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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关注

本报讯（记者马智博）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
力评估报告（2023）》。该报告是反映全国各地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成效的专业评估
报告。

报告显示，在重点城市层面，哈尔滨市一体
化政务服务能力进入“非常高”组别。哈尔滨
已连续三年稳居全国先进行列。

据了解，对比来看，在参与评估的哈尔滨、
沈阳、长春、大连 4 个东北地区重点城市中，哈
尔滨是东北地区唯一进入最高组别的城市，连
续四年稳居东北地区最高水平。从分项指标
来看，哈市服务成效度、办理成熟度以及指南

准确度 3 个分项指标位居全国重点城市前列，
以 3个分项指标领先数量领跑东北。与 2021年
相比，2022年在保持服务成效度和办理成熟度
全国领先优势的同时，通过提高办事指南内容
准确性，推动哈市指南准确度跃居全国前十名
领先地位。

下一步，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局将充分利用数
字技术赋能传统政务服务，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全面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改革
取得显著成效。

市民自助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马智博摄

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全国先进
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唯一进入最高组别城市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
局获悉，为治理群租房管理乱象，哈尔滨市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群租住房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根据行动方案，违规群租房包括以下几种情
况：单套住房出租给他人集中居住，原始设计单
个房间超过 2人的、人均使用面积低于 5平方米
的；或将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储
藏室等非居住空间出租供人居住；或违反规定改
变房屋使用性质出租的；或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
承重结构或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
为卫生间、厨房及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
的行为；或拆改及私设隔断等产生房屋、消防等
方面安全隐患行为的；以及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
企业、转租住房 10 套（间）以上的自然人未办理
营业执照，未向住建部门办理开业申报的行为，
均视为违反住房租赁秩序，存在群租安全隐患，
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群租行为。

各区、县（市）政府作为工作主体，即日起，对
群租房进行排查认定、分类治理。街道办事处作
为实施主体，物业配合做好巡查收集问题线索；
社区根据问题线索实行网格化安全管控；办事处
组织核实认定，建立台账并分类限期整改；各职
能部门对逾期拒不整改的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统
分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针对群租问题线
索，办事处召集辖区内派出所、住建、消防、资规
等部门现场排查认定，填报《群租住房检查信息
清单》，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认定为
违法违规群租住房的，“一户一档”，建立《违法
群租住房排查治理台账》，本着“初次发现自行整
改，再次发现联合惩戒”的原则，开展排查整治工
作。

对于违法租赁行为和存在群租房安全隐患
的，群众可向属地办事处、社区或物业管理企业
进行违法群租线索举报；也可以通过住建行业
举报电话 12319 举报；针对居民区内住房群租
涉及的房屋结构安全、治安扰民、消防安全隐患
等不同违法违规线索，也可以分别向对应的属
地住建部门、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举报，由各部
门依法查处。

群租房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韩丽平）
近日，哈尔滨市工信局制定
出台了《落实黑龙江省加快
平台高质量发展工业互联
网专项资金使用细则》（以
下简称《细则》），对建设、
运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单
位将给予相应补贴，最高补
贴 500万元。

《细 则》支 持 对 象 为
2022 年底前落地哈市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企事业单位，
鼓励其围绕“4567”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服务于哈市工
业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包括子平台、工业互联网
标识平台），且在自有平台
上开展优势产业板块服务，
哈市将给予平台投资额不
超过 50%，最高 500 万元的
补贴。对于已完成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单位，鼓励平
台建设单位加大对所开发
平台的运营投入，提升平台
内上云用户的活跃性，在哈
市建设并运营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依据平台活跃性给
予奖励，平台上活跃企业用
户大于 100 户，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按每增加 100 户，
增补 10万元。

同时，《细则》鼓励哈市
工业云平台建设单位，在云
平台中提供工业 APP 或工
业云应用服务，并开通试用
功能，为哈市需求数字化转
型的企业，提供前期云化软
件服务，通过云化软件的试
用服务，降低哈市企业智能
化改造前期的一次性投入，
帮助企业在后续的数字化
建设中，选择更有针对性建
设方案。云平台中，所发布的云化 APP 及云服
务数量不少于 10 款，且可提供试用功能以及需
求对接联系方式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补
贴，按每增加 10款，增补 10万元。

此外，哈市还鼓励平台建设单位建立专利、
工业专家资源池，以及研发成果转化类专区；鼓
励开展云资源租赁业务；鼓励对本地有数智化
转型升级需求的企业，提供基于云平台的数智
化改造服务等，且均有相应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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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爱民）日前，由哈尔滨市科
协与哈尔滨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建设的全市首
批27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科普活动
室揭牌启用。

当天，机器人、无人机、气象仪器、航空航天
飞行器模型、陨石原件、大学生航模作品、光学
演示器、科普实验箱、健康模型等价值100余万
元的科普器材投放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科普活动室。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科
普活动室，是哈市科协、哈市文明办等单位全面
落实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的一项具体举措，旨
在加快建设“多点开花、各具特色、覆盖城乡”的
现代科技馆体系，为深化科普资源供给侧改革、
加快构建新时代科普生态、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提供有力支撑。

27家科普活动室启用

本报讯（朱岩 记者李
爱民）近日，随着最后一斗
混凝土顺利完成浇注，标
志着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
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国家级发电设备研究中心
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封顶。

国家级发电设备研究
中心研发基地项目是哈电
汽轮机为适应市场积极转
型，结合新能源、储能、智
能运维等领域研发需求，
建设的功能齐全、设备可
靠、技术指标先进的现代
化研发基地。项目占地面
积约 47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 1.6 万平方米，主要通
过对公司原十七厂区进行
综合改造，将原有老旧厂
房、建筑拆除，建设新能源
装备试验中心和发电设备
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将
面向压缩气体储能、新型
热泵、余热利用、智能化提
升 等 新 业 务 方 向 开 展 研
究，支撑和带动企业科技
成果快速产业化、规模化，
有效提升哈电汽轮机自主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对于服务国家战略、支持
行业发展、推动企业转型
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该项目于 7 月 12 日正
式开工，仅仅经历了 86 天，
这座被寄予厚望的建筑便拔
地而起。在 86天的建设中，
建设者们披星戴月，克服了
空间狭小、多工种交叉作业、
周边环境干扰以及极端天气

带来的种种困难，通过缜密筹划、科学组织、精心
管理，确保了工程建设的生产安全和施工质量，
为研发基地项目高质量竣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李爱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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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市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的抽样问卷
调查反馈情况看，实施数字化升级后，企业生
产效率可提高20%以上、产品不良率可降20%
以上、生产成本降 20%~30%、单位产值能耗降
10%以上、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30%以上。”哈市
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2017 年黑龙江省工信厅组织开
展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申报专项工作，截至
2023年，哈尔滨市共有 107户企业 112个车间
获得省工信厅认定的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
称号，占全省总数的 42%。通过财务审核后，
每户企业获得最高 200万元的省级财政资金
支持，共获得 2亿元。在智能工厂申报方面，
省工信厅于2021年首次组织省级智能工厂申
报工作，三年来，哈市东北轻合金等 5户企业
入选省重点智能工厂名单，占全省总数的
35.7%。

为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省、市出台政策叠
加发力，截至目前，省、市累计支持金额近3亿
元。同时，组建龙哈数智化产业联盟，有效整合
社会各方资源，在数智化转型方面提供宣传推
广、业务咨询、诊断方案、标准制定等服务，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数智化领域的标准化技术咨询服
务。为加快产业生态构建，哈市鼓励第三方公
司建设龙哈产业云、产融云、百度云、智能制造云
平台，打造哈市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目前，全
市工业企业上云数量超1万户，接入二级节点企
业数量近千户。

此外，哈市还在全市遴选安宇迪、森鹰窗
业等一批成效明显、有借鉴推广意义的数字化
转型企业，编制《哈尔滨市省级数字化智能化
车间典型案例汇编》，推动广大中小企业“看样
学样”，推动解决中小企业“不愿转、不会转”等
问题。

政企协同发力 产业生态加快构建

□文/摄 本报记者 韩丽平

近日，在建龙阿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工厂生产集控区内，工人正在查看设备运转情况。偌大的车间内，
只有几名工人穿梭于操作设备间，担当“主角”的是一排排高速运转的自动机械设备。“随着新技术与新工艺的不
断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该场景仅是哈尔滨市大力推进智能制造赋能工业生产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省工信厅公布2023年数字
化（智能）示范车间、智能工厂名单，在认定通过的44家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中，哈市有18家企业上榜，占比
40%；在认定通过的7家智能工厂中，哈尔滨有3家企业上榜。近日，记者走进部分新认定的数字化（智能）示范车
间、智能工厂，探访工业互联网在哈尔滨制造业中的探索与实践。

钢花飞舞、铁水奔流，提
到钢铁厂，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这样的场面，但记者走
进的这家钢铁厂却截然不
同。超大的电子显示屏、先
进的智能控制中心、干净整
洁的工装，成为这家有着 34
年历史的钢铁厂的“标配”。
2021年，经过数智化转型的
建龙阿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出发，搭建钢铁企业全
流程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
产、设备、物流、安防、能源、
环保、经营多领域协同作业，
从炼铁、炼钢、轧钢、能源全
流程实现跨领域的集成与融
合。

“我们共设置了 7 个功
能区、整合了 44 个操作室、
采集原始数据点 2.35 万个。
钢铁企业全流程智能远程集
控集调的建立，彻底解决了
过去各工序控制室零散分布
所造成的条块分割、难以协
同的问题，通过充分发挥智
控中心高度信息化、智能化
特点，推动生产现场少人化
和无人化。”建龙阿城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处处长潘永
峰说。

同时，该公司还实现了
转炉炼钢一键化。基于无副
枪模式的一键炼钢项目，通
过精确计算的智能操作，实
现高效合理；吹炼过程动态
模型实时监控炉况、熔池成
分，极大避免冶炼异常；终点
判断基于精确的工艺参数，
大批量的数据分析，结果精
确标准。据悉，该项目是黑
龙江省钢铁行业实现智能炼
钢的首次尝试。

此外，建龙阿钢还以智
控中心为核心，开发了具有
阿钢炼铁特点的高炉智能诊
断系统，随时关注高炉运转，
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研
判，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极大
提升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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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飞鹤（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的数
字化（智能）制粉车间获评2023黑龙江省数字
化（智能）示范车间称号。以先进的数字化建
设，该车间持续提效降耗和实现质量控制。

坐落于哈市双城经济开发区的飞鹤哈尔
滨智能产业园经过两年建设，目前进入生产运
营阶段。据介绍，飞鹤哈尔滨智能产业园是省
级重点项目，占地 36.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0.4万平方米，建有年产 4万吨配方奶粉功能
原料生产线、智能物流中心、研发中心、创新检
测中心等。

如今，优质的原料奶通过配料、混料、杀
菌、蒸发等一系列步骤，经过喷雾干燥制成粉
末，再通过全自动灌装与抽真空充氮封口生
产线制成奶粉罐（包）成品，并由智能机械手
自动打包和码垛，这些流程只需要工人按下
按钮即可完成，真正实现了生产过程全自动
化。

随后，一辆辆满载奶粉的运输车按照物流
信息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智能生产进场、智
慧管理投入，智能融合智慧使飞鹤奶粉量质齐
升。

生产自动化 质量控制更精准

智控中心。

自动化生产线。

装上装上““智慧大脑智慧大脑””
全市工业量质齐升全市工业量质齐升

□本报见习记者 董广硕

在“超级黄金周”的旅游热浪过后，哈尔滨的天气逐渐转凉，秋
日的阵阵凉意阻挡不住哈尔滨这座旅游名城的人气，游客依旧纷至
沓来。

“假期过后，人没有那么多，旅游体验感更好。”来自湖南的王女士
与家人选择节后错峰旅游。太阳岛、哈尔滨极地公园、师大夜市等知
名打卡点，她如数家珍，做足了功课，要好好体验一番。

在哈尔滨，最能体现秋日魅力的地方莫过于太阳岛，三面环水
的岛屿秋色正浓，绚丽多彩。漫步太阳岛上，宁静的湖泊、蜿蜒的小
路、各式娱乐设施和美食小吃，时刻提醒着来访游客这里是一个放
松心情、尽览美景的好去处。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游客拍照留念游客拍照留念。。

秋色秋色醉醉游人游人

游人如织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