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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悦

“这边点点鼠标，试样就能自动
传过去，不会因为现场协调问题影响
进度了。我工作 20 多年，以前想都
想不到。”中铝集团东北轻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熔铸厂一名调度员说。

公司副总工程师徐涛介绍，在数
字化转型助力下，去年公司营业收入
首次突破 55 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83.8%。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是我国工业化进程起步较
早的城市，制造业产业规模大、门类
齐全。

近年来，哈尔滨一大批传统企业
开足马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不断迸发
由制造向“智造”转变的新动力。通
过“拥抱”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
断推动自身和行业“老中生新”，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哈尔滨市打造“先进
制 造 之 都 ”实 施 方 案（2022-2026
年）》明确提出，推动研发设计数字
化，鼓励建设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
产线、智能车间，加大设备数智化改
造力度。

在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叶片分
厂，今年 3 月 1 日上线运行的中小叶
片自动化加工示范单元内，一片片
叶片正在被全序全流程自动化加
工。

“在加工效率方面，示范单元实
现了多个工序优化和物流优化，自动
化连续加工也使得设备等待时间大
幅缩短。在质量提升方面，通过精准
装夹定位、过程在机测量、完工三坐
标测量等多种检验手段的运用，使得
产品一致性大大提升。”哈电集团汽
轮机公司工艺部党总支书记柳康切
实感受到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生
产的赋能。

近日，以“新动能、新机遇、新
发展——东北振兴的企业家力量”
为主题的 2023 中国企业家太阳岛

年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
与会人士聚焦数字经济、生物经济
等领域建言献策，共商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新路。在数字经济
与人工智能发展高峰论坛上，哈尔
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绍臣
发布了哈尔滨市数字经济投资潜
力报告。

王绍臣介绍，哈尔滨市数字经
济企业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数字经
济企业百花齐放的态势。截至 2022
年，哈尔滨市数字经济相关高新技
术企业 840 家，其中主营收入 50 亿
级企业 1 家，10 亿级企业 3 家。2023
年 8 月底，哈尔滨入选国家首批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作为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倚
重创新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能源
优势等，力争成为黑龙江省数字经
济跨越发展核心区。截至 2022 年，
哈尔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在 6.67%左右，数字
技术领域累计转化科技成果 611
个。

人才偏少一直是困扰老工业基
地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发展数字经
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哈尔滨突出

“高精尖缺”导向，在细化落实国家、
黑龙江省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大力提
高技能领军人才待遇水平，制定出台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具体措施，深化
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着力打造一批
高素质专业化技术人才队伍。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有关
部门、重点企业成立“数字经济产业
联盟”，通过为数字龙江建设提供产
学研用解决方案，推动了区域人工智
能上下游产业驶入快车道。

“哈尔滨在工业、文娱等方面有
很好的基础，同时在科技方面又有很
好的高校人才支撑，将会有很好的增
长空间。”上海任意门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陶明说。

新华社电

哈尔滨：争渡数字经济“蓝海”

本报讯（朱磊 李淑霞 记者姜斌 刘畅）连日
来，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周密部署，统筹安
排，充分发挥组织、机械、人员优势，多措并举全
力以赴抢收秋粮。

当前，牡丹江分公司正以日均出动机械
5460 余台（套），日均收获近 40 万亩的速度，按
下秋收“加速键”。截至 10 月 10 日，分公司 720
余万亩秋粮收获已完成 70%。预计将于 10 月

20 日前，全面完成水旱田作物收获任务，预计
粮食总产再次超过 72 亿斤，实现连续稳产增收
战略目标。

八五六农场水稻收割现场。 王金彬摄

□孟维欣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微风拂过，大豆田里沙沙作响，
是豆荚摇铃的声音。日前，在明水县
大豆种植地块，万亩大豆秸秆上挂满
了豆荚，泛着金黄，在明水县永久乡
收割现场，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
梭，隆隆作响，一排排沉甸甸的豆荚
转瞬间脱壳拨出豆粒，收割、脱粒、装
卸，从豆荚进入收割机，到豆粒装进
农用车，一站式完成大豆收获。

永久乡永乐村党支部书记刘永
久说：“今年村里种植大豆 3600 多
亩，这几天抢抓晴好天气，贪黑起早
地收获，一天能收 150 多亩，预计再
有10天左右能全部收割完。”

走进明水镇勤俭村也是一派丰
收景象，瞧着黄澄澄的大豆，种植户
宫春波高兴地说：“这片地今年种的

品种是‘东生22’，不仅蛋白含量高，
产量也高，今年年头好，一亩地能产
粮 400 斤左右，真是个丰收年，一年
没白忙！”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
粮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明水县组织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
连续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
块，确保大豆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据了解，明水县今年种植大豆
65万亩，通过与省农科院、东北农业
大学以及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
公司等繁种企业合作，建设了大豆
繁育基地 8000 亩、耐盐碱大豆 3000
亩，并经过多年努力研发出适合本
地种植的大豆良种，为农业丰产增
收打下坚实基础，为国家“扩豆稳
豆”贡献一份力量。

脱粒。 林倩倩摄

万亩大豆 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张雪地

“今天先装车拉走 20 万棵苗，剩下
的80万棵也尽快采收。”10月9日，海林
市山市镇胜利村一片刺五加育苗地头，
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驱车十个多小
时的采购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采收现
场，拉走了刺五加苗。

近几天，尚志市、横道河子镇、内蒙
古自治区等地的车辆，纷纷来到海林市

令山刺五加专业种植合作社购买刺五加
苗，这些车辆都是空车而来，满载而归。
合作社负责人张令山穿着迷彩服，站在
地头，不时地叮嘱干活的村民：“25棵一
捆，别给数少了，宁可多放也别少放。”

电话一个接一个，在地里等着迎接
一波又一波的客商，张令山笑得合不拢
嘴。“刺五加浑身都是宝，叶子、果实、
杆、苗木都能卖钱，预计今年合作社总
产值超500万元。”张令山说。

刺五加苗销售旺□刘莹 本报记者 刘畅 姜斌

“快来看看咱这大白菜，随便
拿起一颗都有八九斤。这个品种
叫‘秋胜’，是黄心白菜，品质好、不
愁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近
日，北大荒集团安达畜牧场有限公
司种植户魏树军抱着大白菜满心
欢喜，像夸自家孩子一样“炫耀”着
丰收的果实。

大白菜颗颗紧实饱满，除掉外
层老叶后排列成行，整齐码进黄色
网兜里，装车运走……10 月 8 日，安

达畜牧场有限公司“麦菜复种”地块
的白菜丰收了。一年时间内，在这
同一地块上，种植户魏树军已是第
二次展露丰收的笑脸。

三个月前，这片地里的金色麦
浪犹在眼前，而今闯进视野的是一
颗颗圆滚翠绿的白菜。一年两茬、
一地双收，这就是安达畜牧场有限
公司探索出的“麦菜复种”种植模
式，即在同一地块上，四月初播种小
麦，七月中旬小麦收获后播种秋白
菜或萝卜。

抱着大白菜的魏树军。 刘莹摄

“看看咱这大白菜”

（上接第一版）

机遇 2：深耕细作区域合
作，立足国内大循环激发东北
振兴

李清君认为，深耕细作龙粤合
作、南联北开的联动协调协同，是推
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契
机。利用这一契机把两省之间的产
能、产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创新链积极联合在一起，把黑龙
江的自贸片区和广东的自贸片区紧
紧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
内国际双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体现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价值。

张丽莉和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副院长余志刚，也提出了区域
合作促进双循环的观点。张丽莉表
示，龙粤合作、深哈对口合作起到了
很好的示范作用。未来我省要强化
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的对
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质的
生产要素集聚到龙江，促进龙江高质
量发展。余志刚表示，区域合作中，
我省要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
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引入外贸
龙头企业、消费电子企业，推动我省

“4567”现代产业体系与其他地区战
略性产业深度对接合作，为助推我省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省社科院东北亚问题研究专家、
东北亚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笪志刚表
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立足国内
大循环，通过科技自立自强，在创新
链和质量链、人才链、产业链方面形
成新质生产力，首先推动省内循环，
然后是东北地区循环，再然后是东北
地区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环渤海区
域几大板块的联动。通过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利用外循环的活力
激发东北振兴，这又增添了很多新的
机遇和路径。

机遇3：借港借江出海，打
造“冰上丝绸之路”重要物流枢
纽区

李清君表示，在“陆海空水公铁”
以及油气管道、跨境电网、跨境电商
海外仓和边境合作区等立体化现代
交通网络体系建构和平台组织网联
等方面，我省具有重大优势。这一优
势对于向北开放、发挥互联互通的作
用极其重要。中欧班列常态化规模
化的开启，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
设意义非凡。黑龙江要抢抓“冰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借港借江
出海”，打造“冰上丝绸之路”重要物
流枢纽区。这是龙江得天独厚的发
展机遇。

“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
创新和完善两国合作平台奠定了基
础。我省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着力
推动制度创新，结合中俄各自的产业
发展特点和产业扶持政策，协同创建
中俄跨境自由贸易区和国际超前发
展区，通过建立投资贸易自由、人员
流动自由的开放合作新平台，助力两
国跨境产业发展，提升沿边地区开发

开放水平。”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
究所所长钟建平说。

张丽莉表示，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生
效，首次将中日韩三大经济体纳入到
统一框架，填补东北亚的多边自贸区
的空白，使三方市场进一步扩大，合
作范围进一步拓宽。过程中出现了
很多成功经验，中日开展的第三方市
场合作便是其中之一，推动了中日经
贸关系的深化升级，创造了区域互利
共赢的新典范。这一创新模式也可
以为龙江所用。同时，在“一带一路”
系列经济走廊中，黑龙江一直是“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继续深
化对俄、对蒙合作，是龙江打造向北
开放新高地的重要机遇。

机遇4：打造“向北开放之
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空中
“大动脉”

韩朝亮认为，未来深入融入国内
国际双循环，黑龙江将进一步面向亚
洲、欧洲、北美洲拓展贸易市场，未来
增长潜力无限。随着哈尔滨机场第
二通道、机场东二跑道等一批标志性
项目建设，洛杉矶“客改货”包机航
线、温哥华“客改货”包机航线等陆续
开通，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将全方位
拓 展 至 上 合 组 织 、“ 一 带 一 路 ”、
RCEP和欧美国家航线网络，抢抓航
空货运市场发展机遇，畅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空中“大动脉”，为哈尔滨不断
拓展市场提供物流基础。

省科顾委外贸专家组组长、中俄
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宋魁表示，要整
合哈尔滨现有的自贸区、开发区、综
保区、临空经济区等体制，建立对俄
经济合作特区，把哈尔滨打造成“向
北开放之都”，使其成为对俄贸易中
心城市。

“要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步伐，进一步提升黑龙江作为东
北亚物流和综合交通网络的战略枢
纽地位。”省政协委员、哈尔滨理工
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晶梅说，通过提
升黑龙江境内及边境物流、交通基
础设施水平，拓宽和加快形成快速、
通达的联结东北亚地区及欧洲的物
流和交通网络，将黑龙江打造成为
中俄“东北—远东”货物流通的重要
节点，进一步深化黑龙江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乃至欧洲的经贸合作。

钟建平说，现在中俄提升跨境物
流能力恰逢其时，包括尽快启动新的
跨黑龙江铁路桥建设、黑瞎子岛口岸
建设等项目。同时，利用“东北—远
东”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相关合作机
制，协商推动俄罗斯格罗杰科沃铁路
口岸扩能改造，从而提高绥芬河口岸
综合通行疏运能力，畅通我省东向出
口通道。另外，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环
境的变化，俄罗斯游客不得不把旅游
目的地转向泰国、越南、土耳其和摩
洛哥等国家。我省应抓住这一机遇，
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旅游服务保障水平，吸引入
境游客。

构建新发展格局，黑龙江机遇在哪儿？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阳阳）10日，农业社会化服务科
技增产成果展示暨玉米密植高产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
术测产观摩会在讷河市举办。活动现场，对玉米密植高
产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粮食增产技术示范田现场测产
并公布结果：集中连片田块亩产达 897.3公斤，最高田块
亩产达988.12公斤，讷河市玉米单产再创新高度。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供销合作社、中国农科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讷河市政府主办。

讷河玉米单产创新高

（上接第一版）记者在江南公交枢纽
中心看到，车库里放置 12台智能充电桩，
可自动识别车辆需要充电的伏数，公交车
和私家车均可在这里得到充电服务。目
前，该枢纽中心一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
总占地面积超过 1.8 万平方米，包含维养
中心、车辆检测线、车库。

“江南公共交通枢纽中心项目建成
后，将是集公交首末站、客运分站、停车库
（场）车辆维修保养基地和现代化车辆检
测线于一身的综合枢纽，乘客在此可形成
零距离换乘。”牡丹江市公交集团总经理
助理寇吉胜说。

数字赋能科学统筹智慧管控

车辆精准调度，得益于智慧交通的数
字化赋能。

在公交集团智能调度监控指挥中心
的大屏幕上，能看到一个个代表公交车运
行轨迹的小点正在地图上运动。工作人
员介绍，这个“活点地图”的产生是由于公
交车上卫星定位信号与智能调度大厅相
连，从而实现全市公交车实时监控。通过
这套 GPS 智能调度系统，公司的所有线
路、车辆及相关数据都能体现其中。

在电子地图上，能清晰地看到代表车
辆的绿色圆点行驶方向，各条线路的车辆
在市区内的分布及行驶方向，可以查询到
指定的车辆在指定的时间内行驶的路线、
里程、速度等信息。

“当车辆出现距离过近或者大间隔
时，值班长会通过系统平台对车辆间隔进
行及时调整，如果线路上出现突发情况
时，驾驶员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值班长，
对其他车辆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均衡运输
的目的。”牡丹江市公交集团调度大厅主
任孙宏说，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线路各个
路段的最高时速均被录入到系统里，在车

辆超出限速标准时，车台会发出提示音，
提醒驾驶员及时控制车速，减少因超速发
生事故的风险。

正在出行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最
近乘坐公交车习惯打开“车来了”公交
APP 手机软件，下载后可以看到自己想
要乘坐的公交车距离到站还有多久，非
常方便。

此外，牡丹江市还推广使用监控预警
联动系统、出行信息服务提升系统、信息
管理与监控系统，开通多样化便捷支付方
式，实现全国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为
市民营造良好的智慧出行环境。

牡丹江，让市民轻松美好出行

日收40万亩，唱响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