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长见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近日，记者走进龙江森工鹤
北局公司食药菌蔬试验示范基
地的大棚，看到一簇簇胖墩墩的
赤松茸破土而出，迎来收获旺
季。

大棚里，一片片秸秆堆成的
垄田上，菌杆白色、伞面赤红褐
色的赤松茸成群探出“头”来，在
阳光的照耀下破土而出，浑圆饱
满，甚是可爱。工作人员穿梭在
大棚内，轻轻扭动赤松茸的根
部，小心摘下并整齐摆放在身旁
的篮子里。

基地销售经理于杨介绍，这
些新鲜赤松茸会被分成四个级
别，价格每斤十几元到二十几元
不等。一级赤松茸需要达到直
径 3 厘米以上、高度 9 厘米以下
的标准，现已和多家商铺签订合
作协议，高品质的赤松茸产品已
远销北京、上海等地。

基地负责人董长军告诉记
者，基地共有 48 栋赤松茸大棚，
共计 20000 余平方米，目前已全
部进入丰产期，日产量 1000斤到
2000斤，其中一等品能占半数以
上，预计采摘期将持续至 11 月
上旬。

鹤北赤松茸
进入丰产期

□刘洋 本报记者 董新英

金秋时节，丰收正忙，眼下正值大豆
收获期。近日，记者走进绥化市北林区
新华乡三发村大豆种植户卢奇的 450亩
大豆田，大豆接连成片宛若金色海洋，粗
壮的豆秆上豆荚密实，颗粒饱满，犹如一
串串随风摇曳的金黄色“铃铛”。联合收
割机在田间忙碌穿梭，成片的大豆被卷
进机舱，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我种的是高产品种‘绥农系列’，每
垧地能收6500多斤。”卢奇看着遍地金黄
的大豆，丰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新华乡党委副书记李奇中告诉记
者，今年采用 1.1 米大垄种植模式，有效
增加了种植面积，每垧地至少多收 1000
斤大豆。新华乡今年大豆种植面积 1.85
万亩，预计产量3080吨。

在北林区兴福镇兴福村大豆科技示
范园区，马力十足的收割机正沿着整齐
的地垄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的响声，一
排排豆秧被收入机器中，一次性完成收
割、脱粒等作业，不一会儿运粮车就装了
个满满当当。

“今年种植大豆1000亩，选择的品种
是‘绥农52号’，这个品种蛋白含量高、抗

病能力强，预计每垧地能收获大豆 6500
斤。”示范园区负责人陆春锋穿行在田垄
中，仔细查看着大豆的长势。在兴福镇
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他与黑龙江农垦龙
王食品公司签订了种植订单。

兴福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李胜
杰说，大豆种植前期就与企业达成大豆
订单意向，使大豆实现未产先销。

据了解，2023 年北林区共种植大豆
45.6万亩，将于10月下旬全部收割完成。

左图：饱满的豆荚。
右图：机械收割。

邰子卉摄

大豆增产大豆增产 订单销售订单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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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 本报记者 曲静

高站位谋划
构建创新发展试点整体框架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纲要》，
在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中呈现
出“高站位谋划，高水平实施，高起点突
破”的特点。加强组织领导。由省政府
42 个省直部门和 13 个市（地）政府组成
试点工作专班，主管副省长调度指挥，落
实“日碰头、周汇报、月调度”工作机制，
形成一个省级政府专班牵头抓总，各行
业部门、市（地）政府、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共
同参与的“1+7”的工作格局。开展调查
研究。主管副省长主持召开调研座谈
会，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征求意见 113 次，征集意见建议
209 条，在知识产权、“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等领域进行专场对接，为开展重要
标准研制打通通道。建立工作台账。省
政府印发了《黑龙江省开展国家标准化
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
作方案》），制定了中长期的实施方案和
本年度行动计划，细分 17个方面 85项具
体工作，一件一件抓落实。全省组织动
员。国务院原参事、中国标准化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张纲在省委党校（省行政学
院）围绕“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作
专题讲座。智库专家面向全省各部门和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开展标准化培训，对

《工作方案》进行了全面解读。组建专家
队伍。组建试点建设专家团队提供智力
支持，汇聚全省标准化和行业专家建立
专家库，组建专家战略委员会，八项标准
化工程专家库和七大重点领域专家库，
吸收专家 1658名。

高水平实施
“八项标准化工程”取得突出成效

试点建设紧紧围绕省委确定的“六
个龙江”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
攻坚、先进制造标准强基、冰雪产业标准
提质、科技创新引领、标准国际化融通、
绿色低碳标准提升、共同富裕标准示范、
社会治理标准提升等八项工程，为质量
龙江、创新龙江、开放龙江、绿色龙江、幸
福龙江建设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攻坚

工程。我省作为黑土地最为肥沃的地
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
黑土地“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全国率先建立“黑土地肥沃耕层构
建”地方标准体系，先后制定并发布《耕
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规程》《黑钙土肥沃
耕层培育技术规程》《冷凉区黑土地保护
利用技术规程》等 8项黑土地肥沃耕层构
建方面的地方标准，这些地方标准先后
在我省巴彦、海伦、绥棱、嫩江和北安等 7
个县市累计推广应用 1765 万亩，共增产
粮食 6.8亿公斤；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
高 5%，耕层厚度平均增加 8.7cm，耕地质
量平均提高 0.6个等级，黑土地质量明显
提升。富锦市福来高油大豆标准化生产
示范园，作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
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和黑土地保
护核心示范区，在地方标准的指导下，采
用二元归还增肥补亏、增施有机肥、秸秆
还田、米豆轮作、绿色防控和生物防控等
技术种植大豆 2820 亩，土壤有机质由
2018年 32.6g/kg提升到 34.3g/kg，土壤耕
层厚度由 23.2 厘米提升到 31.1 厘米，均
达到标准指标上限，富锦市被冠以“中国
大豆之乡”称号，为县域大豆经济带来可
观效益。

——实施先进制造标准强基工程。
围绕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省工信厅、省
市场监管局加大了推动制造业标准在国
家和行业中立项、制定的力度，一批重要
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陆续发
布实施。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制
定的《电动潜油柱举塞泵举升技术规范》
和《压裂用涂覆类支撑剂推荐测试方法》
技术领先，填补了国际标准空白。哈尔滨
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制定的《水轮发电机
基本技术条件》和《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
水轮机模型验收试验》在我国装备制造业
中技术领先，对全国行业发展具有指导作
用。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家
智能制造标准化试点建设要求，积极开展
关键环节关键技术标准研制与应用，主导
研发的行业标准获得中国机械工业技术

进步一等奖 1项、中国机械工业技术进步
三等奖 6 项。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获批国家标准样品标准化试点，挑战铝加
工领域的难点，研制成分复杂、元素含量
高的7XXX铝合金标样，达到国外同类产
品水平。省政府鼓励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农机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标准研究，促进产业链、创新
链、标准链融通提升。

——实施冰雪产业标准提质工程。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省构建了
涵盖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
雪旅游等冰雪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编制
了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在内共 2047 项标准的标准体系
表，供冰雪行业内人士参阅使用。我省
负责主导编制的《大众滑雪运动项目基
础术语》等 11项冰雪运动国家标准，通过
300 多名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研究论证，
经过多轮数据采集、测试、市场调研，今
年 7 月 21 日经国家标准委集中发布，这
对于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及冰雪产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黑龙冰雪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的“十三五”冰刀鞋科技
项目成功结题，黑龙牌冰刀鞋企业标准
成为 2022 年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黑
龙集团牵头制定的《移动真冰场技术规
范》国家标准成功发布。

——实施科技创新标准引领工程。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推动科技成
果产业化。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省
知识产权局、省工信厅等多部门联合制
发《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标准引领工程实
施方案》，建立了科技、标准化、知识产权
和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工作机制，对于已
在省科技厅立项的 16个科技项目实行跟
踪服务，力争在结题时全部形成标准。
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将先进技
术和知识产权向标准转化，推进科技成
果、标准、专利融合发展，开展制造业标
准化试点建设，哈尔滨哈飞工业责任有
限公司通过了国家试点验收，企业三年
来共有 50 项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

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明
显增强。

——实施标准国际化融通工程。国
际标准化组织包括低碳能源在内的石油
和天然气工业技术委员会提高采收率分
委 会（ISO/TC67/SC10）主 席 和 秘 书 处

“落户”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实现了我国
石油勘探开发核心业务领域承担国际标
准化组织秘书处新突破。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在英国组织召开 IEC/TC85 全
体会议，围绕所承担的国际标准项目进
行研讨，确立各阶段标准成果及国际标
准制修订计划。中俄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目前现有俄罗斯标准信息 77011条，2023
年新搜集波兰国家标准信息 19709条，并
陆续更新，及时对外发布，强化贸易便利
化标准支撑。黑河市开展了旅游服务等
标准的中俄标准互认。佳木斯市推进标
准信息共享和服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
沟通等方式，搜集对俄企业贸易品种、过
货口岸等情况，形成有实绩外贸企业管
理台账，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信息服
务。省标准化研究院与哈尔滨商业大
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多家院校共建“标
准化+俄语”人才培训基地，俄罗斯标准
化（黑龙江）研究中心通过国家验收。

——实施绿色低碳标准提升工程。
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发布了《黑龙江省碳
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明
确了工作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为实施绿
色低碳标准提升工程做好顶层设计。加
强重点领域标准研制工作，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和海伦市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
限公司等省内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秸
秆捆烧锅炉清洁供暖工程设计规范》《水
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
与评价（试行）》《大中型活动碳中和实施
技术指南》等 5 项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目前已发布实施，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
了标准化技术支撑。汤原县以“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将生态农业产
业链循环经济标准化发展模式作为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加强与省农科院深度合作，统筹推进生
态农业产业链循环经济标准化，提高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截至目前，全县种养
循环单元发展到 161个，其中奶牛循环单
元 66 个、肉牛循环单元 32 个、大鹅循环
单元 46 个、生猪循环单元 17 个，带动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18 个，全县绿色有机
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秸秆饲料化、肥
料化利用率稳中有升。

——实施共同富裕标准示范工程。
作为农业大省，标准化工作聚焦推动城
乡共同富裕，在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
社会事业等领域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
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标准
化，省卫健委确定农村室外卫生厕所建
设标准规范，省文旅厅开展《赫哲族鱼皮
画》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标准研制。绥化市青冈县打造鲜
食玉米种植与加工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推行“科技+基地”技术模式，创建“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流转土
地约 17万亩，解决了约 7000个农户的增
收问题，为当地约 5000 人创造了就业岗
位。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镇编写新型
城镇化标准化框架图、明细表，收集和制
定标准 108 项。齐齐哈尔铁锋区扎龙镇
以查罕诺村在农村改革、社会治理等方
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打造扎龙镇标准
化试点乡镇，卢屯村、边屯村、查罕诺村、
扎龙满族村、哈拉乌苏村标准化试点村，
构建包含通用基础、技术标准、管理标
准、工作标准在内的乡村治理标准体系，
涵盖旅游发展、垃圾治理、村貌提升等 19
个方面，收集和制定标准 180 项，打造美
丽乡村建设标准化标杆。

——实施社会治理标准提升工程。
省营商环境局建立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规
范体系，已制定并发布 95 项数字政府建
设技术规范。齐齐哈尔市梅里斯政务服
务中心获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标准化试点。加强了教育、卫生、政务服
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标准化建设，省医
疗保障服务中心建设一体化医保服务标

准化管理平台，形成覆盖省、市、县、乡、
村五级医保服务管理，省、市、县三级全
线联通的新一代“管服融合”的数字医保
服务体系；佳木斯网格化服务管理提档
升级，建立健全了分析研判、协调联动等
机制，组织 12个乡镇（街道）、95个村（社
区）开展基层标准化活动；北安市教育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
形成“1张清单+1个标准体系+X个服务
标准+1个评价指标体系”的“1+1+X+1”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体系，成
为全国教育系统一流质量标杆。北安市
第八中学代表队从 2023年国际标准化奥
林匹克竞赛国内选拔赛中脱颖而出，获
得第三名好成绩。

高起点突破
探索标准化创新发展龙江经验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标准委）的领导支持下，我省试点建设
已步入快车道，创新发展的新机制、新路
径已经有所显现，创新发展新举措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纲要》发布以来，我省参
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645项，参与制修订行
业标准 152项，在全国团体标准平台上发
布团体标准 206项。2023年，全省新增企
业自我声明公开标准 4845 项，累计公开
企业标准超过 4万项，新增国家级标准化
试点示范 18 个，两个国家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和一项高端装备
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验收，齐齐哈尔梅
里斯达斡尔族区政府服务标准化试点获
批第九批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
标准试点项目，带动了一大批标准化示
范试点项目快马加鞭筹建。建立了北方
物流标准化联盟，搭建龙江森林食物“九
珍十八品”标准体系框架，发放“龙江品
质认证”证书 25 份，858 款产品纳入“黑
土优品”品牌授权，特色气候小镇评价指
标地方标准获得立项。实施科技成果专
利化、科技成果标准化、专利标准化、标
准专利化、标准产业化“五化融合”，标准
化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显露成效。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贯彻落实《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深化标准化改革创新
发展，推动率先实现“四个转变”，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机制、新路径、新
举措，为实现以高标准助力高技术创新，
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标
准化创新发展目标贡献龙江经验。

聚力标准化引领 助推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打造标准化创新发展新高地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在第五十四个世界标准日即将来临之日，回顾我省一年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承担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探索推进标准化“四个转变”的实践经验，成效令人鼓舞。打造标准化创新发展新高地，未来催人奋进。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今年1月，我省获批全国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在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的新赛道上，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省情特点，

切实找准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快构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标准体系，积极探索具有龙江特色的标准化建设路径，开创了标准

化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着龙江标准化创新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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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记者从哈电集
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在
日前召开的 2023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
上，组委会重磅发布了“先进清洁能源装
备”展示推介名单，哈电锅炉“5MWe 超
临界二氧化碳锅炉”项目凭借国际领先
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的能效指标成功登
榜。这是哈电锅炉项目产品继 2022年登
榜“先进清洁能源装备”榜单后再次成功
入选。

“5MWe 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项目
所采用的发电技术为能源技术创新“十四
五”规划重点研究内容，与传统发电技术
相比，具有热电转换效率高、动力设备和
系统体积小、灵活性好、实用性广等优势，
在燃煤发电、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舰船
动力和余热利用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依托该技术打造的西安热工研究
院 5MWe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试验机组
是目前世界上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超临

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其锅炉设备经专
家鉴定，多项技术属国际首创，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目前，哈电锅炉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超
临界二氧化碳锅炉质量评级技术体系，攻
克并掌握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核
心设备设计制造技术，站在了世界热力发
电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近年来，哈电锅炉积极响应国家能源
发展战略，聚焦“双碳”目标，积极推动能

源结构变革，致力于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立足自主创新，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加大
力度在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650℃ ~
700℃高参数超超临界锅炉、高效超超临
界循环流化床锅炉、生物质（垃圾）清洁综
合利用技术、CCUS、储能、氢能等方面开
展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研
发，致力于打造更好的清洁能源“国之重
器”，为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贡献
智慧和力量。

哈锅项目入选世界先进清洁能源装备
5MWe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跻身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展示推介名单

（上接第一版）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
度，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信息共
享和流程互联互通，深化政务服务合作，优化营
商环境。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
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积极推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自
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
镇和美丽乡村，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

习近平指出，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
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在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安全
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
作出贡献。沿江省市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主
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强
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逐步
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强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提高
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
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加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的集成推广，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社
会化服务。坚持全国“一盘棋”，继续深化上游
地区同中下游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强煤炭等化
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注重水电等优势传统能源与风电、光伏、氢能等
新能源的多能互补、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努力建设安澜
长江，科学把握长江水情变化，坚持旱涝同防同
治，统筹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强
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加强跨区域水资
源丰枯调剂，提升流域防灾减灾能力。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
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中央有关
部门对符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导向的项目
要给予支持，在重点领域推动一批重大改革。
要压实沿江省市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确保
工作落实落地。要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本领。要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大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要定期开展对实施《长江经济
带发展规划纲要》的检查评估和监督，督促各地
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纠正。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共
抓大保护的战略定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强
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等制度，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经济合理布局，立足比较优势，找准功能
定位，发挥好长三角龙头作用，带动中上游地区共同发展。纵深推进统一大
市场建设，提升区域内“软”“硬”联通水平，积极融入国际循环，增强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高水平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创
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合理确定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
开放，以高水平协同联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整体合力。

李干杰、何立峰、吴政隆、穆虹、姜信治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有关地方、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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