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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纪艾彤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八月，水稻正处于灌浆期，站在
“我在主星有亩田”认养地块的田埂
一眼望去，1000多亩的成片水稻郁郁
葱葱，满眼碧绿，微风吹来，稻禾泛起
层层碧波，绘就了一幅丰收在望的田
园画卷。

北安市主星乡是目前黑河市连
片面积最大的寒地水稻主产区，寒地
黑土孕育出了优质大米。往年稻农
们需要想方设法开拓大米的销路，而
今年，稻田里迎来了新变化，关心水
稻长势、产量的不再只有当地的农户
们，还有田间摄像头连接着的稻田认
养客户。“为了增强客户的体验感、参
与感，他们用上了新科技，只要轻点
几下手机上安装的赛农耘APP终端，
认养客户就可以在家通过摄像头对
认养的水稻田进行实时观看。”主星
乡红光村昌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刘敬伟兴奋地对记者说。

主星乡依托物联网技术实现“可
视化”，实现了从种到收全程可追溯

管理，提高认养人的参与度，增加互动性。今年“我
在主星有亩田”的地块认养由150亩增加至1000亩，
全程由合作社专业人员托管，从春种到秋收，浇水施
肥、夏秋管理等各环节，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统一
收割、处理，确保认养客户吃到应季新鲜的绿色放心
大米。同时，主星乡将农业发展与生态观光、农事体
验相结合，实现农旅融合，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到
主星乡感受田园风光、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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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邵晶岩）近年来，孙吴县聚焦
市场主体服务需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
造“北疆孙吴·政务无忧”营商名片，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为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提供良好
营商环境。

孙吴县组建基建审批窗口，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推进企业开办
全程电子化，企业登记事项实现全程网办。推
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程序，十几分钟即可完成
企业注销登记审核。设置不动产登记综合窗
口，将法定规定一般登记、抵押登记压缩至1个
工作日；打造企业开办专区，企业开办实现小时
速度；持续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推出集成

“一件事”主题服务等便企服务举措。
全面落实惠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实行企业开办“零成本”改革，精简企业开办环
节，刻章及税务Ukey费用由县财政列支，实现
零成本办照、零成本刻章、零成本办税，最大程
度为企业提供便利。目前已有590家企业享受
此优惠政策，节约成本 80 万余元。设立“为您
办事”窗口，集中处理和解决企业群众在办事过
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解决率达100%。开
展惠企利民政策宣传大集活动，帮助企业与惠
企政策对接。同时发挥信用体系助力中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能力，加大“码上诚信”推广力度，推
进让退税减税降费直达机制帮扶各类市场主
体。云之润生物科技公司投产两年来，公司享
受的贷款补息、税费减免、固定资产投资奖励等
惠企政策超过700万元。

下一步，孙吴县将继续擦亮“北疆孙吴·政
务无忧”营商名片。以提高网办深度为着力点，
让全程网办“e 无忧”；以完善服务功能为关键
点，实现政务资源标准化，让信息指南“查无
忧”；以创新服务举措为突破点，形成政务服务
便利化，让企业群众“办无忧”；以推广码上诚信
为出发点，让市场主体“信无忧”；以保障企业权
益为关键点，让保护企业“诉无忧”。

孙吴为企纾困
擦亮营商名片

本报讯（于福庆 记者邵晶岩）日前，在黑河自贸片
区，黑河数字经济产业园已完成地库和地上12层施工任
务，完成主体阶段施工任务的80%。

据介绍，依托黑龙江省二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化建造的理念，他们将数字化管理融入工程施工的
每个步骤，比计划工期节点提前十余天。

该项目 2023年 4月正式开工，目前，钢结构工程、内
装砌筑工程、抹灰工程及配套管线安装正在加紧施工
中。8 月初，项目顺利通过了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阶段
性“绿色施工”评审。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黑河市首个集
办公、研发、销售、仓储为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黑
龙江省二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黑河区域党支部书记
李萌表示，下一步，省二建公司将严抓工程质量，圆满完
成施工任务，确保项目顺利竣工。

黑河数字经济产业园
加快建设速度

本报讯（孙岱 记者邵晶岩）年初以来，爱辉
区医疗保障局以人民健康需求为着力点，创新

“四加”经办服务模式，全力打造“四民”医保，提
高医保事项办理效率，优化群众就医结算和购
药体验。

“下沉+流动”，打造“便民医保”。“两病”认
定下放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六进”服务，在乡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投
放19台医保自助服务一体机，延伸医保服务触
角。依托“医保流动课堂”载体，零距离为群众
讲解惠民政策200余次。“规范+精办”，打造“惠
民医保”。构建“亮身份、明流程、优服务”医保
经办服务体系，上半年受理服务事项 1.2 万余
件，办结率 100%。申办材料精简 40%，即办事
项办理时长不超过 10分钟。“网上+热线”打造

“利民医保”。 29 项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
100%。提供就医备案等事项延伸至8小时外邮
箱办，开通“12393”、“5G+视频办”，实现医保咨
询轻松问。“监管+研判”，打造“为民医保”。强
化内控监督，“一把手”坐窗口抓经办，完善简化
服务流程22项。立足医保服务“有温度”、关切
群众“急需求”，下沉医药机构调研8次，优化群
众就医结算和购药体验。

爱辉区创新
医保服务模式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日前，古道驿站嫩江
美食节在嫩江市江畔广场启幕，此次活动与“黑
龙江·嫩江‘北鹅’品牌发布暨鹅产业发展交流
会”联动，进一步丰富了嫩江市民美食文化生
活，促进当地“夜经济”发展。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在古道驿站嫩江美食
节活动现场，人潮涌动，活动在开场舞《拥抱新
时代》中拉开序幕。此次“古道驿站嫩江美食
节”将进一步挖掘、整理、提升和弘扬驿站美食
文化，提升嫩江餐饮行业发展水平，打造嫩江市

“有名气、有特色、有优品、有热度”的形象，达到
“聚人气、造影响、推品牌、促消费”的目的。

活动上，现场精彩的歌舞表演和互动游戏
再次点燃全场。此次美食节搭建了 100 套桌
椅，提供由企业赞助的烤鹅、小龙虾和啤酒各
100份，邀请现场嘉宾及市民免费品尝，同时还
设置了 100 个美食摊位，烧烤、海鲜、火锅及各
类甜品纷纷亮相，汇集了百余款特色美食，让现
场嘉宾和游客一饱口福。

古道驿站
嫩江美食节启幕

夜色中的盛会。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数字园施工现场。 于福庆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风光秀丽的绿色粮仓。

依托田园景观农旅融合发展。

面对多重机遇叠加，推
进黑河高质量发展，民营经
济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年11月，省委省政府出
台关于振兴发展民营经济
的若干意见，并针对打造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
济、创意设计四个经济发展
新引擎，培育壮大航空航
天、电子信息等五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推进能源、
化工等六个传统优势产业，
加快推进信息服务、现代金
融等七个现代服务业，推出
了一些列支持政策。

当前，黑河市正着力打
造“三大产业集群”“三大优
势产业”和“四大经济发展
新引擎”，民营企业的作为
正在其中。

今年上半年，黑河市进
出口货物贸易总值达 117.2
亿元，同比增长 71.7%。其
中 出 口 25.26 亿 元 ，增 长
472.5%。开展进出口业务的
212 家黑河市民营企业，出
口总值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99.8%。
黑河市优秀民营企业之一的红河

谷汽车测试有限公司，拥有目前全球
规模最大、路谱最综合的开放式寒区
汽车测试基地。可开展发动机冷启动
性能试验、采暖性试验等全部27项寒
区汽车试验项目。作为黑河市发展冰
雪经济的代表性企业，红河谷并没有
止步于行业头部企业的位置，而是不
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企业进步。总
经理赵鑫宏表示，公司计划及早建成
并投入使用“全季节封闭式汽车测试
基地”。通过开展汽车“三电”、甲醇、
加氢等测试能力建设、适时启动“智能
网联无人驾驶试验场”项目建设工作、
谋划新战略布局。

目前，黑河市建立国家级和省级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各 1
家，已入驻企业 190 户。在黑河自贸
片区，首个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正加快
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黑河数字经
济产业和科技创新持续输出强劲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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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释放红利 民企加快壮大黑
河 出台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机制护

航企业发展、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近年来，黑河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民营经济摆上
了突出位置，以壮大规模、提升质量为目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壮大。

政策红利之花结出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之果，有力促进了黑河市经济社会
发展：2022年，黑河市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9.3%，对全市税收贡
献率达88.4%。黑河市的各项扶持举措，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截至7
月底,黑河市民营企业总数达到20150户，年初以来新增1841户，同比增长

14.6%。
“公司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带来

的政策支持和红利，特别是海关、税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进一步下放
行政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让企业办
理各类业务更加高效便捷。近两年，公司累计获得奖励资金

1400余万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和活力。”作为黑
河市优秀民营企业的引领者，黑河市丰泰进出口有

限公司总经理吕炜说出了切身体会。

□本报记者 邵晶岩

6 月 28 日，黑河市召
开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奖
励全市 10 户优秀民营企
业，彰显了黑河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
有变”的鲜明态度，释放出
始终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强烈
信号。

增强民营企业“根植
性”，就是要让他们“消除
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
展”。2021年，黑河市委市
政府出台《黑河市支持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从大力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培育企
业创新发展能力、促进民
营主体提档升级、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营造企业良
好发展氛围、加强民营企
业人才队伍建设、切实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等 7个方
面，制定了27条支持、保护
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此后，黑河市又出台

《黑河市应对疫情影响进
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稳定生产经营相关政策》，
从“减、免、缓、奖、补”等多方面帮助
企业纾困解难。全市累计为月销售
额 15万元以下的 6.8万户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税款 2.3 亿元；为
所得税 100 万元以下的 590 户小微
企业，减免所得税1831万元。

黑河市委书记李锡文在谈到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时强调，要进一步建
立完善体制机制、落实落细政策措
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
为市场主体拼经济搞建设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黑河市市长赵荣国频
频鼓励企业家坚定在黑河发展信心，
大胆创新，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黑河市、县、乡三级 833名领导
干部带头深入15850户企业，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用实际行动服务、支持
民营企业。“让黑河永远都是民营企
业家值得依靠、值得信赖、值得投资
的地方。”这是黑河全市上下的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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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支持强度，坚决落实
政策红利，进一步加强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支持，落实一业一
策、一园一策、一企一策，确保各项
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
主体……”做大做强黑河民营经
济，坚定的信心从黑河市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上传递开来，给大家心里
又添了“一把火”。

今年以来，黑河市上下深入开
展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工作落实年”
活动，推出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着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政务环境、服务
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增强企
业家的成就感、荣誉感和归属感，最
大限度调动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黑河市积极落实政策，立足现
实所需、企业所求，出台相关的27条
政策紧贴黑河市产业发展特点和民
营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硬
核干货”，精准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痛
点、难点、堵点问题，让广大民营经
济市场主体更好把握政策红利、融
入黑河发展，犹如一场及时雨，滋润
心田。

全力攻坚“融资难”问题，市、县两级深
入开展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调查，积极向金融机构推
送企业融资需求信息，组织举办“金融助振
兴·黑河在行动”等系列银企对接活动，黑
河农村商业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分别与17
户企业达成授信意向，授信总金额 16.5 亿
元。

黑河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成立防
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专班，
深入排查政府部门及所属机构、大型国
有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情况，排查发
现 26 笔 2494.9 万元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线
索，分类制定清欠工作台账、明确还款时
间，建立督办通报工作机制，目前已全部
清偿。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各种丰富多
彩助企活动，营造了维护企业权益、促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只是
黑河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个缩影，映射
出黑河支持民营经济乘势而上的坚定信
心，也为民营经济大有可为提供着源源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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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泊位于五大连池
风景区，是镶嵌在秀丽石
龙河畔上的一颗明珠。它

是一处盆景式火山奇
观，水清见底，水平如
镜。冬季不冻，热气腾
腾，其中水生植物的颜

色是最美的看点之
一。

黄宝印 本报
记者 邵晶岩摄

温泊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