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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俐言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九月的东极大地，空气
中弥漫着阵阵稻香。一眼
望去，尽是“喜看稻菽千重
浪”的醉人景象。

累累硕果集聚芬芳，丰
收的图景斑斓万千。近年
来，佳木斯坚决扛牢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底色愈发厚重，
围绕粮食生产关键环节，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有效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为
粮食产量实现“二十连丰”
打下坚实基础。

在桦川县，农艺师们深
入田间地头，为农作物“把
脉问诊”。

“长势不错，只要做好
防低温促早熟，今秋还是一
个丰收年。”在桦川县玉成
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
稻田，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杨忠生通过智能
化监测设备监测到的精准
数据以及田间实地踏查后
给出的判断，给玉成合作社

理事长李玉成吃下一颗定心丸。
“连续降水，让我这心都跟着悬起来了，

这回有你们‘看诊’，我就放心了。”李玉成笑
容满面地说，“有了专业人士的指导，我们只
要按照建议，精细科学做好田间管理，大家
伙儿的收入指定能再创新高。”

放眼望去，桦川县玉成合作社万亩水稻
田绵延起伏、错落有致，一片生机盎然的景
象，绘就了一幅丰收在望的田园画卷。

8 月初，受台风影响，桦川县经历了连
续多日的阴雨天。为把洪涝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确保实现今年粮食生产目标，桦
川县第一时间启动农业生产抗灾自救工作，
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协同东北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作物科学栽培所、
省农科院水稻所相关专家成立专家包联技
术指导组，通过直达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到
合作社的方式，深入全县 9 个乡镇指导防
灾、减灾、抗灾夺丰收工作，用科技助力农业
生产。

佳木斯牢固树立“防灾就是增产、减损
就是增粮”理念，坚持把抓好排涝、防病等措
施落实作为“防风险、守底线”的重要内容，
成功抵御了入夏以来强降雨天气对农业生
产带来的不利影响，紧紧围绕抢积温、防早
霜、促早熟、控病害，强化沟通协作，进一步
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适时收获，努力夺
取今年粮食丰产丰收。

奋斗创造奇迹，筑牢农业发展基石，展
望“二十连丰”，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佳
木斯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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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桦南紫苏文化节暨龙药紫苏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桦南县举行，国内 3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150余
位知名企业代表及各界人士齐聚桦南，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会长戴中久为桦南县“中国紫苏之乡”授牌。

签约仪式上，桦南县与佳木斯大学、江南大学、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紫苏世家生物研究中心、汉唐子
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苏州康
柏利科技有限公司、北大荒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振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易生活中医药研
究院进行招商签约，签约额共计 13 亿元；桦南县多
家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产销合作签约，签约
额达 1.49亿元。

近年来，桦南县深入实施紫苏产业发展“五个
一”工程，科学编制《桦南县紫苏产业发展五年规
划》，建成千亩紫苏种植示范园，全县紫苏种植面积
保持在 10 万亩以上。现有紫苏生产加工企业 6 家，
开发医药、美容、保健、食品、调味品等 10 大类、120
余种产品。注册紫苏产品专利 2 项，认证绿色有机
产品标识 2 个，“桦南紫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农产品，“桦南仙紫”“紫津坊”“半山翁”等品牌远近
驰名，产品出口至日、韩、俄等地。未来五年，桦南县
将进一步优化升级紫苏全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
紫苏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集群化迈进，全力打造
全国紫苏产业第一强县。

紫苏文化节硕果累累

本报讯（董艺著 记者刘大泳）“自从有
了阳光网格党组织驿站，大家伙儿的业余生
活丰富了，遇到大小难事有地方寻求帮助
了，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和出门遛弯的居民
有了临时歇脚的地方，小小的驿站凝聚起浓
浓的人情味儿。”家住长安社区的居民们都
这样说。

为推动基层党组织网格化管理服务更
加专业化、精准化，佳木斯郊区友谊街道率
先建设佳木斯市首家商业网格党组织工作
驿站，并建设了阳光、爱视等 4 个商业网格
党组织工作驿站，将“阳光普惠、互助共赢”
的理念融入基层治理。

驿站坚持党建聚力引领，整合优势资
源，丰富驿站活动形式，吸引辖区共建单位
和在职党员开展活动，让驿站成为党员教育
管理的“一线阵地”，找准协同服务“最大公
约数”，将若干网格单元转化为红色阵地。

针对辖区内九小场所、商家业户多的实
际情况，驿站征集微心愿、微诉求，形成“马
上办”“互助办”“转交办”“监督办”的工作机
制，增强互联互动，构架起社区党组织、辖区
居民和商家业户之间的“连心桥”，推动商户
由“被动治理”向“自主共治”转变。

依托驿站阵地资源提供暖心服务，为辖
区商户无偿提供手机充电、居民保险办理、
医药急救、歇脚休息、热食饮水、图书阅览、
轮 胎 充 气、打 字 复 印、惠 企 政 策 咨 询 等 服
务。同时，驿站将“二十一项功能”向外卖
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群体开放，解决他
们就餐难、饮水难、休息难、如厕难、充电难
等接地气、贴民心的问题，打造“浓情暖域”，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得到广大居民群众的一致赞誉和认可，
全面提升了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网格驿站“微服务”
基层治理“大效能”

本报讯（记者刘大泳）佳木斯市东风区法院对近
几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相关案件的调查审理情况及
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分析，积极探索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多元化解渠道，联合街道、社区、物业主管部门等，
充分倾听业主需求，深入了解物业公司服务情况，在
实践中找“病灶”、析“病情”、拔“病根”，2021 年~
2022 年，东风区法院新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952 件，今年 1 月至 8 月，新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 155件，整体下降了 83.72%。

东风区法院通过“一社区（村）一法官”工作机制
将司法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包联法官常态化深
入小区，在社区开展巡回审判，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公
开审理，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庭审过程，增强类案指
引效应，达到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玫瑰园小区的物业公司入驻后，因个别楼体地
下车库存水，业主拒交物业费，后在主审法官、社区
及物业主管部门等多方努力沟通协调下，解决了物
业与业主间的矛盾纠纷，这是东风区把“诉前调解
室”作为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先手棋”的实践成果，通
过畅通“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渠道，实现纠纷“一站
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东风区法院

推进诉源治理
高效化解纠纷

本报讯（于淼 记者刘大泳）佳木斯市聚力建设
我省东部区域人才集聚中心，围绕人才生活便利度、
工作舒适度等方面，构建宜居生态环境，倾力打造智
能化、数字化、人性化的人才社区。

在建设东兴城人才公寓 180 套、万达公寓 50 套
的基础上，佳木斯市高规格建设建筑面积 4.7万平方
米，集生活服务、创业孵化、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大型
人才社区，可同时满足 1200余人居住。社区内建有
3 栋人才公寓、450 套房源，按照“一人一卧、两人一
卫”标准，设计单人间、双人间、家庭房等 5 种房型，
采用新中式、马卡龙等 5种装修风格，室内家电配套
齐全，已达到拎包入住标准。还专门打造了自习室、
路演厅、影音室、解压吧、剧本杀、书咖等 16 个共享
功能区，建设完成 240 平方米人才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派驻专属网格员与物业管家共同入格服务。

同时，开发了“佳才闪办”人才公寓入住资格审
核服务平台，打通不动产等部门间数据通道，实现人
才公寓入住身份秒认、条件秒审、房源秒配。建设

“数字人才库”，将享受政策的人才全部入库管理，通
过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人才信息分类汇总、定
制查询、自动分析，未来将为佳木斯市人才资源开
发、人才发展资金测算、全领域精准引才用才等决策
部署提供数据支撑。

将人才社区打造成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区，除
市域内人才可入住外，还建设了青年人才驿站，为到
佳求职的大学生提供 7天免费入住服务。设置创客
空间、会议室等配套设施，免费向人才开放。建设

“人才服务大厅”，主要承接创业担保贷款、高层次人
才 申 报 等 业 务 ，为 创 业 者 打 造“5 分 钟 工 作 生 活
圈”。“智汇空间”人才成果交流展示馆，作为佳木斯
各行业领域人才奋斗成果的展示窗口，为人才搭建
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佳木斯市已全面建立起绿色通道、服务专员、人
才码“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设立人才服务绿色通
道 110 个，配备人才服务专员 220 人，让人才处处受
尊重、事事享优待。

人才社区
品质高服务暖

□文/孙婧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宋洋

黑土地、绿生态、白冰雪、红基因，位于
中国版图的雄鸡之“冠”、有着魅力四“色”
的佳木斯，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 从
孕育希望的“春耕图”到迎来丰收的“秋收
图”，再到绘就无人农场的“丰景图”……佳
木斯市作为省重点农机产业基地，抢抓高
端智能农机发展机遇，加快农机发展的新
时代步伐。

在刚刚闭幕不久的 2023佳木斯中俄农
机展销会上，现场成交产品数量 454台/件/
桶，现场成交销售额 4871.44万元；

智能农机产业链重点企业佳木斯骥驰
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的推介活动中，来自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供货商齐聚东极，共话
发展；

9 月 1 日，由黑龙江省农科院与重兴科
技联合研发的全国首台大型高端智能鲜食

玉米收割机，在北大荒（佳木斯）区域农服
试验田现场作业成功；

佳木斯骥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的 12 万台系列产品活跃在国内粮食主产
区，作业面积累计 9000万亩……

创新发展，追求卓越，是佳木斯市发展
高端智能农机的关键词。以“务实合作·共
同发展”为主题的 2023 佳木斯中俄农机展
销会，在 2.8 万平方米的展示区上，82 家国
内外重点农机企业和品牌尽显风采。

展销会的成功举办、推介活动中新农
机的发布、首台鲜食玉米收割机攻关鲜食
玉米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一个个新
机型、一项项新技术，是“全国农机看龙江，
龙江重点看三江”的最好证明。

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老工业基地，
佳木斯市是国内农机制造和应用最早的地
区，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台联合收割机、第
一台轮式拖拉机。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建
设，现已形成动力机械、收获机械为主，橡

胶履带、农机 V带等配套产品为辅的 7大门
类 80 余种系列农机产品，在农机生产等方
面具有良好基础，农业现代化蓬勃发展，农
机补贴政策落实到位，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99%以上。

佳木斯市重点依托高新区承载农机
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对全市农机生产企
业实行延伸管理，全力推动产业要素集
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大型收
获机械、动力机械、耕整机械等，发展成
为具有较强的技术装备、科技研发和综
合配套能力的农机装备制造基地。

不断拓展对俄农机销售领域，佳木斯
市农机产业发展迅猛，涌现出一批在国际
国内领先的农机制造企业集群。产业集群
效力持续显现，依托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职教集团等 20 所大中专院校，与中国农
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科研院所开展联动，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培
养、带薪顶岗等方式，每年可培养 1.8 万名
高素质技术人才，为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全
市农机从业技工人员达 5000 人以上，本科
以上学历近千人，研发人员 300多人。

目前，佳木斯市共有约翰·迪尔、骥驰
拖拉机、德邦大为、重兴机械等农机生产企
业 48 户，是省内农机配套产业最齐全的地
区。仅 2022年，全市农机购机总价达到 8.5
亿元，占全省的 11.3%，农机具一项在国内
销量第一。

品牌强农，科技兴农。佳木斯市汇聚
起发展高端智能农机的澎湃动能，全面展
示国内外先进现代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机
械新技术、新产品与新服务，让农民的“金
扁担”不仅挑得高，还挑得更稳，积蓄农业
机械智能化发展的底气，为农业现代化增
添新动力。

在这片肥沃的三江平原，田野乡间奏
响着一首首现代农业更优、高端智能农机
更强、农民增收步伐更快的行进曲，向着高
端智能农机高质量发展之路上，佳木斯也
将一路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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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大泳）喧闹的城市中，越建越高的楼
房和川流不息的车流让人们期待找到一个可休闲可健身
的自由空间。口袋公园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些期待。目
前，佳木斯市已建有口袋公园 50 处。口袋公园的建设，
达到了“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转角见美”的效果，使群众
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

无独有偶。省水利三处住宅区附近的“学府花海”成
为了市民打卡新景点。“学府花海”是佳木斯市委市政府打
造的城市绿化美化“三大花海”之一，占地面积 3.4公顷，整
体造型为一只蝴蝶翩翩起舞于烂漫的花丛之上。一簇簇
大丽花、孔雀草等十余种花卉遍地开放，如梦如幻，提升辖
区“颜值”的同时，满足了群众休闲娱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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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企业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农机产品农机企业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农机产品。。

参观农机展的俄方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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