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徐鹏 记者白
云峰）依兰县以深化能力
作风建设“工作落实年”
活动为牵引，高效运用领
导责任体系、工作推进体
系、督导问责体系、考核
评价体系“四个体系”落
实机制，创新开展了务实
办、马上办、较真办和重
结果“三办一果”活动，推
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深化“务实办”，做到
精准谋划。全面聚焦经
济建设“主靶心”，坚定

“五区一城”发展思路不
动摇，聚力新能源、新型
化工、食品医药和文化旅
游、新经济新业态“3+2”
主导产业不松劲，县域经
济保持晋位赶超强劲态
势。今年上半年，地区生
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
比增长6.3%、8.6%、7%，增
幅分别排名哈尔滨市第 4
位、第 2 位、第 5 位。在全
县开展下基层、大调研活
动。县级领导每人牵头
完成 2 个调研课题，部门

“一把手”完成3个调研课
题，靶向廓清了推动发展
的思路、办法和措施。紧
紧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重要工程和重大项目，
由县级领导牵头抽调精
干力量组建“10+N”重点
工作专班，其中抽水蓄能
电站专班力促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煤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顺利推进，风电项
目专班推动风电装机并
网总量达到 85万千瓦，供
暖“冬病夏治”专班从根
本上解决了 7 个乡镇、27
个小区、3100 户居民的冬
季供暖问题。

深化“马上办”，做到迅速推进。严把
责任关，对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第一时间
列入责任台账，明确工作任务、牵头领导和
完成时限，真正做到件件有回声、事事有着
落。严把推进关，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等重点工作任务，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
度、联动会商、定向包联、拉练检查、报告落
实等机制，做到定期看进度、现场解难题、
及时报情况。今年以来签约总投资 22.36
亿元产业项目 4 个，推动总投资 125.17 亿
元的 8 个省重点产业项目开复工，实现新
动能入驻速度和质量双提升。

深化“较真办”，做到一抓到底。对于
明确的工作任务，在推进实施过程中敢于
向困难发起挑战，一些困扰百姓多年的烦
心事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
倭肯河岸边的搅拌站矗立多年，不仅影响
周边环境，更影响群众到东山公园休闲娱
乐。依兰县决定对搅拌站进行搬迁并建设
倭肯河公园，在面对重重困难时没有退缩，
实施专班推进，最终完成搅拌站搬迁，顺利
启动倭肯河公园建设。明确全县9个乡镇

“一乡一业”主导产业定位后，锁定目标、聚
力定位，力促乡村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全
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0家，创建乡村振
兴示范村9个、“一村一品”示范村36个，全
县村集体经济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村达到
100%，乡村发展活力日益增强。探索发展
预制菜产业，已打造预制菜供应基地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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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宇兵 记者白云峰）为落实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部署，方正县积极探索

“信易+”创新应用。方正县卫生健康局大
力推进“信易+医疗”应用场景建设宣传工
作，发布了《方正县“信易+医疗”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率先在县人民医院、中医医
院、社区医院等 3 家公立医疗机构试点开
展“信易+医疗”应用场景建设。

试点医院开通了“信易+医疗”服务
点，为各级劳动模范、市级以上见义勇为
人员、道德模范、龙江好人、无偿献血累计
达 4000 毫升以上的献血者、其他经市级
信用部门认定的信用优秀人员提供便捷
挂号、就诊协助、设施借用、住院容缺办理
等诚信便民服务。在大厅导诊处、候诊区
设立“信易+医疗”服务台，在医院门诊住
院挂号、收款和药房窗口分别设立“诚信
窗口”标识。为方便诚信人员便捷就医，
制作了“信易+医疗”便民服务印章和诚
信卡，有效提升了“信易+医疗”服务对象
的获得感。

方正
“信易+医疗”
守信者便捷就医

本报讯（宋秀娟 马宇兵 记者白云峰）走在
方正县，随时能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活跃
在公园广场、交通路口、社区院落等地，践行着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这座城
市奏出文明的乐章、增添暖人的温度。方正县
自今年初启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以来，广泛开
展了形式多样、接地气聚民心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全县营造了全民参与、全民创建的浓厚氛围。

日前，方正县与中华志愿者协会共建的全
省第一家“全国新时代志愿服务试验区”揭牌，
共同建强用好 9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县
有 265 支志愿服务队伍的 3 万余名志愿者活跃

在创城一线，有国家、省市级优秀志愿服务队伍
12 支，在省志愿服务平台参与率达 97.56%，星
级志愿者占比 90.35%。全县常态化开展“关爱
暖心行”活动，帮助 120 名困难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积极参与防汛抢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行动，捐赠防汛抗洪物资 15 万余元。“有困难找
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在方正县蔚然成
风。

志愿服务擦亮城市底色。方正县把“学雷
锋主题志愿服务月”活动与省级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紧密结合，坚持本地化、社区化、组织化原
则，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

引领作用，创新开展了“弘扬雷锋精神 聚力文
明实践 共享美好生活”学雷锋活动月等主题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80
余次。

志愿服务浸润百姓心田。在推进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中，方正县积极搭建群众乐于参与、便
于参与的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平台，组织开展了
风尚培育、诚信建设、志愿服务、典型引领、文化
传承等系列文明社会风尚行动。群策群力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十项行动”，带动更多市民
加入创建文明城市的队伍。把文明创建志愿服
务与解决企业和群众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相结

合，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的文明城市。
志愿服务“点亮”文明之光。方正县把提升

群众民生福祉作为志愿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确保让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县创城办以“访
民情、听民声、我为创城出点子”为主题，组织志
愿者在群众中开展了“创城行动共同参与”“创城
知识进万家”“问卷入户 文明入心”等活动，做到
人人成为文明大使，事事关心文明建设。同时，
为了激励志愿者更好地为民服务，方正县不断完
善志愿服务管理，探索多层级、多样化、全覆盖的
志愿服务激励回馈机制，真正让志愿红“点亮”城
市文明之光。

方正 汇聚志愿力量 擦亮文明底色
本报讯（刘婧婧 记者白云峰）宾县坚

持构建文明实践一张网，突出志愿服务
主力军作用，用文明实践活动沁润人心，
推动文明实践工作“建起来”“用起来”

“火起来”。
厚植文明沃土，织好“阵地网”。宾县

在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集中打造志
愿服务工作站、法律援助室、心理咨询室、
理论讲堂等特色阵地，兼具思想引领、道
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基本功能，实现“一个
中心，多功能覆盖”的效果。利用原有的
乡镇、村（社区）文化站和便民服务中心等
场所升级打造软硬件设施完善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实现县、乡镇、村（社区）
三级文明实践网络全覆盖，构筑起“连点成
线、连线成片、连片成面”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大格局。

播撒志愿暖阳，用好“主力军”。宾县
注重发挥志愿服务辐射带动作用，组建理
论宣讲、助学支教、卫生健康等多支各具特
色和优势的专项志愿服务队，将志愿者初
级培训、进阶培训和临时性技能培训有机
结合，促进志愿服务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发
展，上半年新增注册志愿者912人。

宾县聚焦农村群众的实际需求，创新
延展“讲、评、帮、育、传”五种活动形式，广
泛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情暖夕阳”“心
手相牵”等系列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持续
打造“线上＋线下”活动平台，精准对接群
众需求，提升志愿服务的精准化水平。

宾县
推动文明

实践沁润人心

本报讯（刘婧婧 董俊营 记者白云峰）
伴随着一场场大雨的洗礼，宾县治理侵蚀
沟的措施正发挥着保土蓄水作用。

“侵蚀沟的危害很大。过去一到下雨
天，黑土就顺着侵蚀沟被雨水冲走了，侵蚀
沟不断变长、变宽、变深，沟边的耕地也越
变越少，给大机械种地增加了难度。”近日，
在宾县平坊镇共和村侵蚀沟治理现场，村
主任丁波介绍，经过治理，现在一排排的石
笼和一列列的树木犹如缝合伤口的针线，
有效缓解了侵蚀沟的危害。

据丁波介绍，现在侵蚀沟里每隔一段
距离就有石头堆砌的石笼，沟两边还栽种
了榆树，这是县水务局在村里实施的侵蚀
沟治理工程，有效阻止了侵蚀沟继续向两
旁的耕地扩张。

宾县水务局局长王长岩介绍，通过采
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联合防护的方式，
对侵蚀沟进行了整体治理。其中，工程措
施是在沟道中建造石笼，在雨水冲刷时可
以将沟道内的泥土拦截，防止黑土流失。
植物措施是在侵蚀沟的两侧栽种适宜生长
的树木，随着树木生长可以固定沟坡，防止
沟壑侵蚀发展。

据介绍，宾县自去年以来共投入1.6亿
元，治理侵蚀沟974条，占哈尔滨市治理侵
蚀沟总任务的44%。

宾县
“砌石种树”
治理侵蚀沟

□文/摄 朱建文 胡春风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秋高气爽，依兰县三道岗镇三道岗村
果树园的龙丰果树迎来结果期。放眼望
去，橘黄色的成熟龙丰果已经挂满枝头，在
绿油油的叶子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诱
人。摘下一颗龙丰果咬在嘴里，酸甜的果
汁瞬间溢满口中。

“这片果树园占地 20 亩，是 2019 年栽
植的。龙丰果树适合咱北方气候，而且品
质好、价格高，镇里多次组织了种植技术培
训，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果树园经营者李
长文介绍，现在看这花繁叶茂的长势，预计
亩产可达600斤。

“今年我又从吉林省引进了吉桃系列
桃树苗，在大棚里种植，现在长势良好，
预计明年结果。下一步，我还计划打造
鲜果销售、旅游采摘园，眼看致富路越走
越宽敞，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李长文欣
喜地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依兰县三道
岗镇为充分利用辖区自然资源优势，适时
调整产业发展思路，积极发展“一村一
业”特色产业，将经济效益不好的土地改
造升级为现在的果树种植园，从吉林省
引进了龙丰果树种植，持续开发果树经
济，既充分利用了林间空地，又增加了农
户经济收入。

李长文和丰收的龙丰果树。

依兰
龙丰果树

喜迎丰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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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臧祥冬 本报记者 白云峰

初秋时节，在方正县松南乡黎明村馨祎家庭
农场，稻田里养殖的寒地小龙虾迎来了丰收。

农场理事长冯国清用网兜捕捞活蹦乱跳的
小龙虾，难掩喜悦地说：“今年我们家庭农场拿出
100 亩稻田养殖寒地小龙虾，现在看是大丰收

了，每亩地能增加 500元收入。”
据冯国清介绍，去年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在稻田地里养殖了 5000 只由哈尔滨市农科院研
究培育的寒地小龙虾。经过仅 2 个月的养殖，小
龙虾销售纯收入近 3000 元。今年，尝到了甜头
的冯国清将养殖面积由原来的 10 亩地扩大到
100亩，养殖的小龙虾也由原来的5000只增加到5
万只。

冯国清说，农场在哈尔滨市农科院高级工程
师邹作宇精心指导下进行了小龙虾规模养殖，虾
稻共作一个是对水稻起到双减作用，减化肥、减农
药，再一个是能够提高稻米的品质和品牌竞争力。

水稻品质提高了，当地稻米加工企业也主动
找上了门。冯国清说：“农场和秋然米业公司签
订了订单，收购每斤稻子又给我们增加了 5 角
钱。这样我们一亩地的水稻能增收 750 元，再加
上小龙虾的销售收入，每亩地共能增收 1250

元。”
方正县是全国水稻寒地旱育稀植技术发源

地。作为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县，随着方正大
米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如何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
变，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据方正县副县长
高守星介绍，方正大米已经成为方正县的靓丽名
片，方正大米的品牌价值已达 126 亿元。为实现
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方正县首先实施了富硒
战略，再者就是积极组织农民开展了鱼稻、虾稻、
鸭稻和蟹稻的立体种养，从而让农民真正地得到
实惠。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大米品质要求的不断
提高，更加生态、绿色的鱼稻、鸭稻、蟹稻、虾稻
在方正县应运而生。由于增收明显和消费者认
可，也让更多当地的水稻种植户、合作社、家庭农
场加入了生态水稻种植的大军。

冯国清用网兜收获小龙虾。

方正方正 虾稻共作增值增收虾稻共作增值增收

夜幕尚未降临，五国城公园夜市已飘
满人间烟火气。晚风吹来令人倍感凉爽，
烟火气逐渐升腾，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美食
混杂在一起的香味。

烧烤、麻辣串、烤冷面和铁板烧等各
类小吃摊位，不时引来前来品尝的市民游
客，让摊主们个个在忙碌间乐得合不拢
嘴。麻辣串摊主樊春河正摆弄吆喝着自
家的几十种串品，“一元一串，一晚能卖
2000 串吧，辛苦点也乐呵。”他高兴地
说。在隆记芝士火鸡烤冷面摊位前，朱晓
龙正与妻子忙着用喷枪烤芝士，顾客排起
了长队。“我这个小吃一份卖 15 元，一晚
能卖100多份，咱这夜市挺红火的。”朱晓
龙边忙边笑着说。记者漫步夜市，逛过一
圈，只见个个摊位前人流攒动、食客盈门。

五国城公园管理所所长秦安博向记
者介绍，他们改造完善了市场，变零散的
摊位为固定的摊位，业主们不用再每天重
复摆摊，还对 70 多家业户进行了无烟净
化。搭建好平台，就是要真正让“夜经济”
火起来，为创业者提供发展的平台，满足
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发展夜经济，一方面连着经济发展，
一方面连着百姓的民生福祉。”依兰县委
宣传部部长、县创城办主任王海涛表示，
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以来，依兰县合力开展
了多领域各类文明创建活动，尤其是全力
推进惠民基础设施建设，点亮夜经济，不
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百姓的
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让创城真正深入人
心、惠及万家。

百姓“夜食”有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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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马子涵 胡春风
本报记者 白云峰

三山四水相依，千年古韵萦怀。
如今的古城依兰，古老而灵秀，现代
而优雅。

今年以来，依兰的百姓蓦然发
现，在耳熟能详的自然历史景观外，
自己的家乡又平添了多处可以休闲
游玩、夜游逛吃的好景致、好去处，纷
纷点赞新的网红“打卡地”。夜晚攀
登“夜长城”，去“小三亚”露营烧烤，
到网红路上健身漫步，去北江沿上看
演出，逛吃五国城公园夜市，夜生活
一下子丰富起来。

年初，依兰县启动了全力争创省
级文明城市的行动。依兰县丰富创建
载体，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
靠民。将创城工作与发展城市夜经济
有效结合，在突显创城的文明气息的
同时，也“点燃”了生活的烟火气。

漫漫秋日夜未央，休闲打卡“夜
长城”。自入夏以来，依兰县多了一
处夜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就是
建在县城东郊倭肯哈达山上东山公
园的“夜长城”。

自 5 月初完成亮化工程后，依
兰百姓纷纷成群结队，在夏日夜晚
攀登 1700 米长的“夜长城”。漫步
登山步道，两侧的彩虹灯映照着树
影婆娑如梦如幻。登临山顶，美轮
美奂的 27米高的望江楼，鸟瞰古城
夜色别有一番情趣。

“自创城开始，县委县政府非常
重视东山公园亮化工程建设。工程
建设仅用时 17 天就在 5 月初竣工。
整体工程用柔性灯带串起了仿古长
城的亮化风景线，用幻彩灯把树木打
造出色彩斑斓的奇幻效果，打造出一
个百姓夏夜休闲游玩的靓丽景点。”
依兰县城市绿化亮化服务中心主任
谷亚亮向记者介绍。

百姓
“夜游”有去处

冬去海南，夏来龙江。依兰县7月中
旬打造了“小三亚”露营地，成为市民游客
夏日避暑休闲的网红打卡地。

秋夜清凉，微风吹拂，巴兰河水静静
流淌。翠绿的树林草坪中灯影闪烁，占地
2000平方米的露营地中，一排排白色、金
色的帐篷点缀其间，空气中弥漫着烧烤的
香味。露营地建有7顶三角屋餐厅帐篷、
1 顶球形星空顶帐篷、1 顶印第安草帽帐
篷、1 顶多功能会议帐篷，全部对市民游

客免费开放。在此安营扎寨，上有繁星点
缀，下有灯火璀璨。围坐篝火烧烤，寄情
诗和远方，依兰“小三亚”满足了百姓放松
身心、亲近自然的美好愿望。

夜色已深，做生意的齐秀忠正与众多
朋友们烧烤畅饮。他兴奋地对记者说：

“这里的环境和设施太惬意了，营地免费
提供帐篷、烧烤炉、用具，让市民有了在近
郊避暑休闲的地方，真是放松身心、亲近
自然的好地方。”

百姓“夜娱”有去处

望江楼。

五国城公园夜市。

红火的夜市。

““小三亚小三亚””露营地露营地。。

露营帐篷露营帐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