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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近年来，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人在餐桌上的追求也越发“精致”，怎样
吃得美味、吃得健康，成为大众共同关注
的热点。

前不久，第一届黑龙江省专利奖名单
揭晓，其中一项名为“一种发芽糙米易煮米
的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获得金奖。什么
是“发芽糙米易煮米”？又凭啥获得本届唯
一食品加工类金奖？记者带着疑问走进持
有本项专利的省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所。

“发芽糙米易煮米加工技术是我们团
队为了追求高营养、高出品率、高附加值的
稻米新产品而研发的一项新技术。”作为本
项发明的团队带头人，省农科院副院长卢
淑雯研究员介绍，发芽糙米易煮米的营养
物质含量实质上高于传统发芽糙米，它不

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B、E和矿物质元素
K、Na、Fe、Zn及膳食纤维等，而且还富含
γ -氨基丁酸（GABA）、多酚、黄铜等多种促
进人体健康和防治慢性疾病的活性成分，
具有降血脂、降血压、营养神经、提高记忆
力、减少脂肪堆积、缓解动脉硬化、排毒养颜
等功效。

传统发芽糙米属于干燥发芽糙米，加
工中需干燥去除20%以上的水分，产品水分
须控制在 14%以下，又由于完整皮层的存
在，蒸煮过程中水分难以进入胚乳，淀粉难
以糊化，导致其难煮熟、口感差、难消化，严
重制约了产业的规模发展。

卢淑雯团队将糙米湿热发芽与预熟稳
定一体化技术相结合，通过锁住水分、无需
干燥，使产品水分控制在35%~37%之间，发
芽糙米全面破解了之前难蒸煮、口感差、难
消化的产业难题，实现与白米同煮同熟，室

温保质期可达12个月。
除了它的营养价值，卢淑雯还算了这

样一笔经济账：以年产300吨计算，生产车
间面积400平方米，设备费用120万元，出
厂价按10元/斤计算，年销售额可达600万
元，利润率30%以上；以年产600吨计算，生
产车间500平方米，设备费用160万元，年
销售额达1200万元。

卢淑雯介绍，以全国稻谷总产的10%约
2000万吨计算，将该技术推广到生产环节
后，由于不产生米糠和碎米等副产物，相当
于节约15%的粮食，折合成稻谷产量为300
万吨，按平均亩产485公斤计算，相当于节
省耕地619万亩；不考虑地租，按每亩最低
成本投入 900元计算，可节约种植成本 56
亿元，对于我国节粮保供意义重大。

如今，该技术仍在不断拓展应用边界，
现已延伸到黑米、红米、青稞、燕麦、薏米等

全谷物范围，通过这项技术可以让这些产
品在科学复配、营养、口感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还在此基础上研发了复合营养方便米
饭、速食粥等主食产品和配套设备。

“发芽糙米易煮米专利技术是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高食味值全谷物便利
食品加工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项目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糙米等全谷物食品加工对
原料要求高，因为重金属和农药残留主要
在皮层，所以我省高品质原粮特别适合全
谷物食品加工，这是我省独有的优势，也是
向优质原粮要效益的最佳切入点，是我省
的朝阳产业。”卢淑雯说。

该项技术不但获得过黑龙江省科学技
术一等奖，生产出的产品还填补了国内外
市场的空白。目前，该项技术经中国农学
会组织加工学科院士领衔的专家组会议鉴
定，已达到同类技术国际领先水平。

凭一粒米捧回一项专利金奖

□段洪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连日来，青冈县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异常忙碌。在L乳酸生产
加工数字化自控室，工作人员手操键盘，眼
盯大屏幕，认真监测着每一个生产环节运
转情况。

“L乳酸项目今年 5月正式投产，年
生产能力5万吨，目前已经达到了满负荷
运转状态。”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王术山介绍，企业紧紧融入
黑龙江省提出的工业强省战略目标，在
青冈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项目从
建设到投产非常顺利。

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由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诸城兴贸玉
米开发有限公司强强联合，于 2017年共
同出资 13亿元建立的企业，主要从事粮
食收购与加工，食品、饲料添加剂生产与
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等。目前年可加
工玉米115万吨。

L乳酸是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经过生
物发酵精制而成的一种有机酸，可直接
参与人体代谢、无任何副作用。L乳酸广
泛应用于降解塑料（原料聚乳酸）、酿造、
医药、皮革、卷烟、化工、食品、印染等生
产领域。以 L 乳酸为原料生产的聚乳
酸，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能被自然
界中微生物完全降解，最终生成二氧化
碳和水，是公认的环境友好材料。

“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的需求将会越来
越大，以L乳酸为原料生产聚乳酸进而生
产生物降解材料的市场潜力巨大。”京粮
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强说。

田强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

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
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
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京粮生物致力于发展生物经济，
他们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非常有信心。

工作人员查看设备运转情况。
图片由青冈县委宣传部提供

“项目建设加速度 释放发展新动能”系列报道

青冈京粮 5万吨产能满负荷运转

□本报记者 丁燕

近日，在太阳岛风景区东区排污口施工现场，
七八个工人正在清理周边泥沙、疏通排污口管
道。“岛上的污水处理站最近正式投入运行了。”哈
尔滨市松北区生态环境和水务局副局长刘革权兴
奋地告诉记者，“这将补齐周边污水处理短板，有
效提升岛上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

入河排污口（以下简称排污口）是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节点。今年 6月，我省印发《黑龙江
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11
月9日，省领导在检查松花江排污口整治工作时强
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母亲河”，打
造美好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群众绿色福利。

截至目前，我省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如
何？工作中有哪些亮点和创新之处？

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余个
墨绿色的门窗框、流线型的房顶设计……太阳

岛风景区东区的一个阳光玻璃房，远远望去就像地
铁站入口。走进阳光房，顺着楼梯向下，改造后的
太阳岛风景区东区污水处理站映入记者眼帘。

处理站施工方哈尔滨排水集团的一名工作人
员介绍，改造后的污水处理站建筑面积 794平方
米，按太阳岛风景区旅游旺季最大客流量计算，处
理站日处理能力达到 800立方米。目前，每天污
水处理量在260立方米至300立方米之间。

在 2018年前，太阳岛风景区东区存在雨污不
分流、雨季岛上部分生活污水直排的问题。2018
年至 2020年，经多部门携手，岛上实现了雨污分
流。2020年污水处理站项目立项，去年秋季开始
施工，今年 8月建成后进入设备调试期。“经过一
个月设备调试，目前岛上污水经处理已达到一级
A标准。”刘革权介绍。

太阳岛风景区排污问题的解决，是我省排污
口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
境处副处长张海军介绍，按今年6月6日我省相关
会议要求，省生态环境厅开展了全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回头
看”督查。截至10月末，全省共排查出入河排污口12185个，全部完成溯源，
完成整治12016个，剩余169个正在整治中。

全社会监督让排污口无处遁形
排污口名称：东风山矿业雨排口，编码：AB-230828-0048-GY-00，分

类：工业排污口-工矿企业雨洪排口-尾矿库雨洪排口，经纬度：129.819121，
47.235971，责任主体：黑龙江省汤原县东风山矿业有限公司，监管主体：佳
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

在我省，每个排污口都有这样一个身份信息。
这个位于佳木斯汤原县的东风山矿业排污口，在今年上半年还是个“黑

户”。
“东风山矿业已停产多年。我们通过反向排查、实地走访，找到了矿上

的雨排口。”佳木斯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张亮介绍，通过开展自
查，佳木斯全市共揪出9条“漏网之鱼”，并为它们“上户口”。

有的排污口肉眼看不到、徒步不能达，遇到这种情况咋破解？
“在排污口溯源工作中，多地在组织推进方面多元发力、在工作方法方

面创新突破。”张海军介绍，双鸭山市、鹤岗市借助媒体广泛征集问题线索。
伊春市利用有奖举报方式动员群众参与，发动全社会力量监督推进。黑河
市利用无人机、海事执法船等技术手段寻找隐蔽排污口。呼玛县使用试剂
盒（水质快速检测包）“快检”，提高水环境监测效率。

从“人防”到“技防”
姜燕庆，大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执法四科副科长。从去年春

季开始，他手机里多了一款工作APP——“慧水通”。“慧水通”与大庆市入河
排污口智能云视频监控项目联网，可实时查看全市排污口排污情况，并能调
取各排污口 15天以内的视频记录。这也是东北地区首个全流域排污口监
控系统。

大庆市重点污染源监控中心，负责入河排污口智能云视频监控平台的
管理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平台创建以来，前端摄像头已由260余个
增加到 399个，“全市排污口、危废企业排污情况和安肇新河在各区县界的
断面情况，通过监控平台可尽收眼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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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晶琳）近日，省提升交
通运输效能工作专班办公室公布 2021年
度黑龙江省物流扶持资金认定企业名单
及奖励金额。黑龙江顺丰、京东、极兔、德
邦4个主要品牌快递企业获得省政府制定
的关于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3亿元、5

亿元、10亿元档次的达标奖励，京东、极
兔、韵达 3个主要品牌快递企业获得新增
自动化、智能化设备设施及托盘循环共用
系统项目奖励。全省重点品牌快递企业
共获奖励金额超1000万元，极大地提振了
企业发展信心。

为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黑龙江省邮政管理局
配合省交通运输厅共同制定了《关于开展
2021年黑龙江省物流扶持资金申报工作的
通知》，经企业申报、市级初审、专家评审、网

上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物流扶持资金认
定企业及奖励金额。下一步，省邮政管理
局将深入落实《意见》，持续向寄递企业宣贯
奖补政策，激励寄递企业总部在我省加大
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健全服务网络，推动
行业提质增效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践诺！政府奖励重点快递企业千万元

本报讯（赵禄太 记者王彦）2022年
是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实现阶段性目标
的关键之年。记者从黑龙江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我省 73.7%总计
4923家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完成创建，
提前完成国家《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
方案》《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设定
的70%的目标任务。

近年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指导全

省各级党政机关建立健全节约能源资源
管理制度，狠抓节能节水、节电改造和新
能源新技术应用推广，不断提高能源资
源利用效率，降低机关运行成本，推行绿
色办公，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面制止餐
饮浪费，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养成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逐步形
成了厉行勤俭节约和崇尚绿色生活的良
好氛围。

截至目前，全省总计 4923 家党政
机关完成创建。下一步，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强化监督考核，实施动态管理，组
织专家对全省节约型机关建设工作进
行抽查，巩固提升建设成效，确保年底
前全省不低于 80%县级及以上党政机
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助力龙江高质量
发展。

全省4900多家单位建成节约型机关

详见第三版

同心战疫 携手同行

销豆时节走市场

冰城启动个人养老金业务
你准备好了吗？

省市区机关单位联动

3950名党员干部
增援社区一线

详见第二版

□本报记者 孙昊

迎着冬季暖阳，走进齐齐哈尔市梅里
斯达斡尔族区雅尔塞镇东来润清真肉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企业抖
音直播团队忙着线上销售的火热场面。
该公司总经理张琳说：“今年夏天，齐齐哈
尔成为全国第一个‘国际烤肉美食之都’
后，我们企业乘势而上，不仅向全市各大
烤肉门店提供肉类产品，还根据肉牛不同
部位进行分割加工，制作出18种腌制产品
和 9种原味产品，每天线上可销售近 2000
盒，让天南海北的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
尝到香喷喷的齐齐哈尔烤肉。”

今年借助“国际烤肉美食之都”这张

闪亮名片，齐齐哈尔烤肉火“出圈”了。依
托烤肉产业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文化
优势，齐齐哈尔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倾力打造烤肉产业供应链、消费链、
生态链，推动齐齐哈尔烤肉朝着“标准化、
品牌化、连锁化、数字化、国际化”方向迈
进。1至9月，全市推进烤肉项目34个，总
投资79.6亿元；全国齐齐哈尔烤肉门店新
增6671家，烤肉电商企业新增21家；域内
烤肉门店营业收入平均增长 40%以上，域
外门店营业收入平均新增23%。

将工业化思维注入烤肉产业

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边疆”“天然牧

场”之意，这里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牧草优
良，牛羊肉香而不膻，再加上各种烹饪手
法的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齐齐哈尔烤
肉。

工业重镇齐齐哈尔，是闻名全国的装
备工业基地，“工业思维”根植于齐齐哈尔
的基因与血脉中。今年年初，齐齐哈尔市
委市政府将历史悠久的齐齐哈尔烤肉纳
入产业链供应链三年行动计划中，以工业
的理念谋划推进齐齐哈尔烤肉产业发
展。为了将“小烤肉”做成大产业，该市开
展7次专题学习考察，对肉牛养殖、牲畜交
易、屠宰加工、中央厨房、直播电商、品牌
门店等环节组织10余次大规模调研，确定
了打造一个千亿级特色产业的总体目标，

积极引导烤肉产业消费链、供应链、生态
链协同发展，加速由“小餐饮”向“大产
业”、“小家庭”向“大空间”、“小地标”向

“大品牌”、“小门店”向“大市场”转变，加
快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数字化、国际
化进程。

创建一座国际烤肉之都，打造一批配
套园区，制定一套产业、产品标准，引进培
育一批产业项目、龙头企业、门店和品牌，
开展一连串品牌提升活动……今年，齐齐
哈尔烤肉产业“八个一”工程快速推进，建
链补链、强链壮链、延链升链，不断解决扩
规模、提质量、创品牌问题，全面推动齐齐
哈尔烤肉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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