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5日，省级重点项目黑河孙吴风电
平价上网项目工程顺利完成首台风机吊装，
标志着孙吴风电项目建设已进入风机吊装
阶段。

黑河市新能源产业专班通过采取挂图
作战等强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新能源项目
推进力度。嫩江红石砬水电站项目已建设
完工，正在向省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并网手
续。北安10万千瓦风电项目已累计完成投
资 7.4亿元，预计年底前建成并网。北安整
市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于 1月中旬正式开
工，现已完成入统投资超过5000万元。

黑河市持续加强新能源项目争取工
作。通过全市共同努力，北安国能建华
150MW 风电项目、嫩江多宝山源网荷储
200MW风光一体化项目、逊克县宝山乡重
电 200MW风电平价上网项目已取得省发

改委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正在加快办理相
关手续。

9月 6日，逊克县召开重电 200兆瓦风
电项目专班推进会议，快字当头推进风电项
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专班各部门尽全力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积极配合企业完成各项
报告编制，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审批时限。
用最短时间完成征占地，确保按规定时限开
工建设。

目前，黑河市一批新的新能源项目将启
动建设，黑龙江北安建华风电项目、逊克重
电风电平价上网项目、嫩江多宝山生态矿山
（冶炼）经济园区源网荷储项目一期风电和
光伏项目、中广核五大连池和平 200MW风
电项目等新能源项目，正按照今年进度指标
加快推进，这些大项目预计总投资超过 40
亿元，装机总容量750兆瓦。

加大力度推进新项目 早争取早储备早建成

黑河新能源产业建链成效凸显
□文/摄 本报记者 邵晶岩

今年，黑河市新能源产业项目建设提
速，多点开花。北安10万千瓦风电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7.4亿元，预计年底前建成
并网。孙吴5万千瓦风电项目已累计完成
投资3.1亿元，计划年底建成投产。大力
培育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十四五”期间
黑河市产业布局中的重要篇章，重点打造
新能源产业链条，努力将黑河建设成为我
省重要的电力输出市和新能源产业基地。

记者在黑河市发改委了解到，黑河
市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富集，适宜将水
能、风能、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具有发展
新能源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

在水能资源方面，全市有大小河流
631 条，地表径流总量 105.94 亿立方
米。根据水务部门资料统计，全市水能
资源理论蕴藏量约为340万千瓦，可开
发量112万千瓦，具有蕴藏量大、分布面
广、相对集中、开发较少等特点。

在风、光资源方面，黑河市的风能资
源具有分布范围广、稳定性较高等特点，
年平均风速可达5~8秒，可利用小时数
在2600~3000小时，是全省风电开发的

“富矿区”之一，适合建设大中型风电场。
黑河属于太阳能资源二类地区,

年实照时数在 2300～2900小时之间，
平均时数为2600小时，具备日照时间
长、日照强度高、空气透明度好，光伏
发电太阳能吸收转化率高等优势，适
宜发展太阳能发电项目。

此外，农作物秸秆作为生物质资
源，也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2021
年，全市秸秆资源总量达到 465.76万
吨，可收集秸秆量 405.2万吨。“风电、
水电规模正在扩大，光伏发电因地制
宜在全市铺开，逊克县、五大连池市生
物质发电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正
在将各种资源都转化成项目，进而发
展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黑河市发改
委能源科科长于涛说。

目前，黑河市建成运行水电站共
11座，总装机容量15.34万千瓦，设计年
发电量3.4亿千瓦时。已建成爱辉区罕
达汽大黑山风电场，装机容量10万千
瓦，年发电量2.6亿千瓦时。已建成分
散式风电项目6个，总规模32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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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和今年初的政
府工作报告，都把发展新能源产业、建设新能
源产业基地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今年以来，
黑河市委、市政府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历史机
遇，坚持统筹安排和强力推进，积极打造新能
源重点产业链，着力在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对
接企业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建设等方面
下功夫，黑河市新能源产业链建设成效凸显。

为进一步厘清新能源产业发展思路，黑
河市多次同苏州中咨公司对接洽谈，聘请外
脑编制新能源产业规划。目前咨询设计部
门已编制完成新能源产业规划初稿，正在进
一步调整完善。

黑河市组建新能源产业专班，锚定国内
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集团，建立招商
引资目标企业库和项目投资机会清单库。
全市各级政府先后同华电福新能源、三峡集
团、国家电投等公司签订了黑河市百万千瓦
级风光储一体化、北安市新能源装备制造、
嫩江市清洁能源供暖等多个项目框架合作
协议，积极谋划水电、风电、光伏、源网荷储
等一批新能源项目。

此外，黑河市在原有风电设备组装项目
基础上，继续引进建设风机组装、叶片制造
等项目，力争培育全省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
造基地。

加强顶层规划设计 建好新能源产业基地

火

本报讯（记者邵晶
岩）小厕所，大民生。“厕
所革命”是以实际行动改
善城乡人居环境、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北安市坚持把农村

“厕所革命”作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以组
织领导、群众动员、规划
实施、后续管护“四到
位”，高质高效推进“厕所
革命”，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农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北安市农村改厕工
作主要以室内水冲式为
主，2019 年以来采取“自
建管网”“三格化粪池”

“户用化粪池”“集成净化
槽”等模式，累计改造农
村户厕 1241 座。截至目
前，全市农村常住户保有
农村卫生厕所 9597户，卫
生厕所覆盖率 71.26% 。
同时，这个市开展农村厕
所排查整改“回头看”工
作。他们成立了农村“厕
所革命”工作推进组，建
立四级改厕网格化包保
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层
层压实责任，严格按照
省、市整改工作方案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

作措施，组织乡镇和部门对2013年以
来建造的问题户厕开展“拉网式”排
查，9月末前将全部整改完成，彻底解
决户厕问题。

与此同时，北安市积极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制定了实施方案和督导检
查工作实施方案等，累计出动人员
7920人次、车辆 5490台次，共清理村
庄垃圾 7850吨、边沟 42.5万米，修复
栅栏 4350米，清理农户庭院 2900户，
拆除无人居住泥草房 14963间，村容
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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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要
求相关部门加大入山
人员管控力度，严管
野外火源，加密高火
险区巡查监管频次，
确保“封住山、看住
人、管住火”。要求备
好备足扑火机具、大
型机械设备、油料、防
护装备等物资。强化
应急处置，及时发布
高火险预警预报信
息，加强专业扑火训
练和实战化演练，广
泛开展防火宣传教育
和相关法律政策解
读，坚决打赢秋防攻
坚战。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秋防攻坚 加密巡查防住

嫩江市前进镇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嫩江市前进镇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爱辉区大黑山风电场爱辉区大黑山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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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欣 迟芷欣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近日，逊克县奇克镇边疆村，机械车辆正在钻孔立杆，
施工人员忙着架设光缆。逊克县副县长吴桂香、县文广旅
局局长王洪东、中国广电逊克县分公司总经理宁野现场启
动光缆熔接，省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逊克县智慧广电项目正
式开工。

“在全省 18个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项目中，逊克县率先
完成可研编制、初步设计、招投标和签约，率先开工建设。”
宁野在现场介绍。

实施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对拓展广电网络服务内容和
方式，提高边境地区党委政府的信息发布和应急管理能
力，丰富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维护边疆安全
稳定、强边固防、兴边富民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项目开工现场，逊克县分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关鹏正
指导施工人员进行光缆架设。“这个项目要对原有网络进
行升级改造，并实现边境区域有线电视网络全覆盖，利
用有线电视传输网，建设好公用文化平台和广播电视服
务平台，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新建杆路、架设光缆，接入网
建设。”关鹏介绍说，该项目将在 2023年年底前完成结项
验收。按照要求，今年年底前完成施工总量 80%，为抢抓
施工期，中国广电逊克县分公司派出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和施工人员近 80人进行项目施工，确保按计划完成工
程进度。

逊克县委、县政府表示，将以“开工就是决战，进场就
是冲刺”的决心和干劲，专班运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与
广电公司密切配合，确保将项目打造为阳光工程、安全工
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

逊克智慧广电项目
“开工即决战”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近日，省文旅厅下发文件正式评定黑
河市新生鄂伦春民俗旅游景区、孙吴县胜山要塞景区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大大提升了两个景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新生鄂伦春民俗旅游景区位于黑河市爱辉区新生乡，在景
区内可以参观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岭上人博物馆、瑟尔魄乌
娜吉桦皮手工艺厂，游览博奥韧广场、原始部落体验区，体验鄂
伦春迎宾仪式、鄂伦春族抢亲，参与桦树皮、狍皮等鄂伦春传统
手工艺品制作，观看口弦琴、摩苏坤说唱、鄂伦春族歌舞表演，参
加篝火晚会等旅游项目。

孙吴县胜山要塞旅游景区是以二战遗址遗迹和森林生态资
源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景区先后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中国两极穿
越·网红打卡地。该景区是以胜山要塞为主体，将校俱乐部、特
仓指挥中心、飞机场、中将官邸等一大批战争遗址为辅助的特种
旅游区，是黑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重要旅游景区。

新生鄂伦春民俗和
胜山要塞获评4A级景区

本报讯（郭洋 张泉 记者邵晶岩）9月以来，黑河市爱辉区
马铃薯进入收获期。今年，全区 3000亩马铃薯呈现出面积增、
单产增、总产增的向好态势，与去年相比，每亩产量的增量达到
了1000斤。

西峰山乡晶永马铃薯合作社的商品薯，成为今年合作社产
能提升的关键量。作为爱辉区马铃薯主产区，今年，西峰山乡增
加了尤金885、兴佳2号等商品薯的种植面积。西峰山乡副乡长
王慧介绍，今年，西峰山乡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增至2000多亩，产
量达到了每亩地6500斤，预计每亩地增收800多元。

近年来，爱辉区大力发展优质种薯产业。2022年，爱辉区
种植马铃薯 3000亩，主要分布在罕达汽镇和西峰山乡，品种包
括尤金885、EV黄金薯、实验一号、中薯五号。他们通过连片机
播栽培方式，每亩节省投入100元。

爱辉区马铃薯
亩增产1000斤

收获马铃薯。 郭洋 张泉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启动光缆熔接。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新生乡景区秋色。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刘增伟 本报记者 邵晶岩

2019年至2021年，黑河市实施高标准农
田项目 23个，投入资金 19.3亿元，建设高标
准农田 170.2万亩，累计增产粮食 1亿斤，农
民增收2亿元。

近年来，黑河市坚决扛起稳粮食安全重
任，加快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建设灌溉和排
水、田间道路及配套生产设施、农田防护和生
态保护、农田输配电、耕地质量提升五大工
程，让“粮田”变“良田”，不断提升黑土地品
质，有效提高现有耕地产出效率，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及抗风险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近日从黑河市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了

解到，2022年，黑河市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 9 个，建设任务 99.44 万亩，同比增长
45.8%，总投资 12.96亿元，增长 54.8%。争取
项目资金和建设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实现
较大突破。

黑河市坚持抓开工、抓进度强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实行“10天一调度”等超常
规推进举措，倒排工期，落实任务，跟踪进度，
形成狠抓项目建设的强劲态势。同时，将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工作纳入市委督办范
畴，以“日跟踪、旬通报、月总结、实时调度”的
方式督办检查。

优化评审流程，缩短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工期。黑河市农业农村部门成立工作专
班，层层压实责任，制订工作计划，提前介入
指导。为加快评审进程，采取压茬推进、随报
随审等办法，8名专家组成项目评审专家组，
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

行评审。针对各县（市、区）编制初步设计进
度快慢不一等实际情况，报到市里一个，立即
批复一个，为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尽早尽快
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强监督检查，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
量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多种方式强
化高标准农田项目市级日常监管。以调研、
督导等方式不定期深入项目区监督检查和现
场办公，及时解决突发性问题。施工期内，市
农业农村部门有序深入各项目区，抽查各项
工程质量。严格核查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资
质及人员配备情况，避免工程转包和借用资
质现象发生。实行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定期
调度制度，及时掌握全市各地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情况，强化项目监督管理。

创新评价监督考核办法。通过听取汇
报、实地监督、走访相关人员、查阅资料等方

式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责
任监督贯彻全过程，做好对各县（市、区）高标
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工程建设廉政监
督。将项目建设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区域
和具体地块。

在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不断的推进
下，将中低产田改造成为“设施配套、全面节
水、道路畅通、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优质安
全、科技先进、节本增效、生态和谐”的高标准
农田，全市农业基础不断夯实，耕地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显著提升，土地的产出能力稳步
提高，项目区大豆每公顷增产 420公斤。同
时，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土地集中连片
和规模经营优势，有效促进耕地高效合理流
转，推动了种植大户和农机合作社标准化、机
械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加快了农业现代
化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高产稳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