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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4日讯（记者孙伟民）24日，由省妇女
联合会、省商务厅、鸡西市主办，以“群芳荟龙
江，绽放她力量”为主题的全国女企业家龙江
行·相约魅力鸡西2023兴凯湖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鸡西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巾帼英才相聚
鸡西，共享商机，共谋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何良军出席并讲话。

何良军代表省委向各位女企业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向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及长期关
注和支持龙江振兴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
感谢。真诚希望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龙江行
为契机，进一步认识龙江独特区位条件、丰厚
资源禀赋、强大科教实力、坚实产业基础、优良
生态环境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聚焦传统和新
兴战略产业领域，探索创新合作路径，生成更
多合作项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贡
献巾帼力量。黑龙江也将会持续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有温度

的服务，让广大企业家在龙江安心投资，放手
发展。

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的女企业家将
在鸡西进行为期 3 天的参观和考察，将先后走
进当地知名的粮食深加工、石墨、中医药等企业
考察参观，洽谈合作。

2022年末，鸡西在新能源产业上集中签约
了零碳储能高端制造、“风火储一体化”、抽水蓄
能和电力外送通道等一批产业项目，着力打造
千亿级能源产业集群，商机无限。今年，鸡西在
创意设计上正在充分挖掘文化特色资源，不断
发展壮大历史文化项目和特色新兴文化项目，
全力推进创意赋能绿色食品、特色旅游、冰雪经
济，持续提升创意设计产业规模层次。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心竹代
表参会企业家讲话，部分企业家代表作了经验
分享。

会上还举行了捐赠和签约仪式。

全国女企业家龙江行兴凯湖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何良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霍营

“我们是国内率先开展医用手
术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致力于为医生打造智能手
术工具，为患者提供综合诊疗方案，
让各类外科手术更精准、更便捷。”
哈尔滨思哲睿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哲睿”）相关负
责人介绍，公司自 2013 年成立至
今，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目前
已构建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
成为国产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独角
兽”，力争成为医用手术机器人领域
打破国际垄断、实现国产替代的领
头羊。

作为国产腔镜手术机器人行业
的先行者，思哲睿依托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高校人才优势，历经近 10 年的
自主研发历程，在手术机器人领域形
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和独创性成果，

已拥有200余项专利，突破了腔镜手
术机器人领域的多项高难度技术壁
垒。

公司核心产品腔镜手术机器
人——康多机器人于 2022 年 6 月获
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已顺
利实现商业化销售。在国内腔镜手
术机器人领域，打破长期由国外手术
机器人独家垄断的局面，大大降低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努力实现腔镜机器
人手术普及化。

目前，康多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
远程手术，在 2018 年完成了世界首
例 5G 远程腔镜手术机器人动物实
验，在2022年完成跨运营商、跨网域
的“5G＋固网专线“多点协同远程手
术。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思哲睿不断
向手术机器人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针对特定专业科室的临床需求布局
了经自然腔道手术机器人、人工耳蜗

手术机器人、脊柱内镜手术机器人等
更多产品管线，努力实现对泌尿外
科、妇科、普外科、胸外科、骨科等多
科室覆盖。未来还将继续深入推进
实施远程手术，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扩大手术机器人应用范围，增进
人民健康福扯。

“2023 年，思哲睿手术机器人产
业化园区已经投入使用。”思哲睿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以实际行动不
断前行，助力龙江经济发展，为建设
现代化新龙江作出贡献。

5G远程手术机器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思哲睿：国产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独角兽”

本报24日讯（记者吴玉玺）24 日，记者从
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截至 24 日 8 时，我省
有 2 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乌苏里江干流
虎头站超警戒水位 0.79 米，低于保证水位 0.26

米，流量 3390 立方米/秒，水势回落；东安镇站
超警戒水位 0.07米，水势上涨。木兰达河支流
青阳河利北村站超警戒水位 0.19 米，水势回
落。

我省有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本报讯（孙福祥）近期，受台风“杜苏芮”和
“卡努”北上影响，绥化市经历了三轮强降雨过
程，局地最大降雨量达195.9毫米。为了保证汛
期安全，绥化市水务局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紧紧抓住水库这个抵御洪水的最重要屏障，筑
牢“第一道防线”。

“现在水库的水位是 168.23 米，库容是
2091 万立方米。前两天水库上游平均降雨量
88 毫米，预估来水量约 3000 万立方米，入库后
将远超2966万立方米的汛限库容。”这是8月初
联丰水库的一份汛情报告。

联丰水库是绥化市境内一座中型水库，位
于海伦河上，集雨面积961平方公里，是绥化市
每年防汛工作的重点。针对8月2日~4日的强

降雨过程，绥化市在统筹分析了联丰水库上游
来水量、洪峰流量、下游海伦河和通肯河以及沿
岸乡镇的承载能力后，决定海伦河洪峰到来前
对联丰水库开始预泄，可削减洪峰达 65%。洪
峰入库后，为了错开通肯河洪峰，联丰水库又将
泄量进行回调，大大减轻了下游通肯河的后续
防洪压力。

入汛以来，绥化市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
测信息，科学精准计算水库来水量，提前预留
库容，合理调度下泄量，既保证了水库度汛安
全，又减轻了下游河道防汛压力。通过合理
调度，目前绥化市汛情较为平稳，未发生险
情，境内 102 座水库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安
全运行。

绥化科学调度水库平稳度汛

科技赋能发展科技赋能发展 创新制胜未来创新制胜未来

24日，全省鲜食玉米机械化收获培训活动在巴彦县举行。活动现场，鲜食玉米收获机一路
轰鸣，一走一过将玉米“吃进”，吐出被粉碎的秸秆。

目前，鲜食玉米在收获环节大部分以人工采摘为主，用工量大、劳动强度高、工作效率
低。此次活动就是展示多种类先进鲜食玉米收获机械，为落实好全省“机收减损”工作任务
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李天池摄

本报讯（记者刘晓云）作为“中国黑木耳第
一市”，东宁不少菌农在前不久的洪灾中损失较
大。处于生长期的木耳被淹之后，该如何最大
程度减少损失？如何尽快恢复生产？日前，东
宁市供销联社组织市食用菌研发中心的技术人
员深入受灾较重的镇村，来到田间地头察看受
损的木耳大棚，“点对点”帮助指导菌农尽快恢
复生产。

东宁市食用菌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耐心地为
菌农讲解过水后木耳管理、过水棚室环境处理、当
前气候秋耳生产要领等相关知识，引导菌农科学
选择菌地，不要在低洼地、河道附近建设菌棚种植
木耳，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尽快恢复生产。

“ 洪水过后我们第一时间深入受灾村屯了解
情况，请来了相关专家，到受灾严重的三岔口镇和
大肚川镇，‘一对一’地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让菌
农尽快复工复产，减少经济损失。”东宁市食用菌
研发中心负责人郭文说。

东宁

“一对一”指导菌农恢复生产

本报讯（记者张雪地）近日，在
宁安市江南乡，无人机在水稻、玉
米田上空盘旋，农药抛洒出的水雾
细密，均匀地落在叶面上。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喷洒农
药作业，预防灾后病虫害。在宁
安市上空多个点位，均有无人机
循环作业。”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副主任李胜军向记者介
绍。今年 8月初，宁安市遭受了几
场不同程度的强降雨，使得农作
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受损。为了
及时减少损失并预防灾后病虫害
发生，宁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制定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促进
农作物生长的措施。

对于积水作物，及时进行排
水，水深区域使用柴油机设备抽
水，积水较少地区采用挖沟的方
式。据李胜军介绍，农作物长时间
积水可导致农作物贪青晚熟，或是
脱肥。面对这样的情况，及时进行

“查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给
这样的作物进行无人机抛洒叶面
肥，可促进农作物生长，有效减少
农业损失。

“现在，农作物到达了生长终
期，也是重点时期，进行灾后病虫

害预防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
预防玉米大斑病，大豆根腐病、蚜
虫病害，水稻灌浆期容易遇到穗
颈瘟、粒瘟、蝗虫病害。此外秋菜
也到了重要生长节点，白菜腐烂
病、菜青虫病都是我们现在非常
关注并着重进行预防的内容。”李
胜军表示，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可预防这些病虫害，特别是灾后
时期进行预防非常有效。随后，
李胜军向记者展示了无人机作业
监控平台，页面上显示着无人机
作业的航行轨迹、作业面积、是否
存在漏喷等情况。

宁安无人机上阵预防水稻病虫害

本报讯（孙健 记者王志强）尚志市一面坡镇镇中
村，一个被称为“被塑料大棚覆盖的蔬菜村”。因为洪
灾，满载红彤彤西红柿在大棚间穿梭往来的电动三轮
车日渐稀少，车里拉的货物多数变成了沾满淤泥的塑
料膜。连日来，省城专家及当地农技人员也纷纷为农
户“问诊把脉”，争取减少损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连日来，哈尔滨综合试验
站组织种子生产、连作障碍、菜田生态与土壤管理等
相关专家组成调研指导小组深入尚志市一面坡镇镇
中村，在田间地头详细了解蔬菜种植受灾情况，就发
现的问题开展技术指导，并结合实际提出具体可行
的应对措施。

省现代蔬菜产业协同创新推广体系首席研究员陈
立新建议，集中农业设施发展的优势和先进技术进行
集成，从标准化、科学化和实用化的角度进行棚室设
计，重新规划；洪水退去，可以马上进行规划设计，然后
进行建设，不影响明年的生产，使老蔬菜基地焕发新活
力，给农民增收致富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成效。

尚志

农技专家为受灾菜农支招

□孙恺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仓库里还有两袋子，我再去一
趟就全都拉完了……”

“这边基本全干了，可以装袋
了……”

烈日下，龙江森工海林局公司
夹皮沟景区停车场上 20 余名工作
人员正在不停忙碌着，有的将一袋
袋平贝从三轮车卸下，有的手拿耙
子不停地翻炒平贝，有的手握铁锹
将一粒粒平贝送回袋子……大家的
汗水沿着额头从脸部、颈部不停流
下，衣服也早已湿透。

“大家快来喝口水，歇会儿，要
是没有你们，我这平贝哪能这么‘完
好无损’……”看着被晾晒整齐的平
贝，夹皮沟林场职工王茂辉紧紧握
着工作人员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

面对辖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
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海林局公
司夹皮沟林场党员干部职工不畏

“烤”验，顶着高温天气，出动20人，
车辆2辆，历时2天帮助王茂辉一家
在夹皮沟景区木栈道出口停车场晾
晒平贝近 2 万斤，防止平贝因受潮
而发霉变质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场里前几天帮我转移平贝，这
两天又帮我晾晒平贝，帮我解决了
一个又一个难题。”回想起前几日的
情形，王茂辉哽咽了。

10 日，受强台风和连续降雨影

响，流经林场的河流河水暴涨，林场
决定对居住在河岸边的王茂辉家进
行转移。“台风马上来了，太危险
了！必须转移！你家的平贝我们也
帮你转移！”就在王茂辉因惦记家中
存有约 2 万斤的干平贝不想转移
时，林场主任安柏江坚定地说。

“路太泥泞了，咱们的车进不
来……”正当大家准备抢装平贝
时，却出现了难题。

“我家三轮车应该能进来，我回
去开车……”“我也回去开……”“我
也去”……这时韩纪海和詹庆欣等
工作人员高喊着往自家跑去。

雨越下越大，20 名工作人员冒
着大雨，扛起袋子、装车、盖塑料布、
转运……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协作，
汗水混着雨水，冒雨将王茂辉家近
2万斤的平贝“平安”转运到了安全
地带。

雨停了，夹皮沟林场党员干部
来不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奔走在
各受灾职工群众家中，逐户排查受
灾农户家庭状况，对发生水灾的情
况进行灾情评估、测量、核实面积、
上报数据。结合林场实际有针对性
地制定灾后重建措施，切实帮助受
灾职工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帮忙晾晒平贝。
本报记者 李健摄

洪水退后的夹皮沟

本报讯 连日来，全国及省内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纷纷向我省
遭受洪涝灾害的县市伸出援手，捐
款、捐物，支援灾区快速重建和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

由省商务厅重点联系的江苏耀
迪新材料有限公司捐赠给五常市价
值200万元的物资被运抵五常经济
开发区，近日已由五常市红十字会
接收入库。

黑龙江省上海商会主动对接五
常市委、市红十字会，了解需求，精
准帮扶，第一时间在商会工作群发
出募捐倡议书，会员企业积极响应，
及时准备捐助物资和善款。目前，
已捐赠五常市物资、善款共计50余
万元。捐赠的 200 台汽油泵、排污
泵及次氯酸消毒液等急需物资已于
近日送到五常市红十字会。

哈尔滨市民政局积极引导全市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支援灾区。近
日，满载着哈尔滨市社会组织捐赠
的11车救灾物资送抵延寿县。此次
捐赠的物资除了米、面、油和矿泉水
外，还有大量村民生活急需的物品。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组织医务工
作者近日来到延寿县，为该县中医医
院、县人民医院送去了药品。为进一
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哈尔
滨市第一医院与延寿县人民医院结
成对口支援关系。

哈尔滨市妇联紧急为依兰县筹
集了由盘锦爱心志愿者发展促进会
捐赠的 300 套棉被。目前，依兰县
妇联已将棉被紧急送达江湾镇、迎
兰乡、宏克力镇等受灾乡镇，并发放
到受灾村民手中。

（记者付宇 韩波 马智博 白云
峰 见习记者王阳阳）

各界爱心捐赠
纷纷涌向灾区

科技助力 减损增收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本报24日讯（记者狄婕）24日，省政府召开
经济形势分析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

一新和副省长王岚，分别就扩大有效投资、工业
稳增长进行专题部署。

省政府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本报讯（杨娜 记者薛婧）日前，哈尔滨桃李
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新推
出的无感审批2.0版本——“闻询即审-无感变
证”新举措，快速拿到变更后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和食品生产许可。

就在半年前，哈尔滨桃李食品有限公司通
过新区行政审批局推出的“无感续证”审批模
式，办理了单位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延续。“这
种通过信息共享、主动服务的审批模式已经让
我们很意外了，哪知不到半年时间，我们企业又
体验了更加便捷、高效而有温度的无感审批新
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说，前几天他们刚刚办理
完营业执照的法人变更，新执照在手里还没捂
热乎，审批局工作人员确认企业后续许可法人
变更意向的电话就来了。在得到企业的办理意
向和信息确认后，第二天审批局的工作人员就
将变更后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食品生产许可证
送到了我们手里。

“闻询即审-无感变证”是哈尔滨新区为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
力，全国首创的无感审批 2.0版本，是审批部门
通过各信息平台了解企业办理市场主体经营许
可变更的有关内容，在政务信息数据共享互认
互用的基础上，实现对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的预

判和预办，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确认企业办事
意愿和变更许可信息后先行发放许可，后续补
充材料的审批模式。

共有出版物零售经营许可、成品油零售许
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和食品经营许可等 58
项行政许可的公司名称和法人变更适用“闻询
即审-无感变证”新模式。目前，已有哈尔滨
金河湾龙生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威万豪
酒店、哈尔滨桃李食品有限公司、哈尔滨瑞辉
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享受此项改革
红利。

据介绍，下一步，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将
继续发挥审批制度改革优势，全面依托政务信
息数据共享互认互用，按照“成熟一批、公布一
批、实施一批”原则，根据事项类型、申请材料、
实施难度和风险把控进行综合分析，将更多事
项纳入“闻询即审-无感变证”适用范围，完善

“闻询即审-无感变证”事项服务清单。并将持
续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为出发点，转
变政府工作职能，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的政
务模式，实现由“要我办”到“我要办”的实质转
变，让企业体验“有心服务”，将优化行政审批效
能、提升政务服务品质进行到底，切实减轻企业
群众办事负担，全面助推哈尔滨新区和自由贸
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高质量发展。

哈新区推出“闻询即审-无感变证”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