现“存量”清零。在全省率先启动“信易贷”，
目前授信 258.54亿元。哈市“码上诚信”“信易贷”两项工作
荣获全国优秀信用案例。

哈尔滨哈尔滨 踔厉奋发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踔厉奋发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硕果盈枝。十年，是时间的标尺，也
是发展的高度，更是奋进的跨度。

从2012年到2021年，哈尔滨市经济总量从3186.6亿元
跃升至5351.7亿元，经济首位度由28.9%跃升到36%、位居全
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三位。2021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265.9亿元，是2012年的4.1倍；“4+4”现代产业体系规
模达到 6593 亿元；实现进出口总值 344.6 亿元，同比增长
35%。一体化政务服务总体指数晋级全国最高档。空气质量
状况排名全国第三，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10 天，
PM2.5浓度下降到37微克/立方米，创有监测数据以来最
优……一组组数据，见证了十年来哈尔滨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喜人成就。

踔厉奋发启新程，笃行不怠向未来。站在新
起点上，哈尔滨锚定转型发展不松劲，爬坡过坎
奋力前行，以昂扬之姿开启新时代现代化强
市新征程。

□本报记者 韩丽平 马智博

2022年9月21日，思灵机器人北方基地项目在哈尔滨新
区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全球智能机器人“独角兽”企业思灵机
器人投资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哈尔滨新区乃至我省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加快集聚高端
专业技术人才，为建设“质量龙江”“创新龙江”增添又一重量
级砝码。

2015年12月16日，全国第16个国家级新区获批，自带先
行先试基因的哈尔滨新区，引领哈尔滨发展踏上新征程。截至
2021年，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386家企业通过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同比增长77%；科技中小企业备案859家，同
比增长62.38%；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达到197家，国家级研发创
新机构 92家，已形成从工业科技到农业技术，从航天工程到

“三海一核”，从动物生物制品到玉米工程的多门类、全链条的
科技支撑格局。

一座新城的崛起，除了自身作为，更多的是抓住了历史性机
遇——国家级新区获批、自贸试验区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获批……

2019年8月30日，随着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
牌，哈尔滨片区借“五区叠加”的政策利好迅速释放出强大的
磁吸力。头部产业大咖纷纷北上，大手笔在这里布局大项目。

近日，哈尔滨新区智谷大街与万宝大道交口处，一派火热的

建设场景引人注目。这里是正在建设的哈尔滨中俄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正是看好哈尔滨新区“五区叠加”政策优势，国内领
先的农批平台运营商和服务商——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北上“落子”新区。

“大项目是宝”，这是哈尔滨新区上下的共识。自2019年以
来，连续三年协议引资额超千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363个，7个
世界500强企业扎根新区，9个超百亿元项目落地开工，深圳海
邻科集团、宁波江丰电子等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南雁北归”，唐山
建华集团等一批域外企业整体搬迁落户新区。

哈尔滨新区的崛起，是十年间哈尔滨经济发展蓝图上最
为亮眼的一抹色彩。

这十年，哈尔滨经济综合实力跨越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
2021年的5351.7亿元，经济首位度位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
第三位。

这十年，哈尔滨创新活力持续加速释放，强化数字经济、
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顶层设计，并配套出台了支
持政策。25MW双燃料中小型燃气轮机、6AT自动变速器等一
批国内领先的新产品投放市场，“4+4”现代产业体系规模达到
6593亿元。2021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265.9亿元，是
2012年的4.1倍；专利授权量达到22231件，是2012年的2.3倍；
全社会R＆D投入强度达到2.5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22年8月22日22时7分，一架装载41.4吨货物的飞机从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直飞美国洛杉矶，哈尔滨-洛杉矶货运包
机航线成功首航。

此班包机承运了服装、日用品、家用电器和箱包等货物，总
货值约 530万元。这条航线是国内到北美飞行时间最短的航
线，预计全年货运量6000吨，能满足跨境电商和一般贸易等不
同贸易方式下各类型货物的高效运输需求。

哈尔滨地处东北亚区域核心腹地，是我国毗邻北极圈、北
美地区最近的区域，也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良好
的航空区位优势为连接中国和欧洲、北美地区提供了重要运输
通道。

十年来，哈尔滨口岸得到长足发展。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成为国家十大国际航空枢纽，与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
易往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2021年，全市实现进出
口总值 344.6亿元，同比增长 35%。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开通
了 296条国内、国际航线，成为中国北方重要航空枢纽。口岸
功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已建成机场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

地、机场进境种苗指定监管场地、松北锦鲤（观赏鱼）进境隔离
检疫场。

同时，哈尔滨国际物流枢纽建设成效显著，现已形成航空、
铁路、公路立体化“三位一体”多功能国际货运通道。哈尔滨至
莫斯科公路国际运输线路于2016年开通，截至2022年8月，累
计发运6481车次，运载货量8.19万吨。哈尔滨－绥芬河－叶卡
捷琳堡跨境电商陆运线路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对俄航空货运通
道 2013年开通，至 2022年 8月已累计飞行 1138班次，载货量
28041吨。现已开通4条哈尔滨直达莫斯科货运包机航线和1条
哈尔滨至洛杉矶货运包机航线。

对外开放成绩亮眼，哈尔滨在扩大“朋友圈”的同时，还不断
强化市场消费潜力的释放。从商贸业态升级入手，2012年以来，
持续推进中央大街步行街、秋林商圈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提升，促进商业、文化、旅游资源统筹协同发展。目前，中央
大街步行街已列入全国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中华巴洛克
传统商市历史文化街区步行街和五常市建设大街步行街也被确
定为首批省级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初秋时节，10万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在哈尔滨群力外
滩湿地绽放。花海、母亲河、湿地……这样多彩的画卷，既是
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哈尔滨对生态环境潜心保护的结果。

十年来，哈尔滨自觉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向环境污染宣战，打响了一场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十年沧桑巨变，背后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冰城决心
和勇气，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十年来，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之美从理想照进现实，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并向着“宜居幸福之都”的目标
加速前行。

天蓝、水清，是城市生态环境向好的显著标志。十年来，
哈尔滨持续推进原生态、蓝天、碧水、净土、美丽乡村“五场保
卫战”，奋力守护“冰城蓝”。

以结构调整、清洁能源、拆炉并网等综合举措治理大气污
染，交上优异答卷。2019年8月，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空
气质量状况排名中，哈尔滨位列第三名。2021年，哈尔滨全年
优良天数达310天，创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以来历史最好指标。

开展水系综合治理，对城区46条重点水系整治，实现了
阿什河消除劣五类水体，城区流域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2021年，哈尔滨实现了少陵河、蜚克图河双双消劣，全市 25

个国考断面劣五类水体全面清零。
土壤污染治理基础不断夯实、危险废物管理安全可防

可控、9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农村环境持续
改善……伴随着一个个生态治理项目的相继实施，百姓的
获得感显著提升。

近日，作为哈市年度城建重点工程，群力第一大道污水
管线改造工程己完成钢板桩支护、降水、沟槽开挖、CFG桩
基础施工，管道安装和检查井已完成70%，预计10月底主体
工程完工。

启动松花江水源供水工程建设，新增松花江水源供水能力
38万吨/日；完成老旧排水管线改造40.06公里，城区排水管网
密度达7.7公里/平方公里；全市79台10吨以上供热锅炉实行
并网改造或改用清洁能源，集中供热普及率达95%；新建天然
气加气站43座，燃气管网建设里程达4500公里，燃气普及率达
100%……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宜居冰城的重要支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同步开展。截至目前，累计退耕
还湿42530亩，湿地面积达19.87万公顷，现有湿地类型自然
保护区 8处，面积 10.17万公顷；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16处，面
积2.03万公顷。1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管理台帐。市属
有林地面积达到 91.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6%；草原
面积51562.67公顷，综合植被盖度83%。

进位赶超步履铿锵爬坡过坎

“朋友圈”满满“国际范儿”开放赋能

生态蝶变向美而生深耕细作

政务服务领跑全国优化打磨

①哈俄班列。资料片
②吊运板材。
③赶订单。
④工人测量产品尺寸。
⑤现代化车间。
⑥两河口3号机顶盖进行测尺。
⑦松花江铁路景观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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