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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淼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佳木斯职教集团焊接
系教师王如鹏荣获 2022“中
焊杯”全国机器人焊接技能
竞赛职工组优秀选手奖。

省中等职业学校班主
任能力大赛成绩出炉，黑龙
江省林业卫生学校6名参赛
教师包揽一、二等奖……

捷报频传是佳木斯市
职教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
写照。

佳木斯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区域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将“打造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高地”列为全市 66
项重点突破性工作之一，推
动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和打造我省东部地区
现代教育中心增值赋能。

佳木斯市牵头组建黑
龙江省东部地区职业教育
联盟和思政课程联盟，33家
职业院校和企业加入联盟，
吸引七台河、鹤岗、伊春等
市来佳参观学习。

佳木斯市政府依托佳
木斯职教集团、黑龙江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省林
业卫生学校、佳星玻璃、佳
电股份、畅通公司等率先建
设智能装备制造、农牧业、
康养护理等产教融合实习
实训“十基地”，面向全市职
业教育院校开放，提高实习
实训资源共享度。

校企深度融合，“十基
地”成果凸显。校企共建焊
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职
教集团智能装备制造专业
群获批省级高水平专业；职

教集团获批“1+X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示范考核站点”，110 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顺
利通过专升本考试；引入天象网络公司入驻职
教集团，投入资金 160 万元建设了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实训基地；深化与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
领域头部企业合作，吉利、比亚迪等投入教学
实训设备和教学软件；制定《佳木斯市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面向企业职工和就业重点群体
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6063 人次，佳木斯技
师学院获评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
目单位；创建 23 个省级科技示范基地（园区），
依托黑龙江农职院建立 6 个乡村振兴学院，东
北平原黑土地产业学院被评为全省首批职业
教育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培育建设项目，《植
物组织培养》被评为省级在线精品课程，3 所
学校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林
业卫校新增医学影像技术和医学检验技术 2
个康养护理专业，开展护理等“1+X”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培训 1759 人，完成中专毕业生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培训 1702 人次、养老服务等志
愿服务培训 106 人次、AHA 心脏急救培训 600
人次；接收学生实习实训，三个企业基地先后
接收 135 名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十基地”成
为佳木斯市提升职教人才培养竞争力、为企业
增值赋能、服务产业提档升级的“先行地”和

“示范区”。
“比亚迪一线技术骨干为我们讲解实操课

程，我们从中学到很多实用的岗位实操技能知
识，企业还为我们提供了专业培训。”在学校与
比亚迪开设的合作班上，深职院汽车运用与维
修专业 2017 级学生张腾元综合能力不断提
升。由于动手操作能力突出，张腾元顺利通过
面试，成功入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学校与企业实施“双主体”育人，学训结合、
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为地方企业经济转型培养
了大批急需的技能人才，实现了学校、学生、企
业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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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俐言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日前，佳木斯处处呈现出“满弓
劲发”加快项目建设景象。

走进桦南县紫苏全产业链项目
施工现场，各种大型工程机械来回
穿梭，建筑工人顶着炎炎烈日，正在
进行紧张施工。

桦南县紫苏全产业链项目，占
地 2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6 万平
方米，总投资4.5亿元。该项目于今
年 3 月 20 日正式开工，目前已完成
压榨精炼车间、亚麻酸乙酯车间及
设备用房的主体建设工作，正在进
行设备安装及配套道路施工。

桦南县紫苏全产业链项目主要
以建设“四园”为主基调，打造紫苏
产业特色化。紫苏产业园，建设食
品加工区、医疗保健区、日化品加工
区、电商营销区、仓储物流区；紫苏
科技园，建设国家级紫苏产品检验
检测中心，与江南大学合作建设研
发中心；紫苏康养园，建设采摘体
验、药浴康养、特色餐饮等旅游康养
项目；紫苏种植示范园，建设种植示
范、观光打卡、休闲娱乐、徒步健身、
研学体验、美食品鉴、品种选育、对
比试验八大功能区。

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可实
现加工能力 8000 吨，生产紫苏油
1000 吨，紫苏米 3000 吨，紫苏粉
2000吨，紫苏糕点、紫苏精油、亚麻
酸乙酯等产品 1000余吨，年创产值
4 亿元，利润 0.35 亿元，税金 0.05 亿
元，带动就业300余人。

佳木斯围绕全省构建“4567”现
代产业体系和全市“千百十”产业量
级提升工程，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在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形成“大干项目、干大项目、干
成项目”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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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晓峰 记者刘大泳）立秋已至，佳木
斯市正值秋高气爽时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慕名而来，旅游持续升温。

入夏以来，在抚远市黑瞎子岛游客中心，每天
都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游客可以在这里换乘
大巴车登上黑瞎子岛，尽情感受祖国东极的秀美
风光。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黑瞎子岛开园以
来，登岛游客同比往年数量明显增加，单日平均游
客数量均达到千人以上，最高峰单日可达到三四
千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餐饮、住宿行

业火爆异常，最近两个月，各个宾馆几乎都是“一
房难求”。2023 年 1 月至 6 月抚远市游客数量为
77.8万人次。

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举办“赫哲最美是
街津——文化村迎宾节”活动。赫哲族传统舞蹈
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声，创新推出由景区
伊玛堪艺术团和游客团队联合进行专场演出，使
游客体验到赫哲文化的独特魅力。截至 7 月末
共 接 待 游 客 1135260 人 次 ，同 比 2019 年 增 长
41.2%。

“听说这边有赫哲族的文化节，就赶快跑过来
看看。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从前听说鱼皮衣、鱼皮
画，但是对赫哲族还是不太了解，过来一看，这里风
景非常好。”福建省福州市游客梁宗南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佳木斯市文旅局牵头“三
江文化名城”“华夏东极 美丽三江”“冰雪

经济”三项重点突破性工作和
冰雪经济产业、康养旅游产业、
文化娱乐产业三项产业振兴专
班工作，全年工作共计 105项，
上半年完成 64项，并提前完成
下半年工作6项。

秀美三江引来八方游客

本报讯（任秀丹 金爱武 记者刘大泳）近日，佳木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上线矛盾纠纷线上多元化解平台

“新枫佳和”云解纷服务平台，标志着佳木斯中院利用数
据科技赋能矛盾纠纷化解，推进诉源治理迈入专业化、多
元化和智能化。

平台无缝对接法院办案系统，构建了法院与乡镇（街
道）、村屯（社区）资源共享的多元解纷体系，为百姓提供
在线咨询、调解、立案、诉讼、普法等一条龙服务。有矛盾
纠纷调解需求的群众，可通过“新枫佳和”云解纷服务平
台 APP 申请在线调解，调解成功的，双方可选择自动履
行调解协议，也可以共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确
认，或者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可直接点击
网上立案，直接进入法院立案程序进行云间庭审，形成了
化解矛盾纠纷整体合力和完整工作闭环，让百姓“少跑
腿”，甚至可以“一地都不跑”就化解矛盾纠纷。

云解纷服务平台上线

本报讯（丁超 记者刘大泳）日前，同江市立足“开放
的同江、国际的同江”城市定位，扎实构筑我国向北开
放新高地，切实以攻坚破难成效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成
效。

同江市把平台建设提质增效作为重要引擎，加力推
动“平台+园区+通道”融合发展。积极申建同江保税物
流中心（B 型）、自由贸易区、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
工试点等国家级开放平台，成功申建中国（同江）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和中俄铁路边民互市贸易点。

同江市主动对接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召开佳木斯·
同江对俄经贸洽谈会，集中签约项目 12 个，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近 80 亿元。积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旅游资源对
接，依托域内街津口赫哲旅游度假区、拉哈苏苏海关旧
址等 4A、3A 级景区，谋划打造下列宁斯阔耶、比罗比
詹、哈巴罗夫斯克等俄罗斯各大城市全境游，推动旅游
路线向萨哈林、堪察加等俄远东地区延伸，通过非遗文
化节、中俄边境文化季等文化交流活动，有效拓展国内
外旅游市场。出台《同江市对外开放扶持政策》等一揽
子产业扶持政策，目前，全市已有 6 户贸易企业和 8 户
工业企业实现关联互动，20 余家外贸企业与俄方矿产、
林业、煤炭等领域企业达成长期合作。

优化一网办理，实现企业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
票、用工信息登记等线上一次采集、一网办理，2023 年
新增市场主体数 1223 户，其中进出口贸易新增市场主
体 66 户。优化审批流程，企业办照环节由原来的 3 天
压缩至 0.5小时，营业执照当场办结率达到 90%以上，上
半年共为黑龙江吉孟斯国际商贸、同江沐阳经贸等 9 户
外贸企业办理 24 批次出口退税业务，退税金额 553 万
元。优化惠企服务，成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工作专班，组建金融服务队，累计发放各项贷款 34.2 亿
元。常态化开展“走千企访万户”活动，组织 3000 余名
企业服务专员深入 6500 余家企业，精准推送惠企纾困
政策。年初以来，帮助企业兑现各类政策奖励资金
5400余万元。

“平台+园区+通道”
建设开放同江

紫苏品种实验基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潘蕾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佳木斯市具有光荣的双拥传
统，1987年全国双拥工作经验交流
现场会在此召开，1991 年至 2020
年连续九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
城”称号。

2020年以来，佳木斯市发扬延
安双拥运动传统，传承和发扬首届
全国双拥模范城的首创精神，巩固
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党政军
民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着力推动

全市新时代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争创新
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实践基础和成果基础。

佳木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作，
将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
的规划方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
政绩考核，全面落实人员、编制、经费，确保
双拥各项工作和政策落到实处，努力做到常
抓常新，切实使佳木斯的双拥传统再弘扬、
双拥工作再创新、双拥城形象再放大。

为了强化双拥文化建设的导向力，佳木
斯市积极营造双拥文化氛围，拓展双拥文化
培育和传播渠道，大力宣传报道双拥创建活
动的动态与成效。与此同时，创排《冷云》

《大粮仓》，组织撰写《佳木斯双拥史》《佳木
斯英雄谱》，创作《双拥誓言》《北国有座双拥
城》，推出《土龙山风云》《血沃北疆》等文艺
作品，还将双拥国防教育融入城市文化建
设，市县两级新建了合江省政府旧址博物
馆、东北银行钱币展览馆、三江国防教育展
厅、桦南七星峰抗联纪念馆、抗联文化主题
公园、祁致中广场、东北抗联雕塑新馆等一
大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面提升了城市文
化内涵。以文化润城、以品牌铸魂，营造了
社会各界支持双拥、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在佳木斯，“双拥红”是温暖的、可触摸
的。

2020 年以来，佳木斯市接收军转干部
24 人，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 80 人，随
军随调家属 25 名，全部安置到机关企事业

单位。148 名军人子女享受教育优待政
策。全市共举办退役军人、军嫂线上线下
专场招聘会 86场，举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适应性培训 8期；全
面落实养老保险接续和“两费”发放等政
策，辟建省内首家“军之翼”退役军人创业
孵化专区……一条条双拥政策，让军人感
受到了幸福感。

该市财政积极筹措资金，用于营房维
修、基础设施、征兵、民兵训练、防恐装备等
支出；加快推动机场水、电、热、应急工程等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提供优质地段，建

设军人公寓，出台《房展会居民购房优惠政
策》，解决官兵住房难问题；各县（市）区投
入财政资金，提高部队营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自动化办公水平，改善官兵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一项项双拥举措，开创了佳木斯
双拥创建工作新局面。

该市交通、医疗、金融和行政等公共服
务场所，全部实施军人依法优先；水源山公
园、博物馆等景区景点对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和优抚对象免费开放。拥军文化演出、心
理健康服务、各类技能培训、军地联谊活动、

法律援助……该市社会化拥军覆盖方方面
面。

人民对军队的拥护与支持，换来的是部
队对人民深厚的感情。驻佳部队广泛开展进
村屯活动，用助医、助学、助残、助困的实际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强化赫哲族军民共建，同
江市人武部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的称号。

坚持以“千里双拥水道”建设为载体，开
展“建设千里绿色江防”活动；全力参与山火
扑救、抗洪抢险等救援任务；创新实施党、
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机

制，开展“春季净边固边行动”，打造了强边
固防的新模式，形成了军地“在边管内容上
同唱一台戏，在运行机制上走活一盘棋，在
问题处理上拧成一股绳，在工作落实上使齐
一股劲”的良好局面。

站在新的起点，佳木斯市巩固发展新时
代军政军民团结，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奋力谱写新时代双拥
工作新华章。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佳
木
斯

佳
木
斯

双拥花开 鱼水情深

佳木斯团市委组织开展军地青年联谊会。

佳木斯职业培训学院为
部队培训炊事人员。

驻军医疗小分队为桦川县群众免费送医送药驻军医疗小分队为桦川县群众免费送医送药。。

同 江同 江 游 人游 人
如织如织。。 侯佳侯佳摄摄游客在黑瞎子岛游客在黑瞎子岛。。陈志伟陈志伟摄摄

东极宝塔东极宝塔。。陈志伟陈志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