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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绥芬河市教育第一幼儿园新址的开
园，标志着绥芬河市幼儿教育发展迈向了新
的台阶。

该园占地面积10391.88平方米，建筑面
积 4984.51 平方米，设有小、中、大 12 个教学
班，有绘本馆、美食操作间等多个拓展教室。

绥芬河市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以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为目标，不断扩大公办优质教育资
源。该园以创建省级示范幼儿园为目标，积
极探索办园发展新路径，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和服务品质。 王大成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本报讯（邓欣欣 记者杜怀宇）绥芬河市首
笔“政采贷”业务在邮储银行成功落地，该笔贷
款授信金额为 59万元，首次放款 20万元，有效
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
经济健康发展。

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的政策功能，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绥芬河
市财政局着力推进“政采贷”业务，参与政府采
购活动的供应商可通过政府采购网，凭借政府
采购合同向银行申请融资，是一种贷款程序便
捷、利率优惠的融资模式。

政府采购融资服务上线以来，市财政局联
合人民银行绥芬河支行、各商业银行等部门，
多渠道、全方位推广，不断扩大政策宣传覆
盖面，力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全面落
地。今后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切实减轻企
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困境，让金融“活
水”精准灌溉中小企业，助推本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

首笔“政采贷”
业务落地

□文/摄 黄彬 本报记者 杜怀宇

为期一个月的绥芬河市民文化节7月中旬
启幕，各种文化活动闪亮登场，市民载歌载舞、
欢声笑语，呈现出一座边境口岸城市的独特风
情。

心“绥”我动写意边城——中国油画家采风
创作精品展开幕。10 位油画家深入绥芬河开
展 10 天写生创作，40 幅绘画作品题材丰富，具
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感染力。作品中的一景一物
都浸润着对边境商都美好未来的祝愿和向往，
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信心
和期盼。

手工套娃、小菜板、精美画册、创意纸
扇……在北海公园举行的市民节主题书画志
愿服务及文创产品展销活动，各种带有绥芬
河风情的文创产品摆满展位，市民们在各种
文创产品中欣赏、选购。同样作为市民节主
题活动之一的儿童创意画展示也得到广大市
民的垂爱。

今年，绥芬河市民文化节将 7 月 14 日的
“市民活动日”升级为“城市美育日”，意寓绥
芬河市民节的再出发、再重构，深入培育绥芬
河市创意设计产业发展，提高市民美育意
识。主题书画志愿服务活动上，书法家现场
挥毫泼墨创作扇子 100 件、“福”字百余个赠
送广大市民，活动现场展出绥芬河首届创意
设计大赛百余幅精品佳作。“公益+艺术+教
育”的美育活动，开启了全民美育新模式，为市
民呈现精彩的艺术盛宴。

绥芬河市委宣传部协同市教育局、市住建
局、市城管局等部门在爱情谷、旗镇广场、北海
公园联合开展心“绥”我动、魅力边城城市主题
快闪活动。身着各行各业服装的市民从四面八
方涌现，在旗镇广场共同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北海公园百人齐唱《灯火里的中国》；快闪现场，
广大市民跟随镜头沉浸式打卡绥芬河特色景
区，尽显活力与激情。

绥芬河市机关干部职工合唱汇演在盛夏之
夜的北海公园、日月湖畔开场，各党（工）委、市
直各单位上千人组成 12 支合唱团，用气势磅
礴、铿锵有力的嘹亮歌声纵情讴歌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党、可爱的家乡，充分展示豪迈的爱国主
义情怀、奋发向上的凝聚力。

文创产品受关注。

“城市美育日”
开启市民文化节

本报讯（尹金婵 记者
杜怀宇）第九届中国（绥
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
会拟于 8 月 8 日在绥芬河
市举办。为确保活动顺
利举行，绥芬河市分设了
综合协调组、招商邀请
组、商务活动组等工作专
班，目前，各部门正紧锣
密鼓开展相关工作。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为契机，以“共享
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发挥绥芬河自贸片区
先导优势，继续扩大对外
开放，深化对外经贸合
作，加快建设口岸现代化
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向
北开放新高地。

博览会设置开馆仪
式、签约仪式等十余项活
动。展览分线上和线下
两部分，线下展览会场设
在边合区，初步规划展览
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以
国际合作先行示范区建
设为主线，规划设立区域
合作、国际商品、交通物
流、木业流通、创意设计、
食品加工六大展区。线
上 展 览 以“ 展（虚 拟 展
馆）+会（网络直播论坛）+
体验+对接”等形式举办
相 关 活 动 ，按 照“2D +
3DVR+直播”展示形式，
将线下展会搬到线上，打
破时间、空间、地域限制，
24小时不间断展示，打造
365天永不落幕的口岸贸
易博览会，最大限度地宣
传推广博览会，助力参会
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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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紧邻红花岭东北抗联小镇、
醉美 331国道的区位优势，绥芬河以
建设美丽乡村为契机，把发展民宿产
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
点，通过村集体自筹资金和衔接资金
投资 370万元，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
的精品民宿，吸纳当地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打造红花岭田园综合体，促进村
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
注入活力。

永胜村联合北寒村投资建设了
红花岭东北抗联主题小镇，小镇作为

全省第四届旅发大会东线重要观摩
景点之一，先后获批省级“十四五”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3A 级旅游景区和
2022年牡丹江市中小学研学基地，成
为绥芬河红色旅游线路的重要景
点。小镇经理马玉秋介绍，从 6月份
到现在已经接待4000余名游客。

红色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周边村
屯餐饮业和休闲游的发展，以小镇为
核心，红花岭村、南寒村打造了特色
乡村民宿，发展特色“农家乐”，形成
了“红绿辉映”的特色旅游发展模式。

红色旅游促进村民增收

绥芬河市绥芬河镇家风教育馆日前建成
投用。这是牡丹江地区首家以“家风”为主题
的教育馆，展示内容包括法治家风、先贤家
风、红色家风、当代家风、口岸之家等7部分，
为“清廉绥芬河”建设注入“家”动力。

赵慧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本报讯（付晓军 记者杜怀宇）绥芬

河市持续高品位推进城市绿化建设，
今年开展绿化工程建设项目 17 项，总
绿化面积 22.56 公顷，新增绿化面积
16.99 公顷，重点打造 6 处社区公园。

盛夏时节，绥芬河市园林绿化中
心的园艺工人对新打造的6处社区公园
中的草坪和绿篱进行养护和修剪。该市
今年播种草籽12.61万平方米，播种草花
5.52 万平方米，栽植乔木 6985 株、灌木
8680株、绿篱1154平方米。经过多年的
栽绿和补绿工作，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79.3%，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2.1个，
全年空气良好天数超过345天。

本着见缝插绿、择空补绿、去围透
绿、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原则，绥芬
河市园林绿化中心因地制宜开展绿化工
程。下一步将对市区内裸露地块边角地
带进行规划，为绥芬河建设宜居城市助
力。

花红草绿新美景。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园林绿化扮靓城市

□文/摄 黄彬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近年来，绥芬河市充分发挥城市辐射优
势和土地流转优势，立足实际、深挖潜力、盘
活资本，强经济、美环境、重治理、优民风、富
乡民，走出了一条边境乡镇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特色之路。

绥芬河着力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特色农业，创
建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扩大农业
绿色品牌影响力。

在维多宝有机黑木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大棚
内挂满了白色木耳。该种植基地负责人杨绍礼介
绍，此木耳叫玉木耳，2017年开始种植，因其有降血
脂和提高免疫力功效，很受认可。木耳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今年就种了 4 个大棚、10 万多袋，还有 500
亩地、75 栋大棚年产黑木耳 40 万斤。经过 20 多年
的发展，木耳生产技术不断成熟，已经形成了集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发展模式。

阜宁镇是绥芬河黑木耳主产区，建有 6 个种植
园区、570栋吊袋大棚，年种植量稳定在2400 万袋左
右，其中菜营、北沟、南寒、建东、建西 5 个村年种植
量超百万袋，黑木耳种植已经成为了农民增收的重
要途径，帮助农民户均收入达到10万元。阜宁镇还
立足自身实际，鼓励引导村民种植北药，目前北药种
植面积达到 3355 亩，主要品种有人参、赤芍、白藓
皮、刺五加、平贝、苍术、玉竹等 20 余种。2021年阜
宁镇获批“全省中药材示范强镇”称号。

建新村大岭下屯的大棚内，村民郑晓秋正为齐
腰高的西红柿秧苗打杈，为秋季上市做护理。44岁
的郑晓秋已经种植大棚20余年了，近几年开始种植
富硒蔬菜，3个大棚每年都有近6万元收入。

经过多年的摸索发展，绥芬河市的有机蔬菜品
牌在逐渐叫响。扶持和推进阜宁镇建新村鸵鸟、北
寒村肉牛等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深挖渔业潜力，现
有养殖场 44 家，家鱼养殖量占到总量的 85%以上。
改造农田 1000 平方米，打造智慧农业菜园经济，生
产绿色有机健康农产品。带动农民加入绥东村蔬菜
（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年产花卉 40 余万株，产值
达60余万元，股东实现分红2.5万元，年可安排农村
剩余劳动力 70多人，增加农民收入 5000元，实现合
作社、股民和村集体“三方”共赢。

特色农业形成品牌效应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绥芬
河市的城镇化率已达87%。依托互市
贸易政策，阜宁镇探索成立黑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富绥边民互
市贸易合作社，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
开辟出一条新路，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利用“互联网+”，让周边农村享
受到了政策红利，大量的优质木耳、有
机蔬菜、营养杂粮经互联网走进千家
万户。

“边境小乡村”的直播间一直火
爆，有时销售额在 10 万元左右，使原
生态的农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的餐
桌。2017年，维多宝富硒木耳基地落
户建新村，形成了“龙头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吸收了周边
400 多名村民长期或短期就业。同
时，通过与国内外大型商超和线上电
商平台开展深度合作，将绥芬河的优
质黑木耳卖向全国各地。

为更好推动农村电商发展，阜宁
镇成立了电商办，2021年成立了绥芬
河市欠欠农村电商产业园，并成立了
党支部。通过整合优质农产品，利用
直播带货帮助农民销售产品。积极吸
纳本地的“农民网红”，带领他们开启
创业之旅。聘请专业电商老师，为农
民开展培训。现在电商产业园逐渐走
上正轨，年销售实现超百万单，为农民
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

“互联网+”开拓销售新路

绥芬河景色绥芬河景色。。

有机木耳及中药材种植基地有机木耳及中药材种植基地。。

直播间销售农产品直播间销售农产品。。

新鲜玉木耳新鲜玉木耳。。

特色农业 红色旅游

走出边境乡村振兴新路 本报讯（范忠孝 记者杜怀宇）7月28日，绥
芬河市2023年第四批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1.73 亿元，涉及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分
别是华府馨园住房建设项目、综合保税区蓝洋
农产品加工出口项目、教育提升工程和水库移
民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绥芬河产业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
城市生活环境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融合共赢。

此次开工的华府馨园住房品质提升工程是
该市近年来首个总投资超亿元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不仅标志着绥芬河经济运行回暖、市场需求
增加，也将为吸引人才人口、改善百姓居住环境
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绥芬河先后集中开工 4 批项
目，累计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省市重点项目
开 工 率 达 92.8% ，均 提 前 完 成 阶 段 计 划 目
标。今年上半年，通过积极招商引资、全力
扩大项目投资，推动绥芬河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4.7%，各项
经济指标位列牡丹江地区前列，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动力。

又一批项目
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