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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利红
见习记者 杨惠暄

7日，全省 2023年高质量发展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一大批体量大、质
量优、带动力强的好项目在全省 13 个市
（地）起步冲刺。

至7日，全省2541个项目实现开春即
开工，同比增长 33.6%；其中，省级重点项
目 565个，同比增长 81.1%。今年，全省可
开复工重点项目10536个，是去年的3倍；
其中，省级重点项目 1000 个，比去年增加
了一倍。

今年是“二十大”开局之年，全省上下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的力度推进
项目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呈现出
振兴发展的良好局面。

谋划优质项目
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项目是发展之基、产业之本，是经济
发展的生命线和主抓手。年初以来，各市
（地）各部门围绕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储备，抢前抓早高起点
谋划项目，坚持稳中求进，把准方向储备
项目，增强发展拉动力，着力扩大有效投
资。

今年 1 月 1 日，新开工的大庆油田采
油采气项目、大庆汉光实业化工新材料
项目、黑河卫生健康中心项目等总投资
额超 10 亿元的项目在龙江大地上推进建
设，一批结构层次持续优化、质量明显提
升、突出支撑产业振兴重点项目陆续开
复工。

截至目前，全省已储备项目 1.27 万
个，总投资 2.8 万亿元。省级重点项目规
模标准明显提高，产业项目单体总投资都
在 1亿元以上，基础设施项目单体总投资
在3亿元以上。总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同比增长 2.75 倍；50 亿元～100 亿
元项目32个，同比增长3.57倍。

今年，省级重点项目年度投资 3104
亿元，比去年新增投资 1000 亿元，同比增
长 61.9%。其中，新建项目 800 个，占比
80%，同比提高 20.6 个百分点，年度投资
2315 亿元，将对我省实现年度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8%的目标形成有力支撑。项目

结构不断优化，省级重点产业项目 698
个，占比 70%，为五年来最高。147 个拟
竣工产业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产值 624.9
亿元。

眼下，各地各部门紧盯政策指向、产
业导向、资金投向研究谋划项目，围绕重
点产业、重大设施、重要平台储备生成项
目，构建远近结合、数量充足、梯次接续的
项目库，把高质量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主战场”，以项目建设新格局推动现
代化强省建设开好局。

狠抓产业项目
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企业和产业。
今年新开工总投资额 13.5 亿元的龙

江光谷产业园项目将建成创业大厦、展示
中心和配套设施；投资10亿元的泽华北药
智慧产业园项目将建设集中药材商品电
子交易中心、北药产业总部基地办公于一
体的智慧型产业园区。已复工的投资200
亿元续建项目万科中俄产业园项目将建
设对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装备制造产
业中心、投资40亿元的西湖电子产业园项

目打造面向科技领域办公、生活和交流空
间的产业园区……新项目与续建项目“落
地生花”，不仅能增加地方税收，扩增就业
平台，还能开辟新的产业路径。

转方式调结构要靠项目，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也要靠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更
要靠项目。

全省上下坚持把产业项目作为推动
高质量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紧紧围绕

“4567”现代产业体系，加快谋划实施重大
产业项目，紧盯重点产业、重点地区、头部
企业开展招商引资，拓宽招大引强、引进
高质量项目的渠道。强化产业链招商，围
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依托领军企
业，聚焦产业链协同配套，开展产业链精
准招商，持续引进建设一批强链延链补链
的好项目大项目。

今年省级重点项目中，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等新引擎项目149个；航空航天、新
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81
个，这些产业项目的加速建设，将有力推
动经济新引擎加快培育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聚集发展。

（下转第三版）

为高质量发展打基础添动力
全省2023年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综述

本报讯（刘吉娜 见习记者梁金池）
7 日，全省乡村振兴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绥化市兰西县举行。至目前，全省共
确定衔接资金项目1569个，总投资约42.9
亿元。今年是我省首次举办乡村振兴产
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主会场所在地兰西县，今年集中开工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 9 个，总投资 6.6 亿余
元。其中，有 3个开工项目投入衔接资金
1426万元，撬动社会资本1.6亿余元，主要
是以蔬菜加工为主的食品项目。

在开工仪式现场，企业代表大润牧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自保说，黑龙江是一片充
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地，公司落户兰西县后计
划投资5680万元，使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320万元，将建设2万吨半成品蔬
菜及预制菜加工、配送项目，可直接带动兰
西发展蔬菜基地 12500 亩，辐射带动农户
500户，安排农民就业120人，增加临时用工
岗位6000个，年均实现帮扶收益16万元。

除了兰西主会场外，集中开工仪式还
在肇源县、依安县、桦南县和鹤岗市兴安

区设立4个分会场。
据介绍，今年全省已安排中央和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衔
接资金 42.9 亿余元。重点用于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产业项目总投资 27.7 亿余元，
占比达到 64.7%，比去年增长 9.7 个百分
点。截至目前，已经开工的项目233个，总
投资 9.2 亿余元，其中，规模 500 万元以上
的产业项目41个，总投资6亿余元。

省乡村振兴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开春即开工”要求，提早谋划、部署

和落实。去年11月开始，指导推动各地谋
划建设 2023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项目库，为今年项目实施奠定基
础。同时将项目开工纳入“四个体系”推
动，制定项目开工台账，多次调度和实地
督导推进，全面做好开工前准备工作，变

“冬闲”为“冬忙”。为更好发挥项目开工
活动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对开工项目
进行严格梳理筛选审核，通过示范带动，
引领衔接资金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早开
工、早投产、早达效。

总投资42.9亿元

全省乡村振兴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李国玉）6日下午，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哈尔滨会见
韩国SK集团副会长徐镇宇一行。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徐镇宇一行
到黑龙江考察表示欢迎。他表示，中韩互
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两国经贸合作不
断深化，黑龙江对韩国贸易连年增长，展现
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当前，我省正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战略部署，围绕建设“六个龙江”、推进

“八个振兴”，加快构建“4567”现代产业体
系，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SK
集团是以能源化工、信息通信为主营业务
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为促进中韩友好和经
贸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欢迎SK集团到龙
江投资布局，围绕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食
品工业、能源化工、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务实
合作。黑龙江省将充分发挥科教、产业和
优质农产品等优势，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原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直有关部
门和市地积极对接，做好服务保障，为外资
企业在龙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徐镇宇高度评价黑龙江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黑龙江有明显的
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与SK集团未
来发展方向契合，将结合企业有关发展规
划，积极推进双方战略合作，对接谋划建设
项目，共同推进龙江振兴发展。

省领导张安顺、于洪涛、韩圣健及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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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在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
大街上，轻便的春装、各色的裙裾、
热销的冰棍、小朋友的笑脸……都
展示着春天的来临。

龙头采客 张本盛摄

百年老街
绽春意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文 章

本报讯（记者刘莉 刘瑞）记者从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五常
大米国家标准修订正式通过国家立
项审批，修订周期为16个月。日前，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修订启动仪式暨
标准修订研讨会在五常市召开，相关
人士、各方代表针对拟修订内容进行
了讨论。

五常大米，不仅是一个产品、一个
品牌，更是一张名片。现行《地理标志
产品 五常大米（GB/T 19266-2008）》
国家标准于2008年发布实施至今已
有 14 年，由于标龄过长、指标落后、
试验方法关联失效，无法依标组织生

产和合格判定。如被废止，将导致五
常大米因缺少“国字号”生产和检验
依据，造成品牌价值影响严重。

经过 2022 年的不懈努力，哈市
市场监管局及五常市政府先后完成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的33位全国
专家参与的项目答辩，国家知识产权
局组织的立项考核，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审查部项目质询以及国标委
标准技术司项目论证会和国标委委
务会的审核，2022 年 12 月 13 日国家
标准委正式发文，五常大米国家标准
修订正式通过国家立项审批，修订周
期为16个月。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修订启动

北大荒集团
春播“进行时”

乡村小学飘出欢乐的歌

“这次主题教育是一件事关全局的
大事，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

出明确要求，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
起主体责任，把主题教育谋划好、组织
好、落实好”。

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首先看态度，关
键看行动，最终看效果。在全党深入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为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党同志为完
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所作的重大
部署， （下转第三版）

把主题教育谋划好、组织好、落实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重要讲话

全国示范！黑龙江一
地入选

什么是森林和草原火
灾？入山进林时这些知识
点要牢记

□本报记者 孙铭阳

7日下午，由省工信厅、省商务厅主办
的黑龙江—深圳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深圳
举行。

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
木斯、大庆、绥化等市（地）负责人进行招
商推介，来自省内的科友半导体、北一半
导体、天有为、工大软件4家企业分别介绍
了企业发展情况。

“哈尔滨愿与各位企业家共谋电子信
息创新发展宏远前景，共话冰城夏都振兴
发展美好未来。”

“齐齐哈尔致力于打造东北地区最优

营商环境。”
“共享发展机遇，共享美好未来。诚

挚邀请大家走进牡丹江，投资牡丹江。”
“数字赋能拓蓝海，华夏东极展未

来。”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邀请，正是黑龙江

发展数字经济的诚意。
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总工程师、天津中

科智能识别研究院院长孙哲南在听了推
介后，感受到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的巨大
潜力，他说，认为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有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建议通过引入优
秀企业从而驶入数字经济快车道，当前所
出台的人才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商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柳钢
在推介会现场表示：“今天的推介会给我
耳目一新、如沐春风的感觉，印象中黑龙
江是农业大省，但这次推介会后，我感受
到黑龙江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对智能产业
的投入，我认为智能产业已经在黑龙江生
根发芽，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的从业者，我
很看好黑龙江在智能技术与农业、旅游、
金融等场景的结合。”

我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出
台了《黑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2-2025年）》，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总
体蓝图和行动指南。到2025年，全省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东北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新龙头，将电子信息产
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

当前，我省正大力发展具备产业基
础的集成电路、传感器、卫星制造、机器
人、计算、可穿戴医疗健康设备和信息
安全等七大支柱产业。4 月 7 日-9 日，
第十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深圳
举行。我省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借
此次盛会契机召开招商推介会，诚邀企
业家共乘数字经济“高速列车”，把南国
和北疆的技术、资源、产业、企业高效地
连接起来，共享数字盛宴，实现共赢发
展。

数聚龙江 共创未来
黑龙江—深圳招商引资推介会见闻

本报讯（林乐君 记者李播）日
前，人社部组织了 2022 年度全国人
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
全国赛。省人社厅以团体总分第 4
名荣获一等奖，来自牡丹江、绥化等
地的 5 名人社干部职工位列全国 50
强，荣获全国“人社知识通”称号。

自 2019年人社部组织开展练兵

比武活动以来，全省人社系统持续
发力，人社干部职工接续奋斗，练
兵比武工作位次逐年向前，始终走
在全国前列。4 年来，人社部共授
予 145 名优秀参赛选手全国“人社
知识通”称号，我省共有 14 名人社
干部职工获得此项荣誉，占全国总
量的 9.7%。

全国人社系统练兵比武我省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