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年5月18日 星期四 要闻 责编：车 轮（0451-84630038）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滕 放 美编：赵 博（0451-84655238）

E-mail：yaowen8900@sina.cn

□文/摄 本报记者 崔立东

7年前，穆棱无麻无纺，纺织业一片空
白。

“时闻机杼声，日出万丈布”。7年间，
穆棱麻纺业累计吸引投资10亿元，投建麻
纺企业13个，产能6.3万锭，麻纺份额占全
国的10%。

没有原料，没有市场，“两头在外”的
穆棱麻纺产业从“零起步”跑出了“加速
度”。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省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上，穆棱市又有 4个麻纺制造业
项目精彩亮相。

7 年来，穆棱麻纺产业围绕“建圈强
链”，由二产切入，向一产和三产两头扩
散，为穆棱纺织产业织就了一幅锦绣图
景。

成为全国亚麻纺纱单体第一大市

4月17日上午，微风不燥，阳光正好。
进入麻纺企业参观之前，孙铁年先带

记者逛了一圈麻纺产业园。身为穆棱市
项目服务中心主任的孙铁年是穆棱麻纺
产业的功臣，穆棱第一家麻纺企业是他引
进的。

坐在车上，龙穆、金泰、新东茂等十几
个麻纺企业匆匆而过，大气的企业标志，
整洁的厂容厂貌，绵延的围挡和高耸的塔
吊，无不彰显着企业的形象和实力，洋溢
着新兴麻纺产业的气息与活力。

但闻机杼声，不见纺纱工。在天恒亚
麻纺织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纺纱设备
替代了大部分人工，高速运转的栉梳机、
打麻机，机杼作响，催人奋进。

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入库，总经理赵哲
诚按照工序带记者走了一圈。

纺纱要经过打成麻、分束、栉梳、成
条、粗纱、络筒等19道工序；织布要经过整
经、织布、修整等8道工序。

2019年5月，总投资7000万元的天恒
麻纺入驻穆棱经济技术开发区，产能 1万
锭。其亚麻材料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埃
及，产出的亚麻纱和亚麻布 95%以上出口
欧洲，年出口额1000万美元。

年轻的总经理赵哲诚来自浙江嘉兴，
他告诉记者，所以选择到穆棱投资建厂，

“主要考虑当地营商环境好，招商引资政

策更优惠。”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玉岭告诉记

者，在开发区麻纺企业中，天恒麻纺不是
最大的，但却最有代表性，产业链条长，能
纺纱能织布。

短短 7年时间，穆棱涉麻企业发展到
13家，囊括纺纱、织布、种植、加工、麻材料
等领域，占全市规上企业的20%。

全市麻产业企业已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6.9亿元，纺纱生产能力 6.3万锭，
约占全国亚麻纱锭数的 10%，年产各类纱
线7400吨，年产亚麻布700多万延长米。

“穆棱市已成为目前全国亚麻纺纱单
体第一大市。”孙玉岭乐观地表示，上述企
业全部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各类纱线
9600余吨，年产亚麻布 1000万延长米，年
产值可达10亿元以上。

“1带N”，带出一个麻纺产业集群

曾经零麻纺的穆棱，短时间内如何聚
集了13家麻纺企业、形成一个麻纺产业集
群？

作为麻纺业招商引资的亲历者，孙铁
年表示，除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离不
开投资者之间的“传帮带”。

2015年春节期间，孙铁年通过朋友认
识了哈尔滨客商陈卫东，此人在国内“麻
圈”资历深厚，他正在省内寻求投建麻纺
企业的理想之地。

此事引起了穆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对于这一破题性和独创性的产业，市
里表示大胆引进，全力扶持。

几轮商谈下来，陈卫东决定将企业落
户穆棱，先建一个年产5000锭的短麻纱生
产线。孙铁年也被市里确定为该项目的

“包企”干部。
2015年7月，固定资产投资5250万元

的穆棱市龙穆雅品亚麻纺织有限公司在
开发区开工建设，这是穆棱第一家麻纺企
业。

龙穆麻纺达产至今，短麻纱市场行情
看好，供不应求，价格最高卖到6.3万元每
吨。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 4000万元，企
业实现了财务自由。陈卫东投资赢得了
回报。

第二家进驻穆棱的是红豆杉亚麻纺
织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来自内蒙古，是陈
卫东引荐的。

2016年 9月，投资 8332万元、产能 1.5
万锭的红豆杉麻纺开工建设，2019年 5月
投产，全部投产达效年产亚麻纱 2000吨，
年产值1.2亿元。

第三家进驻穆棱的是新凌亚麻纺织
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来自上海。

2017年，陈卫东将自己多年贸易伙伴

上海人梁志坚推给穆棱。
2018年 6月，投资 8120万元、产能 1.7

万锭的新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投产，全部
投产达效后年产亚麻纱 2000 吨，产值达
2.1亿元。

有陈卫东和梁志坚等“麻圈”重量级
人物站台，穆棱市政府不失时机，展开多
形式的联谊活动，诚邀国内“麻圈”人士到
穆棱考察、洽谈、投资、兴业。

第四家、第五家……
目前，穆棱开发区已经投产达效的涉

麻企业有13家，到今年年底还将有4家新
的亚麻企业落户穆棱，一个集纺纱、织布、
加工、种植于一体的麻纺产业集群在穆棱
市初步形成。

“建圈强链”，打造新兴麻纺城

一个传一个、一个帮一个、一个带一
个。“每一个麻纺企业落户穆棱都有一段
不寻常的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串起
来，就是一部麻纺招商宝典。”孙铁年说，
客商踏实肯干，政府真诚待商，成就了穆
棱一个全新的麻纺产业，也成为业界和当
地人津津乐道的“以商招商”的佳话。

穆棱麻纺产业一个特点是“两头在
外”，绝大部分原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
内外；另一个特点是投资项目相互关联，
来自全国各地的“麻圈”人士聚在穆棱组
建了一个新的“麻圈”。

随着“麻圈”的壮大，穆棱麻纺产业已
经从起初单一的二产向一产、三产扩散、
蔓延、发力，产业链条不断补齐、延伸、强

化。
来自江苏常州的穆棱鸿松汉麻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涉麻综合性企业，目前已
在穆棱建立了汉麻种植基地、打麻厂、汉
麻湿纺厂和研发基地四个板块，项目总投
资8000万元，年可实现产值3亿元。

鸿松汉麻项目的落户，实现了穆棱市
麻产业从二产到一产的突破，结束了穆棱
不种麻的历史，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

2022年 8月，穆棱麻纺“建圈强链”又
有新突破。国内纺纱龙头企业浙江新东
茂集团在穆棱开发区成立黑龙江新东茂
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麻纺产业
园。投资 6亿元、产能 2.5万锭的纯亚麻、
汉麻、交织、混纺等全系列麻纺织品的生
产项目已完成建设，今年底可投产。该项
目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生产规模最大、首
家数字化麻纺企业。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下一步，穆棱计
划引进终端产品企业，创自主品牌，朝着
面料服装、针织、家纺、亚麻油加工、亚麻
籽保健品等方面开发。实现年销售收入
20亿元，税金 9500万元，把园区建设成为
集种植、加工、生产、交易、研发、培训于一
体的“中国新兴麻纺城”。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纺织行业一个
高端会议上，穆棱市长张海峰表示，规划
利用 5年时间，通过推进“全产业链麻纺”

“创新驱动麻纺”“数字智能麻纺”“绿色循
环麻纺”的“四个麻纺”建设，全力打造国
家级麻纺产业示范基地。

穆棱：七年“织就”一个麻纺产业群
□本报记者 薛婧

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如预期中火爆。
面对每天一万多人的客流量，公园特意延长了营业时间，
以便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看着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听着孩子们发自内
心深处的欢笑声，哈尔滨极地公园董事长田力感到既欣
慰又振奋。

20载倾情付出 ，他带领团队填补了黑龙江没有极地海
洋馆的空白，推出了世界首创的白鲸水下表演“海洋之心”，
打造了红遍全国的“淘学企鹅”品牌IP；20载追求卓越，他凭
借极地馆的原始积累，成功实现以商招商，完成了极地公园
的建设，创造了属于龙江自己的极地海洋馆品牌。

2003年龙江人田力归乡创业，20载奋斗，成功书写了
“极地传奇”。

田力表示，回乡创业，一是因为有着浓厚的家乡情怀，
二是因为看好哈尔滨市在太阳岛风景区建设海洋馆的规
划。2005年底，我省首家极地海洋馆——哈尔滨极地馆正
式开门营业，创造了全国极地海洋馆建设速度新纪录。

“当时投资仅1.5亿元，建成后规模较小，而且哈尔滨
是内陆城市，不靠海洋，因此，场馆定位尤为关键。”田力
介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探究和研讨，2007年，田力利用
哈尔滨地处北纬45度的区位环境，将其他省份不具备的
寒冷气候条件转化为优势，将场馆定位为“极地”。

2009年，对哈尔滨极地馆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重要
时间节点。

“当年 1 月，我带领团队精心打造的白鲸水下表演
‘海洋之心’正式推出，这一世界首创的表演一经问世便
将极地馆知名度带到历史新高点，客流量也随之成倍增
长。其后，更是引得国内外同行争相引进模仿。”至今提
起，田力仍难掩自豪。

田力介绍，2007年他带领团队开始潜心研究如何创
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白鲸水下表演项目。“白鲸是很聪明
的海洋生物，有一天，驯养师发现它们能做出一些动作，
并依靠特定的手势进行重复。”在白鲸能准确做出多种动
作后，便是如何进行包装并形成特色表演推向游客。

“我比较爱好音乐，便想将《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音
乐和‘海洋之心’两种表达爱情的符号融入到白鲸表演
中。”田力说。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排练、融合，2009 年 1
月，白鲸水下表演“海洋之心”成功推出与游客见面。随
之而来的，是哈尔滨极地馆知名度的飙升和营业收入的
飙升。2009年，极地馆营业收入达到 7000万元，是 2005
年的3.5倍。此后一路上扬，连续12年收入、利润双增长。

“海洋之心”表演推出后，受制于观看空间狭小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现
有场馆已无法满足游客们日益增长的观演热情。那么，建设一个像样的能
承接这么好表演项目的场地便成为重中之重。

2013年，田力拍得项目二期土地，经过6年的筹备以及等待国家相关规
划的批复，2019年 5月二期项目正式开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
新区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田力带领团队，以 19个月的行业
奇迹高质量完成哈尔滨极地馆二期项目——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建设，并于
2021年3月盛大开业。

2022年11月，哈尔滨极地公园入选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中小学校外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田力也将场馆进行再度定位，以极地主题表演秀和极地互
动科普体验为核心，融极地景观、极地演艺、极地体验、科普研学、餐饮购物、
特色住宿于一体，打造国内最大的极地主题公园。

“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让家乡多有一些改变。”田力表示，要扎根龙江，
将全新概念的极地公园打造成为龙江大地上一枚熠熠生辉的新地标，助力
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的打造和龙江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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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恒麻纺生产车间。

本报讯（记者孙伟民）18日是第
47 个“国际博物馆日”，虎林市结合
自身地域特色和红色资源优势，举办

“革命文化一条街”系列专题展。
专题展设置主、分两个会场，主

会场设在虎林市吉祥广场，展出“永
恒的誓言”“不灭的军魂”“历史的回
眸”“前进的力量”4 个主题系列临
展；分会场设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
物馆广场，展出“永不磨灭的罪证”主
题临展。

展出形式有展板、文物、文献等
多种类型，以130余件民俗和罪证类
文物以及76位优秀共产党人光辉事
迹、100位虎林老兵英雄故事等为展
示重点，形成前后呼应、有机互动的

文物线、故事线和党史线，让历史说
话、让文物说话。观众可在现场聆听
专业讲解员实地讲解，也可扫码获取
智能语音讲解。

近年来，虎林市高度重视红色教
育基地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的长效机
制建设。目前，该市共有红色资源10
处，其中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被
评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
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被评为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红色资源，
虎林市推出了红色研学、红色冰雪等
旅游精品线路17条，打造沉浸式红色
教育旅游产品14个，为生动传播红色
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赢得了广大党
员干部、学生、游客的认可和喜爱。

虎林举办爱国主义教育专题展

本报17日讯（记者蔡韬 见习记
者董广硕）17日，黑龙江极地海洋研
学教育基地——“淘学企鹅”馆开工
仪式暨“淘学企鹅”哈尔滨新区分享
官授牌仪式在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
广场举行。这标志着全国首家极地
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即将在黑龙江落
地，也标志着火爆全国的“淘学企鹅”
成为“哈尔滨新区分享官”。

该项目由哈尔滨极地公园与哈
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文化馆联合共建，
创新打造全国企鹅品类最多的场馆，
打造“淘学企鹅”四季巡游；模拟“蛟
龙”号与战斗航母群，“家国海洋”深
入学科课堂；创新应用元宇宙、全息
等先进技术打造五大“原创”三大亮

点。
“家国海洋”基地将建设包括海

洋强国、海上运输、海洋环保主题展
区，展示我国舰艇等国之重器的先进
技术成就，制作了蛟龙号模型，还原
战斗航母群，彰显国防力量。

元宇宙基地原创全息剧场与沉
浸式课堂，创新运用元宇宙和全息等
方式，让青少年感受科技力量；原创
数字淘学企鹅科普剧，用“淘学企鹅”
IP 的强大吸引力让青少年爱上研
学；原创企鹅互动展示平台，前所未
见的“水晶大碗”式企鹅展区，让研学
活动真正深入“南极”；原创国防海上
防御影片，带领青少年认知海洋，了
解国家海洋版图，彰显家国情怀。

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开工

本报讯（林乐君 记者李播）近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该厅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和稳中求进总基调，统
筹谋划、集中攻坚、有序推进，提前半
年完成职称制度改革任务，出台 45
个政策文件构建起了科学公正职称
评价体系。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职称制
度改革意见，这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制 30 年来，我国首次对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进行部署。据了解，按照
国家提出的“通过 5年努力，基本形
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
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的改

革目标，以及人社部提出的“2023年
6 月底完成改革任务”的要求，我省
全面承接改革任务，出台了《黑龙江
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根据国家设置的27个系列职称
制度改革指导意见，会同 35 个省直
部门出台了工程技术、高校教师等
24个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
46 个专业领域职称评价标准，陆续
出台了破格晋升职称、下放评审权
限、规范职称考试等 45 个配套政策
文件，增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和协同性，为科学公正评价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省提前完成职称制度改革任务

□张劼 本报记者 韩波

5月中旬，又到大樱桃挂满枝头的时
节。在五常市民意乡褚家村甄家围子屯
神农大樱桃采摘园，“美早”大樱桃即将
进入采摘期。阳光温室里，粗壮的樱桃
树上，颗颗透红的大樱桃果实饱满，令人
赏心悦目。

“两栋温室中的 170棵樱桃树到了结
果的第六个年头，正值丰果期，结出的果
实个头儿大，颜色非常艳丽。”种植户李
忠学一边查看棚室的温湿度，一边对记
者说，2014 年将“美早”樱桃树苗引入自

己家菜园，多年来不断学习探索先进技
术，不仅从种地“老把式”变成了“新农
人”，也收获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好“钱”
景。

正午的阳光透进大棚倾泻而下，树
叶青翠欲滴，大樱桃晶莹剔透。“樱桃好
吃树难栽”，从买回树苗开始，李忠学就
把 所 有 的 时 间 用 在 了 樱 桃 树 的 栽 培
上。“种植鲜樱桃离不开新技术，不仅要
学习和摸索，还要特别精心，尤其在大
樱桃结果期，温度、湿度必须保证，光照
时间长了、短了都不行，会影响坐果。”
李忠学说，每年从 12 月开始，就要给棚

室 升 温 ，保 证 达 到 白 天 20℃ 、夜 晚
10℃。2 月初樱桃树开花、坐果，70 天左
右果实成熟，4 月上旬就能上市，与大连

“美早”上市时间差不多。眼下，是今年
第二波儿果实成熟，将在 5 月下旬开园
上市。“种植纯绿色无公害大樱桃，必须
施用农家肥。”李忠学说，为了让消费者
吃到口感纯正的大樱桃，他利用牲畜粪
便和秸秆等发酵制成农家肥，在每棵樱
桃树根部挖出放射状浅沟，再将土与肥
搅拌回填，保证树木生长所需的肥料和
果实的绿色纯净。

李忠学手边有一个日记本，每天记

录着每棵树浇水、剪枝、施肥情况。几年
的摸索，观察生长、静待花开、收获果实，
他已深谙大樱桃在寒地种植的技术要
求。大樱桃冬春时节开花、结果，规避了
虫害，无需打农药，加上施用农家肥，保
证光照和温湿度，种植出的大樱桃质量
好，深受消费者青睐。每到采摘季，李忠
学的温室大棚回头客越来越多，“采摘朋
友圈”越来越大。

“开园的大樱桃能卖到 118 元一斤，
还供不应求。”李忠学说，每棵大樱桃树
大约能产果 15 斤左右，自家菜园里的阳
光温室，每年能带来近 20万元的收入。

又是一季樱桃红 设施农业助增收

立夏时节的哈尔滨，大街小巷，绿荫如织，叶碧如翠，繁花似
锦，色彩斑斓。

公园里，小区内，大人带着宝宝出来晒太阳，少年们在一起游
戏，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激烈对抗，跑步者穿过一片片绿荫……到处
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冰城初夏
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