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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10月 31日，由东
轻提供关键铝材的长征五号B遥四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梦天”实验舱
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经过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东轻铝材实现高质量满足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需求。

对于东轻科研人员来说，在中试
基地、实验室和各生产现场跟踪试
验、试制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为了找
准关键变量与试验结果的关系，需要
连续数十个小时蹲守在试验场，但是
大家乐此不疲，这背后原因是东轻新
推行的科技改革。改革后，科研人员
的非科研任务大幅减少，他们可以全
身心投入到科研事业中。特别是随
着科技创新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科
研人员的培养机制、晋升渠道、激励
政策持续优化，科研队伍干事创业的
热情空前高涨。

“东轻连续4年荣获‘中国航天突
出贡献供应商’荣誉称号，两个航空
航天用产品荣获国家工信部制造业
单项冠军；成功开发拓展系列战略性
产品，成为国内唯一具备机翼壁板供
货资质的企业……科技改革将东轻
加速打造成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进
程，创新春潮涌动，发展后劲十足。”
东轻技术中心主任丛福官自豪地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厂房，

还没到开工时间，东轻精密制造公司
铆焊班组便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干
劲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从改革中
来。东轻结合精密制造公司实际进
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外部资本的
同时，强化了对民营企业管理理念的
吸收和“本土化应用”，以铆焊班组为
试点推行模拟承包经营管理，赋予营
销权、采购权、用工权，大家工作劲头
更足。

东轻精密制造公司董事长吕建
伟说：“三年来，精密制造公司坚持

‘混’与‘改’并重，在引入社会资本的
同时，持续完善企业治理，健全市场
化经营机制，建立责权利对等统一的
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激发关键岗位
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前三季度，精密制造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长125%。

在特材公司，骨干员工持股改
革令人津津乐道。“大家从打工人变
成了股东，公司效益直接决定我们
的收入和分红，现在大家完全是给
自己家干活的姿态，主动找活干，推
着工作走，不仅关注产量、质量，还
主动想办法压降成本。”东轻特材公
司HK作业工区甲班班长吴海权高
兴地说。三年来，特材公司净利润
增长 202%。

改革让“铝巨人”东轻活力迸发

□刘夕营 魏颖旭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在 2022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
品产业博览会和黑龙江大米节上，龙江
森工集团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心组
织、认真谋划，旗下 16家企业的食用
菌、坚果、粮油、紫苏、蜂蜜、浆果、北药
等近 200种美味、健康、原生态的产品
亮相展会，吸引了众多关注目光。

森林食品是高于有机食品的无污
染、原生态、高品质、高营养的健康自然
食品。黑森品牌产品均在龙江森工林
区原生态森林环境下生长，具有原生
态、无污染、非转基因等特性。

据龙江森工黑森绿色食品集团负
责人介绍，他们携旗下 12大系列森林
食品线上参展。“黑森”作为森林食品集
团龙头品牌，将来自青山绿水间的好木
耳、来自北纬 52°中国蓝莓之乡的好蓝
莓、来自龙江森工林区海拔 2000米以
上原始森林的好蜂蜜等特色高端森林
食品集中亮相。

“饮料颜色怎么这么好看？”“拒绝
科技狠活，为配料表干净的饮料点赞。”

本届国际绿博会和黑龙江大米节线上
展示期间，五味子饮料成为名副其实的

“明星”产品。作为清河林业局有限公
司独具特色的森林食品，五味子饮料可
谓是一枝独秀，它不仅填补了产品的行
业空白，产品的理念也与此次绿博会

“绿色、健康、发展”的主题契合。配料
表干净，没有香精和色素，让消费者在
享受饮品的酸甜爽口时，也能带来健
康。

在线上绿色食品展区，柴河林业
局有限公司威虎山饮品公司生产的
松仁露格外亮眼。“松仁露以红松果
仁为原料，经过 12道工序加工而成，
以其纯天然、无污染的品质和丰富营
养的价值，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成
为日常饮用和节日馈赠亲友的佳
品。”威武山饮品公司副经理高忠臣
介绍说。

干红葡萄酒、原汁葡萄酒、利口葡
萄酒……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龙森山
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山葡萄酒系列
产品酒香四溢，备受“云”上逛展会的网
友们青睐。

据了解，林口局公司具有 40多年

的葡萄栽培及葡萄酒酿造历史，葡萄庄
园年平均无霜期125天左右，年降雨量
580毫米~650毫米，年日照时数为2590
小时，产出的山葡萄具有色度重、酸度
大、单宁含量高等特点。

寒地浆果沙棘是林业转型发展后
退耕还林的一项新型产业项目，既能增
强生态效益也能实现经济效益，成为龙
江森工一张靓丽的名片。比较普通沙
棘，八面通局公司选种的寒地浆果沙棘
品质独特，味道纯正，具有
易成活、产量高、果
粒大、易采摘等
优点。寒地
浆果沙棘果
实 中 富 含
428 种营养
活性成分，
富含维生素
C、维 生 素
E、类胡萝卜
素等多种营养
成 分 ，被 称 为

“生物活性物质
宝库”。

森林食品绿放光彩

□李棠 邵光栋 本报记者 贾红路

法治化是优良营商环境的根本保障。铁力市通过
法治化手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构建完善稳定、公
平有序、优质普惠的法治制度环境、法治市场环境和法
治服务环境，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
投资兴业营商环境，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创业创新创造
活力。

近日，铁力市一家企业在案件胜诉后，银行卡里很
快收到了被退回的诉讼费，原来，这是铁力市人民法院
探索涉企案件诉讼费“马上退”的新举措。自 10月以
来，铁力市人民法院将涉企案件诉讼费退费手续由案
件承办人根据案件诉讼费承担情况主动发起审核办
理，变更为不再需要当事人申请，也不再需要往返法院
与银行办理，而是通过网上就可以将诉讼费划入当事
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今年 4月，铁力市人民法院还出
台了《涉企业案件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符合条件的企
业可申请缓交诉讼费用，为企业减轻了负担。截至目
前，已经为涉企业案件缓减免诉讼费750346元。

致力于构建完善稳定的法治制度环境，铁力市积
极推进简案快审、繁案精审，通过加强立案引导，完善
案件分配机制，对于符合简易程序的案件全部立为简
案，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全部立为小额案件。全市法
定审限内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天数34天，法定审限内结
案率 99.85%，一审服判息诉率 98.07%，民商事案件审
判流程信息100%公开。

通过网格化管理积极推广诉前调解，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诉前、化解在当地。铁力市探索推行“大调解”
工作格局和“党建+人民调解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模
式，在人社、政务服务中心等 18个市直属单位建立了
行政、行业调解组织。铁力市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累
计受理涉民营企业、私企案件 114件，调解成功 85件。
建立健全“多元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机制，铁力市引
导民营企业向法院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赋予
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解决了企业执行后顾之忧。

走进位于铁力市司法局的老曹工作室，“调解千家
事，温暖万人心”的温馨话语映入眼帘。2021年起，铁
力市司法局专门请回已经退休的调解专家曹殿良，同
时富有法律实务经验人员共同加入，创新打造了矛盾
纠纷调解的“专家门诊”——老曹工作室。一年多来，
老曹工作室的调解员们坚持用真情消除隔阂，用法律
定纷止争，于情于理于法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铁力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孙同辉介绍，铁力市司法局在人民法院建立了
诉前调解组织，在人社、市监、政务服务中心等建立了行政、行业调解组织，
对矛盾纠纷进行了有效化解，在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着力构建优质普惠的法治服务环境，铁力市积极推进法律服务延伸至
基层一线，对全市基础条件薄弱的村屯、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进行规范化建
设，136个村居(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已全部建成，覆盖铁力区域内的
全部村屯、社区、林场所及铁力农场。

记者近日在王杨乡建设村的公共法律服务室看到，有群众正在这里进
行法律咨询。随着大家法治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运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杨乡建设村党支部书记、市级优秀人民调解
员苏江说：“自从咱们村有了法律服务工作室，村民有啥矛盾、纠纷，在法律
上不明白的，就到这里来了解一下。司法部门也会定期到法务服务室来做
宣传。现在，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家里遇上点事情，也都知道主动来
寻求法律帮助。”

以“法律明白人”带动普法，铁力市实施了“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截至
目前，全市共有283名“法律明白人”，90户学法用法示范户，极大提高了基
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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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猛 本报记者 孙伟民

龙江大地，高铁穿梭，沿途风景，累累
如珠。日前，记者走进牡佳高铁鸡西西站
的所在地柳毛乡，昔日交通不便的小镇如
今变成了高铁沿线的美丽乡村。亲眼目
睹高铁疾驰而过带来的巨大变化，鸡西市
恒山区柳毛乡党委书记陈默内心很是感
慨，他告诉记者：“高铁开通后，依托高铁
站在我乡域内的优势，柳毛乡的变化真是
太大了，仅招商引资这一项，我们今年接
待的投资考察调研团队，就比之前几年加
起来还多。”

龙江风景，金秋最美，鸡西西站的风
景，尤为不同。

秋天到鸡西的旅客，在牡佳高铁鸡西
西站下车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站前莲
花湖畔的金色稻田。在鸡西人的心中，

“柳毛稻”的口碑当仁不让，如今高铁开通
了，往返的乘客们也有机会尝尝这香喷喷
的稻米了。

“柳毛乡是小盆地气候，有独特的沙
质土壤，稻米种植期相对长，米粒饱满、口
感好，我们的‘柳毛牌’大米，将是我们筹
划特色产品专营店的主打商品，届时往返
鸡西西站的乘客只要稍稍驻足我们村头
的特色小店，就可以把这份本地特产当随
手礼物购入，和高铁列车一起走向全国各
地。”柳毛乡党委委员、副乡长亚坤霖告诉
记者，柳毛乡在去年全面完成了农田池
改，在增加了耕地面积的同时，提升了农
作物产量。他们以“智慧农业”为发展方
向，着力打造“品牌农业”，在乡里的“互联

网+农业”高标准示范样板基地里，所有涉
及农田种植的数据信息，都会实时全天候
进行大数据汇总分析。

“高铁开通之后，来我们家吃鸡的客
人明显增加。”柳毛乡老于家笨鸡活鱼餐
馆的老板娘李忠梅说。这家农家乐特色
的东北菜饭店，在高铁开通之前，就是当
地“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店，如今高铁开
通后，这里的笨鸡活鱼餐馆更是跟当地独
特的旅游资源一起火了起来，在带动当地
村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上了热搜，成了网
红打卡地。

高铁站前波光粼粼的莲花湖、金秋时
节金灿灿的稻浪翻滚、千年前渤海古城的

小四平山遗址，佐以特色鲜美的当地笨鸡
活鱼……这道风景线，与时尚现代的高铁
站相映成趣。

来到莲花村，高铁站前的莲花湖正在
进行全面建设，村里新建的休闲广场和村
路沿线的精致彩绘，形成了别致的风景。
如果你是乘坐高铁初至鸡西的旅行者，不
妨下车后体验一下柳毛乡正在打造的“坐

高铁、登古城、闻稻香、听蛙鸣”旅游线路，
感受一下这里人的热情，欣赏一段不一样
的风景。

“柳毛乡素有北国小江南的美誉，曾
经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这里的旅游资源
得不到释放，如今随着高铁沿线基建投入
不断增加，这里即将迎来一波发展红利。”
柳毛乡莲花村党支部副书记孙忠和告诉
记者。

高铁开通后，柳毛乡是乘客到鸡西的
第一落脚点。游客如果9点左右在哈尔滨
坐上高铁，中午就可以在柳毛乡吃上“小
笨鸡”。

“柳毛全乡总面积136平方公里，共有
8个行政村，54个自然屯，总人口1.7万人，
域内交通四通八达。高铁的建成通车，让
柳毛乡成为全省‘2.5小时经济圈’的桥头
堡，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提升服务、苦练
内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面提升发展
水平。”乡党委书记陈默说，鸡西是“中国
石墨之都”，柳毛乡是这座石墨之都的核
心区，这里有着世界级的优质大磷片石墨
资源。柳毛乡在今年的工作中，以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为企业提
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以真诚的服务吸引
不同领域投资者关注柳毛乡，柳毛乡在美
丽的金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柳毛乡变身北国小江南

看今日龙江·

□本报记者 宋晨曦

10日，在2022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和黑龙江大米节开幕式上，大家翘首以盼的大米节品
评品鉴尘埃落定，“五优稻4号”以色、香、味的高标准特质，征服了30位品评品鉴专家，成为国内外选送的666份
样品中粳稻组“状元郎”。

“五优稻4号”是大米节上的头部“网红”。2018中国·黑龙江首届国际大米节上，与日本越光米一起获得粳
米组金奖的就是它；2019年的“冠军米”还有它；2020年获得粳米组3个金奖的品种都是“五优稻4号”。

“五优稻4号”连年夺魁，秘诀何在？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五优稻4号”的世界一探究竟。

天生丽质

“‘五优稻 4号’未见其米，先闻
其味。它散发的醇香沁人心脾。
从外观看，其外形结构清晰有立
体感。做出米饭又白又透有光
泽，入口光滑，弹性适中不粘腻，
细品之下，回口甘甜，冷饭也不
回生……”谈到“五优稻 4号”，
连续多届大米节负责品评品
鉴工作的农业农村部谷物及
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哈尔滨）副主任、二级研究
员张瑞英颇有心得。

“五优稻 4号”并不是
一个新品种，因为长在水
稻“名门”五常，所以它一
直享受着肥沃的黑土
地，没有污染的山泉水，
独特的小气候。最重
要的是，它“诞生”前
还去了趟太空，打
开自身基因链进行
重组。研发人员
从众多变异个体
中，选出最好的
进行繁育，于是
它便领先在起
跑线上。

“五优稻4号”缘何连获金奖？

“五优稻4号”还有个名
字叫“稻花香2号”，五常市流
传着“有稻花香处就有项文
秀”。项文秀何许人？他是“五
优稻4号”的重要育种人之一。

水稻生长过程中会有退化
和变异，提纯便尤为重要。这几
年，项文秀带领研发团队着重对稻
种进行“提纯复壮”技术的研发。稻
田里选育种子，实验室里考校数据，

办公室里或争论或沉思，他们走遍村
屯，采集样土、水源标本……功夫不
负有心人，团队终于取得丰硕成果。

“五优稻4号”种子“提纯复壮”成
为五常市唯一利用DNA指纹鉴定技
术进行提纯的优质稻花香种子，技术
改良后，五常稻花香纯度高达 99.9%，
并且有其他同类稻花香无法比拟的
特征——纯度最高、质量最好、香味
最大、穗大，整齐度好、产量高。

今年获得金奖的两个“五优稻 4
号”，出自两户“人家”——一个是五常市
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是五
常市民乐乡华米米业有限公司。两家为
了保证“五优稻 4号”的领先地位，也是各
自下了一番苦功。

乔府大院实施“返租倒包”的管理模式，
确保水稻种植标准和管理规程有效落地。公
司实行“六统一”经营管理，即统一良种，统一
栽培技术及田间管理、统一专用肥及投入品、
统一统防统治、统一收购、统一分配，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定期对土壤、水质、空气进行检测，从
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五优稻 4号”品种提
供最有利的生产基地。

华米米业在民乐乡号召朝鲜族农民一直沿

袭着最原始的“三人工”水稻种植
方式，即人工插秧、人工除草、人工
收割。保证了让他们种植的“五优
稻 4 号”品种大米零化肥农药、零
有害物质残留，还原大米的健康和
醇香。

五常大米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假
货，那如何能保证买到真正的“五优
稻4号”大米呢？

华米米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假
五常大米困扰多年，如今在政府部门
的监督和号召下，他们将产品附上了
二维码防伪标识，只要拿起手机扫描
产品二维码，便能看到该米的品种、
产地等相关的全方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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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米米业在展销会现场蒸煮米饭。

五味子饮料。 本报记者 李健摄

← 松 仁
露。

柳毛乡秋色。 本报记者 孙伟民摄

←森林
食用菌。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日前，省生
态环境厅检查哈尔滨市有效解决秸秆
露天焚烧工作，查看秸秆禁烧管控及
秸秆离田和综合利用工作进展情况。

检查组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宾县
等地现场了解秸秆打包离田地块残
留物状况，重点关注阿城区料店镇等
水田较多、秸秆处理问题相对较多的
区域，为谋划下一步秸秆禁烧工作的
重点关注对象做现场调研。

检查组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秸秆未离田、已还田未深翻、根
茬及残余物未清理等问题地块，加大
巡查检查力度，重点区域反复巡查，
保持全天候临战状态，筑牢禁止秸秆
露天焚烧“防火墙”。要强化人防与
技防相结合，运用无人机、高清摄像
头等科技手段，高精度、高效率防控
火点。要压紧压实地方各级网格主
体责任，督促地方加快秸秆离田和综
合利用进度，从源头杜绝焚烧秸秆现
象发生，坚决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

省生态环境厅
检查哈尔滨市秸秆禁烧情况

本报讯（记者王彦）近日，省总工
会拨付2022年度职工创新补助资金，
对哈尔滨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高松
劳模创新工作室《新型四机架减定径
机组》等34个职工创新项目进行补助。

此次补助共计 200万元，补助范
围重点是各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在
开展的技术攻关项目。补助项目申
报条件包括：有一定科研价值、科技
含量，切实解决现场工艺技术难题的
项目；填补某一技术、行业领域空白，
对我省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具有积

极推动作用的项目；先进、合理、实
用、可行，具有较好预期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项目；具有较强的职工技能培
养、提升功能，能切实推动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的项
目，以及其他优秀职工创新项目等。

省总工会要求各市（地）总工会、
产业工会，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补助资
金拨付，按照管好用好职工创新补助
资金的要求做好项目中期检查与后
期结项验收工作，更好地推动补助项
目的实施。

34个职工创新项目获200万元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