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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义鑫 本报记者 李民峰 赵吉会

近日，记者在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
137 泡区域土地整治项目现场看到，金灿
灿的稻穗摇摇欲坠，成片稻田一望无垠，
丰收景象尽收眼底。很难让人想象，这里
曾经是非常贫瘠的盐碱地。

“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尘烟
起，地上长秃疮。”这里的百姓曾这样形容
盐碱地。盐碱地在全世界分布广泛，一度
被称为土地的“绝症”。然而在大同区，大
面积的盐碱地已经变为丰产田，已经连续
3 年压茬整治盐碱地 7179 亩，新增水田
5561亩。

大同区因降水量小、蒸发量大，地下盐
碱“返浆”致使土壤板结化，逐渐形成了大
面积的盐碱地块，盐碱地总面积8.7万亩。

如何改造利用这些盐碱地，使之变废
为宝？大同区紧紧抓住国家耕地占补平
衡政策机遇，有序实施盐碱地开发利用，
探索发展“碱稻”产业，让盐碱地成为农村

“致富地”、国家“储粮田”。
2020 年 10 月，大同区把盐碱地开发

利用列为全区重点工程，经调研论证，选
择距离“南引水库”和“西大海”水域最近
的双榆树乡辖区盐碱地进行重点开发，采
取“一地一图一良方”方式，修渠建站，引
水入田，开启了“碱稻”种植、碱地整治的

新征程。
首年，先进行小范围试验。2021 年 4

月，一期试验田项目改良盐碱地面积
586.2亩，运用“盐碱地改良八法”，通过水
利物质改良、有机酸性肥治理等方式进行
碱稻种植，将“不毛之地”变成了农田，新
增水田425.3亩，当年喜获丰收。

次年，快马加鞭扩大面积。2022 年 3
月，启动建设二期工程，整治盐碱地2548.3
亩，当年新增水田面积 1664 亩，地块不仅
实现了PH值和盐量“双下降”，而且还实现
了有机质含量和亩产量“双上升”。

今年，紧抓机遇乘势而上。大同区投
资 6000万元，启动三期工程双榆树乡 137
泡区域土地整治项目，改良盐碱地面积
4345 亩，新增水田面积 3472 亩。土地平
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以及水渠、泵站
等基础设施快速建设。经测产，该地块水
稻亩产可达 800 斤以上，地块粮食总产量
可达到280万斤以上，实现当年施工、当年
播种、当年收获。

三年攻坚盐碱地，大同区击破无数难
题。解决引水难题，选择距离“南引水库”
和“西大海”最近的双榆树乡区域，修渠建
站，引水入田。在改良技术上，科学运用

“盐碱地改良八法”，即水利物质改良、有
机酸性肥治理、生物技术改良、常规灌水
压碱、合理增施生根、栽培技术管理、化学

技术辅助、测土配方施肥，形成符合大同
地域盐碱地特性的改良技术，改良后的土
壤盐分含量从 3‰降至 1‰以下，土壤 PH
值从 9.3 降至 7.5，有机质含量从不足 7‰
提升至近 20‰。最后，在秧苗保障上，新
建 110 栋育苗棚室，按需育苗，可满足
8100亩地的用苗需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济账”直观。据统计，通过项目实

施新增水田 5561亩，“碱稻”总产可达 400
万斤以上，年可实现经济收入 450 万元。
不仅如此，大同区还完成国家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交易1980亩，2.6亿元。
“生态账”亮眼。在盐碱地开发利用

过程中，该区同步规划水系连通、岸线美
化、环境塑造等，累计新建引渠、干渠、灌
溉渠等 164 条、总长约 60 千米，同步建设
水闸、泵站等10余项基础工程。

“民生账”丰厚。盐碱地的有序开发
利用，带动周边道路、绿化等民生项目建
设投入，有效提升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水
平。仅在项目建设和田间管理上吸纳当
地劳动力 500 人以上，同时，带动稻米加
工、物流、仓储等相关产业发展。

三年整治7000多亩

盐 碱 地 里 稻 飘 香

□本报记者 吴利红

前不久，住建部等部门公布完整社区
建设试点名单，在 106 个社区开展完整社
区建设试点，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文宾社区
入列名单。

目前，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旧改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完善小区基本功能的同时，按
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要求，补齐养老、
托育、健身等设施，推进社区适老化、适儿
化改造，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提高治理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日前，记者走进正在打造完整社区建

设的文宾社区，感受这里居民的日常生活。
早上 8 点半刚过，社区各个活动室里

已是人头攒动、歌声入耳、舞姿入目……
从负一层到二层，乒乓球室、阅览室 、医
疗室、健身室里，都能看到居民的身影。

在负一层，十几位居民正在老师指点
下练习舞蹈，65 岁的杜锁云说，自从社区
提供了活动场地，就经常来跳舞唱歌，一
天过得非常开心。器械室里，李作典正在
锻炼身体，他说：“几乎每天都来这里锻
炼，这里配置的器械挺全的。”乒乓球室
里，两名居民正在比赛。正在医疗室免费
理疗的居民王敏说，在社区理疗和按摩，

自己腰腿疼明显见好，在家门口没花一分
钱就减轻了病痛。

文宾社区有 60 岁以上老人 2816 人、
75岁以上1675人、90岁以上60人，是相对
老龄化社区。为让老年人老有所乐，社区
在办公场地紧张的情况下，开设了十多个
文娱场所。文宾社区党委书记刘晶介绍，
近年来，社区有针对性地为社区老人开展
了助医、助药、助餐等十项助老服务。

在文宾社区部分楼区间，超市、快件
寄递点、理发店、药店等便民商服设施一
应俱全。

居民阎翠兰说，住在这个社区几十年

了，感受到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养老
驿站免费把买的东西送到家门口，家庭医
生每年都为 65 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建
档，小病都不用出社区就能治。

按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要求，到2024
年底，文宾社区将进一步完善社区医院、
日间照料室、老年大学等服务项目，建立
集休息、储物、售卖功能为一身，融合智能
座椅、自动贩卖机、人脸识别柜等多种功
能的智慧驿站。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
平台，将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纳入
平台，居民可轻松通过链接实现服务上
门，用科技使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服务更完善 生活更便捷
记者探访齐齐哈尔市文宾社区完整社区试点

盐碱地水稻田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赵吉会摄

本报讯（李国泰 刘琦 见习记者梁金
池）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
布 2022年度主要粮油和重要特色作物前
10 大品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凭借 11
个水稻、大豆、马铃薯品种上榜，是上榜品
种最多的单位之一，水稻品种龙粳 31、大
豆品种黑河 43 分获常规水稻、大豆全国
推广面积第一。

记者从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处获悉，常
规水稻全国推广面积前 10 大品种中，省
农业科学院占据 4 席，面积占比 52.6%。
其中龙粳31位列第一，面积1044万亩；绥

粳 27位列第二，面积 843万亩；绥粳 28位
列第七，面积290万亩；绥粳18位列第八，
面积268万亩。

大豆全国推广面积前 10 大品种中，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占据 6席，面积占比
67.3%。其中黑河 43 位列第一，面积 791
万亩；合农95位列第三，面积330万亩；黑
农 84位列第四，面积 315万亩；黑科 60位
列第六，面积225万亩；合农85位列第七，
面积200万亩；黑河45位列第九，面积188
万亩。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东生19位列第十，面积188万亩。

马铃薯全国推广面积前 10 大品种
中，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新 1号位列第
四，面积186万亩。

据了解，2022年度主要粮油和重要特
色作物前十大品种是由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农业农村部调查统计制度，基于全
国农技中心负责的中国农作物种业统计
所得。主要粮油和重要特色作物推广面
积前10大品种是根据各县统计的2022年
度面积达0.5万亩以上的品种汇总后进行
排序所得。

省农科院稻种豆种列全国推广面积榜首

本报讯（魏振宏 见习记者唐海
兵）近日，记者从省林草局获悉，

“2023年度全国十佳林场”认定名单
公布，共有50家国有林场获“2023年
度全国十佳林场”称号，其中我省尚
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小九林场、鸡西市
前进林场、嘉荫县马连林场3家国有
林场榜上有名。

小九林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尚志
国有林场管理局，始建于1958年，地
处张广才岭西坡，位于黑龙江省东南
部，尚志市西北20公里处，场部在乌
吉密乡小九村，施业区内有尚志市长
寿乡、乌吉密乡，共有36个村屯。总
经营面积26.9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22.9 万亩，林木总蓄积量 195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为 85.2％。2022 年，
人均收入 85000 元。2021 年小九林
场成为全省首批新型林场省级试

点单位，2022 年被黑龙江省林草局
列为新型国有林场试点单位，承担
国有林场现代化发展建设试点工
作。

前进林场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
的西南部，始建于 1959 年。施业区
东与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桦木林
场毗邻，西与绿海公司平岗林场、穆
棱林场接壤，南与牡丹江八面通林业
局清沟岭经营所相连，北与市直属胜
利林场相依。经营总面积15259.1公
顷，森林覆盖率91.1%。

马连林场始建于 1964 年，位于
嘉荫县东南部，场址距县城45公里，
行政区划隶属于保兴镇管辖。马连
林场施业区由连江、马连、光荣 3 个
营林区组成，全场南北长约55公里，
东西宽约 30 公里，经营总面积为
77911.4公顷。

我省3家林场入选“全国十佳”

人气旺！黄金周哈尔滨
累计接待游客827.5万人次

本报7日讯（记者薛立伟 徐佳
倩）7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
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
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

《黑龙江省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
全省建设工作方案》，讨论《黑龙江
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
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力争制度创
新有新突破、促进开放有新拓展、谋
划发展有新提高，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我国向北
开放新高地。要进一步创新管理体
制机制，借鉴先进自贸试验区对接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经验，稳步
推进制度型开放，建立与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和制度型开放相适应的管
理体制，增强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活力。要加大改革创新推
进力度，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
集成，先行先试适用于龙江发展的
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和监管模式。
要聚焦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快
推进自贸试验区“428 重点产业平
台”招商指引体系建设，突出补链强
链延链，力争打造千亿级产业集
群。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统筹抓
好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在
扩大对俄经贸合作上实现更大提
升。

会议指出，建设农产品质量安
全省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
要牢牢扛起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政治责任，坚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摆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全局
中谋划推动，抓好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整体提
升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以
发展绿色农业为鲜明导向，守好黑
土地绿色源头优势，为农产品质量
安全省建设提供根本支撑。要把现
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产品生产各个
环节，及时发现、制止影响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行为。要把农产品质量安
全省建设与黑土优品品牌建设结合
起来广泛宣传，全面展示我省绿色
农业发展成效。要压实属地责任，
强化组织推进，形成工作合力，及时
督促各项任务落实落靠。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决定
将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法治化建
设，以立法方式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
创造力，更好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
面重要作用。要对规定条款进行任务分解，增强条例实施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确保民营经济组织真正享受到法规和政策红利。要做好条例宣传贯
彻解读，让市场主体知晓、会用、用好各项规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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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作物已收获三成以上

□人民日报记者
温红彦 杨学博 许晴 宋静思

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标
志。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犹如一条波澜
壮阔的长河，一路奔涌、浩荡向前，历经风
雨绵延不绝，饱经沧桑历久弥新，在人类
文明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今年 6 月 2 日，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问
题，作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
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
一重大判断，犹如航标，为我们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凝聚奋斗与思考、承继光荣与梦想，激
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循大道，至万里。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
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
考量，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
华文明历久弥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
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
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是世
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
今的伟大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共同塑

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形成了博大精
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

2020年 9月在长沙岳麓书院，2021年
3 月在武夷山朱熹园，2022 年 6 月在眉山
三苏祠，2022年 10月在安阳殷墟，习近平
总书记一路考察调研，一路深入思索：“如
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
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
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新征程端详
中华文明，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观察中
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
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
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
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
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凸显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内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铺垫底色；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与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脉相承；

“富而后教”的治理经验，为“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支撑；

“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
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得益
彰；

“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悠久传统，
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成为共识。

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便能更
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基于自己国情
的中国特色、基于自己文化的独特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
义的文化生命，使其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
国风格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
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
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鲜明论断，“在实践
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
理、检验真理”的明确要求，“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执着
追求……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气息和

鲜活力量，让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
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曾经，古圣先贤提出的“小康”概念，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但只是存在于古籍经典中的美好憧憬。

今天，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千年
梦想，今朝梦圆。

曾经，仁人志士书写“修建160万公里
公路、约 16 万公里铁路、3 个世界级大海
港，还有建设三峡大坝”的现代化设想，但
当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蓝图
未能化为现实。

今天，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
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
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远超当初
的设想。

曾经，历代学者洞察“其兴也勃焉，其
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却无法找到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答案。

今天，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在给出“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又给
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历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
史进程、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
命100多年的奋斗、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
持续探索、改革开放 40多年的伟大实践，
多少人的深长夙愿，无数个历史之问，在
今天有了鲜明答案。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是人
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文明
程度提高的物质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怎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
在谋划。

从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
期，到提出“新常态”；从提出“新发展理
念”，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到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提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到提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今天，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物

质文明成果不断涌现，厚植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物质基础。亿万人民更加昂扬奋发，
更加坚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底气。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政
治文明的鲜明特征。

2019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
古北市民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参加法
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中间，
深刻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
程的民主”。谆谆话语，道出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特质与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开创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
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
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
智慧有深刻关联；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
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应向内
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
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
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中国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
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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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引领我们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