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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新闻：绿色龙江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
自2023年9月10日起施行。

《办法》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

斗力，围绕军队人员家庭婚、孕、产、育、教
等现实需求，坚持体系设计、突出技术服
务、注重支持扶助，规范和加强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服务保障，构建全生育链条技术
服务支持体系，保障实行计划生育军队人
员合法权益，促进军队人员家庭幸福。

《办法》共33条，对生育调节、生育奖励
扶助、生育服务等作出规范，提倡军队人员
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
子女；新增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
假期，完善保育教育、托幼服务等配套措施；
健全咨询指导、保健服务、技术服务等举措。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

“林区三问”回答得怎么样？从伊
春荣获的多个称号中可见一斑。这些
美誉的“含新量”“含氧量”“含金量”相
得益彰，折射出伊春林区转型发展、生
态财富、人民福祉齐头并进。“林区三
问”这张答卷还在铺展，我们期待它继
续做出更好的回答。

伊春林区的“答卷”是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的写照，它照见了全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生动实践，也照见了无数“人不负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真实故事。山

青、水绿、天蓝，黑龙江绿色发展的底色
更足、生态经济的优势更强。

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既是自然财
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
富。如何把“是”变成“等号”，让青绿成
金银、让白雪成金银，绝不能“静待花
开”，只有主动作为，伊春林区点绿成金、
借绿生金的探索可复制、可借鉴。我们
只要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
系，向绿色转型要出路、向绿色创新要动
力，就能让绿色经济释放发展红利，让绿
色龙江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
撑。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你我都来做生态环境保
护者、建设者，最终也都是“金山银山”
的受益者。

不负绿水青山
方得金山银山

□贾晶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 姜斌 刘畅 刘大
泳 刘晓云 董新英）金秋九月，色彩斑斓的
龙江大地一片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全省
粮食作物总体长势良好，玉米集中处于蜡熟
期、大豆处于鼓粒末期、水稻处于蜡熟期—
黄熟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尽管
前期局地受到洪涝灾害影响，但农作物整体
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粮食生产有望实现“二
十连丰”，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龙江优质
粮。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实施千万吨粮食增
产计划，攻坚克难稳面积，千方百计提单产，
粮食作物面积较去年增加，各种农作物都播
插在最佳丰产期。集成推广优质高效生产
技术模式，深挖增产潜力，全省重点农业技
术推广总面积超过2亿亩次。

连日来，为提升大豆产量，在北大荒集
团引龙河农场有限公司各大田地块，不时有
航化飞机低空掠过连片的农田，巨大的气流
推动肥料雾流均匀喷洒在作物上，给正值产
量形成关键期的秋粮吃上一顿“营养餐”。

“刚才我们查看，大豆单株根瘤数量已经增
加到 8~15 个，与以往相比增加了两到三
倍。”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长杜朝霞一边记
录一边说。今年，引龙河农场大面积推广大
豆根瘤菌喷淋技术，可以持续把氮素输送给
大豆，可节省氮肥 25%、大豆百粒重增加
5%、增产5%~10%。

今年，我省将良种繁育推广摆在突出位
置，争取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2.3亿元，全
力推进19个国家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建立专家育种示范基地 16
个。筛选出适合全省不同积温带种植的主

导品种306个，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
现全覆盖。

进入收获季节，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秦
家村村民崔明每天都要到自家田里查看水
稻长势。他高兴地说：“今年雨水充沛，日照
充足，看这水稻，穗子大、粒饱满，一点倒伏
都没有，再有半个多月就开始收割了。”“我
们这里是国家级区域性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现有水稻审定品种 81 个，仅今年北林区就
为全省1800万亩水田提供了优质良种。”北
林香米产业商会常务理事盛昌种业总经理
王会介绍说。

安达市古大湖镇黎明村五队王汉强家
的玉米地块，放眼望去，茁壮的玉米秆上，约
一尺长的玉米棒子籽粒饱满。“今年我种了
100 多亩玉米，品种选的是‘安育 82’，采用
密植技术，亩保苗超过 4500 株。初步预测
亩产湿粮超过 1900 斤，产量一定能超过去
年！”王汉强看着自家玉米，说不出的开心。

一直以来，我省有效发挥农业合作社的
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适
度规模经营，带动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
用。全省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家庭农场6.2
万个，农民合作社9.1万个，累计实施规模经
营面积近1.5亿亩。

佳木斯市同江市东极水稻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孟繁花这两天手机响个不
停，都是订购大米的客户。“合作社共种植了
550 亩水稻，今年雨水比去年还要好，看这
籽粒多饱满，估计每亩能多打半吨粮。”她托
起一穗水稻穗说道，“合作社统一施肥、统一
灌溉，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大农机作
业，节省了生产成本。” （下转第四版）

有望“二十连丰”

□本报记者 贾红路

驾车沿鹤哈高速一路向小兴安岭腹地行
驶，当前方的风景由稻浪变成林海，伊春林区
就近在眼前了。

远望林海，满目苍翠铺陈向天际，构筑起
祖国北端生态屏障；走进林区，新型林场产兴
业旺、万象更新，一幅现代化新伊春的生动映
像跃然眼前。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
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

2016年 5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
考察调研时提出了“林区三问”，作出了“让老
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林都伊
春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林区三问”
时代答卷。

七年来，重点国有林区伊春深入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多业并举，发展动能加速积聚。

七年来，伊春全域森林蓄积年均净增
1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83.8%。

七年来，林区百姓福祉不断增进，7万多
名林业富余职工，通过向林中转、向林外转、
向域外转，找到了生活新坐标。

经济转型 多业并举调结构

七年前，曾同习近平总书记围坐聊家常
的溪水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在2016年端午

节办起了“养顺农家乐”，游客慕名而来，小小
的农家院连年升级改扩，旅游旺季，一家老小
全上阵还忙不过来。如今，溪水林场的农家
乐已经发展到 20 多家，形成“溪水农家院一
条街”。

作为我国开发最早，也是停伐最早的重
点国有林区，伊春按照省委建设“六个龙江”、
推进“八个振兴”部署，加快构建“1234”现代
化生态产业体系，即深耕森林生态旅游主业；
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特色产业；提升绿色
矿山、林木加工和能源传统产业；打造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新引
擎。

浩荡兴安岭，茫茫大森林，无限生机孕育
其间。

向林下——打造中国生态康养旅游目的
地。伊春市先后荣获“中国全域旅游最佳目
的地”“中国康养旅游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城
市”等荣誉称号，生态旅游品牌越来越亮。

刚刚过去的夏季，伊春市各地宾馆、酒
店、餐饮企业人满客满。凉爽舒适的气温、清
新宜人的森林浴场、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

“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等都令来此避暑
度假、自驾露营的游人乐而忘返。

（下转第三版）

伊春，书写“林区三问”时代答卷

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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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林海。
谭春林摄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披红绸，上房梁，放鞭炮……7日上午，
五常市常堡乡常堡村新立屯村民付宝军家
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喜气的新房上房梁仪式。

记者赶到付宝军家时，新房建设现场已
不见了前天采访时满地的红砖和水泥沙子，
新房已安装上金属房架。付宝军忙着做上
房梁前的准备，不时咧嘴一笑，掩不住喜
悦。妻子也乐呵呵的，上小学五年级的胖儿
子也跟着爷爷忙前忙后。

“滴滴”“滴滴”，一辆白色轿车驶来，一
位中年汉子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大捆红绸
布和一大盘鞭炮。付宝军迎上前：“爸，你从

哈尔滨赶过来，辛苦了。”来人是付宝军的岳
父，在哈尔滨从事建筑业，对传统的上梁仪
式很内行。

“围上红绸布，平安和顺！”指点亲家和
女婿女儿在松木杆上缠了几圈红绸布后，付
宝军的岳父爬上梯子，将松木杆拉到屋顶，
放在房顶支架上……随着岳父的一声“放
鞭”，付宝军点燃了鞭炮。红纸屑四处乱飞，
噼噼啪啪的炸响声振耳欲聋。

仪式结束了，新房即将建成，一家人将
开始新的生活。那块新房梁上的大红绸布，
付宝军几次抬起头，看个没够。

付宝军的岳父将房梁放在房顶支架上。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摄

新房上梁啦新房上梁啦！！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胸怀国之大者 肩扛使命担当
省属国有企业主题教育工作综述

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500娃儿上学不会迟到了

推动龙江创新发展
实现新跨越

□本报记者 李飞 刘莉

初秋的哈尔滨，清风拂面。
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短道速滑运

动健儿挥汗如雨；在体育场馆改造现场，工人
们热火朝天；在哈尔滨亚冬会筹办工作专班
办公地，工作人员破解一道道难题，跨过一道
道“门槛”。一幅幅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工
作场面，见证着哈尔滨“邀约世界逐梦亚冬
会”，展现着“奥运冠军之城”的信心和作为。

黑龙江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冰雪风光美
不胜收，冰雪艺术独具匠心，冰雪体育实力强
劲，冰雪经济产业兴旺。站上“新起点”，打响

“发令枪”，全省上下与时间赛跑，冲向将于
2025年2月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九届亚冬会。

有底气，亚冬会再回冰城实至名归

继 1996年成功举办亚冬会后，哈尔滨再
次成功申办亚冬会。“申办亚冬会是对哈尔滨
综合实力的充分肯定”“实至名归”，当哈尔滨
成功申办 2025年亚冬会的消息冲上热搜，国
内外网友纷纷留言点赞。

凭借冰雪文化发展和传承方面的优势，
哈尔滨成为冰雪赛事举办地实至名归。几年
来，哈尔滨相继举办了全国冬季铁人三项锦
标赛、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等国家级品牌
赛事，成功举办2009年哈尔滨世界大学生冬
季运动会。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黑龙江省运动员占国内参赛运动员
43.5％，教练员占中方教练员 55.6％，取得 4
枚金牌、2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占我国金牌总
数的 44.4％、奖牌总数的 40％，居全国首位；
今年 7 月，《大众滑雪运动项目基础术语》等
11项冰雪运动国家标准由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牵头起草，是全国
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次“批量生产”如
此多的国家标准。

比赛场馆是体育赛会硬件设施的“王
牌”。国际会展中心体育馆、哈尔滨体育学院
滑冰馆、哈尔滨冰球馆、省冰上训练中心速滑
馆和滑冰馆、亚布力滑雪场……随着这些体
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哈尔滨承接国际性赛事
的能力节节攀高“置顶”。

近年来，哈尔滨在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
广上持续加力，新建 10 个气膜冰上运动中
心，全部投用；八区体育场改造成为全民健
身中心；八区冰球馆翻新，为冰雪运动后备人才提供了更好的
训练和比赛条件。今年初，利用松花江、马家沟河水面和公园
天然水域浇建的 90 余块公益冰场，为市民参与冰雪运动开辟
了新天地。其中，哈尔滨大剧院南侧沿江 80 万平方米公益冰
场，是亚洲最大的室外冰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
计调查报告》显示，我省冰雪运动群众参与率为 57.8％，稳居全
国第一。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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