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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波

“ 这 两 天 降 温 ，夜 里 室 外 温 度 低
于-10℃，但我家的新建房里暖暖的。”坐
在温热的火炕上，延寿县安山乡光明村受
灾村民王延富满脸笑意。他说，新房里的
火炕搭建得特别好，烧点柴火就热上来
了，房子还加了保温层，比原来的房子好
多了。

全力以赴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哈尔滨市受灾地区按时限、按标准，高
质量推进因灾受损房屋的重建维修，让受
灾群众在入冬前住进了暖屋子。

“我们结合省市县相关方案和实施意
见，征求受灾群众意愿，发挥政策支持作
用，尽量快速完成受灾户房屋重建任务。”

延寿县安山乡光明村党支部书记王双龙
说，王延富递交的申报材料，3天就完成审
批，从开工建设到新房入住只用了21天。

“十一前我就住进了新房，乡村干部帮
我监督工程质量，既有速度、又有温度，我
心里非常感动。”因腿部伤残丧失劳动能力
的王延富是低保户，他没想到受灾后不到
两个月就能住进新房。随着冬天脚步的临
近，温暖的新房让他心里特别踏实。

带着感情和责任，尚志市全力推动灾
后恢复重建，截至10月10日，全部完成因
灾受损房屋的修缮重建。记者在受灾较
重的老街基乡龙王庙村看到，受灾群众新
建房的院落里码起了柴垛，屋顶冒起了炊
烟。

“房子墙体和房顶都加了保温板，屋

里不仅铺了地暖，还增加了白钢锅炉，现
在用煤、用电、用柴火都可以取暖。这几
天降温，做饭烧炕就够用了，屋里特别暖
和。”村民赵志山身体不好，特别害怕着
凉。他兴奋地说，住上这样的房子，可以
温暖过冬了，再也不用担心了。

龙王庙村党支部书记郭洪友告诉记
者，全村共8户村民的房屋需重建，目前都
已完工入住；160余户村民的房屋修缮在9
月底前已全部结束。受灾群众自愿申请，
有的选择代建，有的选择自建，村里力争
让群众省心省事，帮助推荐有资质的施工
队伍，降成本、保进度，让群众心里托底。

“我家选择由施工队代建，他们每天
让我们到现场，随时跟我们商量各环节的
施工方案，向我们征求房屋基础、房梁及

内部结构的个性化需求。针对新需求再
按图纸进行调整，我们非常满意。”赵志山
说，施工队发现他家房子处在风口上，还
特意进行了防风加固，让新房更加稳固。

把灾后恢复重建作为最紧迫的民生
工程，五常市高标准快节奏推进因灾损毁
住房的修缮重建，尽力把关乎群众切身利
益的大事办好。

“我们自己选的建筑材料，村里帮我
们对接购买，啥心都不用操。新房地基牢
固，墙体厚重，不仅上了保温板，还铺了地
热。这几天搬进新房就开始烧炕，室内温
度高，正好也可以给新房子散散潮气，住
着更舒适。”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振兴村
村民吕晶快人快语，各级政府以及村里大
力支持，新房如期入住，她觉得特别满足。

“夜里-10℃，但新房里暖暖的” □杨启坤 本报记者 潘宏宇

饶河县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现场，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来
回穿梭；东北黑蜂集团生产车间，生
产线全力运转，工人争分夺秒生产；
各乡镇的田间地头，群众抓紧时间整
理土地，为明年春耕作准备……从县
城到乡野，放眼望去，处处激荡着强
劲发展的脉搏。

自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以来，
饶河县高度重视兴边富民工作，紧紧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
主线，坚持“政策稳边”“强基固边”

“产业兴边”“民生安边”“固防护边”
“团结睦边”。

鲜食玉米、大米、饶河黑蜂蜜……
卢小开直播间里的东北美食轮番上
阵。

10 月 18 日，饶河县电商直播基
地进行了“名县优品 县域直播电商
节”双鸭山市饶河县专场活动。卢小
开作为全国极具实力的农产品头部
主播、近千万粉丝的电商达人，在 3
个半小时的直播中累计销售额502.6
万元，售出商品9.6万件，近5万人在
直播间下单。

“从没想过我们身在大山沟里的
农村人也可以直播带货！”在饶河县
电商直播基地卢小开说，他自 2018
年开始接触互联网直播，从一个个短
视频做起，分享自己跑山和在东北的
生活经历，如今全网粉丝量达 849
万，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边陲小城，
知道饶河东北黑蜂。

饶河县全力打造电商直播基地，
组建国企独立运营“泽饶臻选”农产
品电商平台，开设线上俄罗斯商品
馆，赴俄遴选产品1000余种，2023年
截至目前农产品网销额达 7.5 亿元，
年底有望突破10亿元。全县百万级
粉丝量主播 14 个，十万以上级别主
播超过 100 人。据饶河县电商直播
基地负责人王永亮介绍，“饶河县电
商基地与多家国内大型物流公司达
成物流配送合作协议，推动饶河特色

农副产品走向全国。”
饶河县拥有国家级东北黑蜂自

然保护区，东北黑蜂是饶河县域内独
有的蜂种蜂群。近年来，饶河县依托
资源优势，开启致富“蜜”码，大力发
展东北黑蜂产业，形成了“龙头企
业+基地+蜂农”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牵头成立了饶河县饶峰养
蜂专业合作社，将当地分散的蜂农组
织起来，为他们提供蜂具、蜂药等物
资支持，并对蜂农进行蜜蜂养殖的技
术培训，全面提升了黑蜂的养殖水
平。”饶河黑蜂集团董事长江威说，饶
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出台扶
持政策，他们的蜂蜜产量获得大幅提
升，企业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今年，饶河县承办了黑龙江流
域史前文化与社会研讨会议，进一步
打响饶河玉文化品牌，举办的黑蜂论
坛、开江节等各类大型活动让农文旅
融合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饶河县旅
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宝说，今年
饶河县前三个季度旅游收入实现6.2
亿元，同比增长30.2%。

走进饶河县饶河镇朝阳村，整洁
的村道两旁树绿花艳，果树上的果子
缀满枝头，路边沟干净畅通，每户村
民的院门口都配有分类垃圾箱。

饶河县持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累计完成改造农村公路
146.7 公里、农村公路危桥 44 座；国
道G229饶河至盖州公路大岱林场至
红旗岭农场段改扩建项目全力施工；
累计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防洪水毁修复、农村饮水保障等水利
工程项目25个；实施产业园区用电、
村屯水田灌溉用电、抵边村寨居民和
企业用电等电网建设工程项目 11
个。

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
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居
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民族团结
氛围和边防巩固效果持续提升……
饶河，这座紧邻乌苏里江边的边境县
城呈现出一派民富边稳的新图景。

饶河绘就民富边稳新画卷

（上接第一版）油基泥浆的处理
再利用助力石油开采过程降本增效，
进而减少绿色环保压力，而如何在非
常规储层致密的结构中提高采油率，
则是永铸石油科技创新能力显现的
关键所在。

“致密及超致密油层的孔隙细过
头发丝，常规开采技术成本高，采油
量低。而通过我们创新研发的 T20
纳米驱油产品，可以轻松穿过油层孔
隙，在致密油层尤其是超致密油层中
也能做到‘自由穿行’，将附着在油层
孔隙内部的油剥离出来，进而扩大储
层可动用程度，提高采油率。”永铸石
油技术总监毛立丰介绍，目前该项产
品在深层致密油藏得到了应用。

创新是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动力
源泉，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

近年来，永铸石油不断加大科研
投入，在省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省工研院）的对接下，积极与高校
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由高校为其提
供“智库”支持。

“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阵地，
拥有人才、技术和资源等优势，还有
高端的大型仪器，在理论层面更了解
当下石油开采的先进技术，而我们企
业则更了解市场，拥有资金和实践经
验。”毛立丰说，通过省工研院为企业
与高校之间搭建的桥梁，让高校的科
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更贴近于市
场需求，更能应用到生产实际。

目前，在省工研院的对接下，永
铸石油与东北石油大学签订了校企
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能源行业痛点、
难点、堵点开展技术攻关。现已实现
驱油增产纳米压裂液的产业化推
广。同时，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联
合研发的微生物技术，也即将进入产
业化推广阶段。

“现在公司已经在进行主板上市
准备工作，希望能够运用资本市场助
力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毛立丰表
示，未来企业将持续聚焦主业，着力
提升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科技水平，
打造国际一流的能源科技公司。

永铸石油：泥中“捞金”石缝“榨油”

（上接第一版）前三季度贷款同
比增加利率同比下降，为冲刺四季度
提供有力支持。

为推进民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及住户经营融资便利度提升，人行
黑龙江省分行引导银行机构积极向
上争取总行普惠金融特色产品及服
务在龙江落地，推出40条“龙江信贷
支持小微个体新政策”，并牵头制定

《进一步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落
实措施》。前三季度，全省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6%；支持经营
主体53万多户，同比增长16.3%。与
此同时，全省银行机构不断强化科技
创新金融服务，累计对接支持省级技
术中心 360 个、省级技术创新企业
102家、知识产权企业113家，发放贷
款161亿元。

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支持农

业强省建设方面，人行黑龙江省分
行出台了金融支持农业强省建设、
黑土地保护、种业振兴等多领域政
策举措，并牵头七部门出台了《关于
创建黑龙江省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先
行先试样板区的意见》，构建起金融
支农“1+N”政策体系。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四张清单”为基础，我省
积极建立政银企供需信息“双向推
送”机制，开展专项融资对接行动。
发布《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信贷产品
手册》，推动乡村振兴金融综合服务
站建设，着力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年初以来，全省银行机
构累计为 10.1 万户“清单”内市场主
体授信 574.5 亿元，累计新发放贷款
426.6 亿元。9 月末，全省农户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14%，高于上年同期
3.1个百分点。

我省信贷投放“量增价降”

本报5日讯（记者张雪地 潘宏宇
赵宇清）对于预计的暴雪天气，牡丹江
市、双鸭山市和七台河市于 5日同时启
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雪）Ⅱ级应急响
应。

牡丹江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下
发通知称，按照《牡丹江市气象灾害应
急预案》（牡政办综〔2020〕13号）重大气
象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标准，牡丹江市气
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 5 日 19 时将
重大气象灾害（暴雪）III 级应急响应提
升为 II 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和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按照《牡丹江市气象灾害应急预

案》（牡政办综〔2020〕13 号）要求，做好
相关应急响应工作。

牡丹江市公路客运服务中心于 5
日 17 时停运全部客运班线，恢复营运
时间需关注相关信息或拨打服务热线
咨询。牡丹江市教育局下发通知，6日，
牡丹江市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各
县（市）根据属地天气和道路情况自行
决定。牡丹江市交警部门发布通知，因
道路结冰存在安全隐患，5日17时50分
起，牡丹江辖区牡绥高速、鹤大高速（牡
林段、牡复段）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
行。

双鸭山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下

发通知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 48
小时，双鸭山市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暴
雪天气过程，局地可能发生特大暴雪。
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经综
合分析研判，双鸭山市气象灾害应急指
挥部决定于 5 日 23 时至 7 日 23 时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暴雪）Ⅱ级应急响应，在
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措施（即：停课、
停工、停产、停运、停业）。

七台河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也下
发通知，根据最新预报，七台河市气象灾
害应急指挥部决定将重大气象灾害（暴
雪）Ⅲ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
（暴雪）Ⅱ级应急响应。

牡丹江双鸭山七台河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Ⅱ级应急响应
本报5日讯（记者宋晨曦）

省气象台 5 日 17 时发布暴雪
红色预警信号：预计 11月 5日
夜间至6日夜间，哈尔滨、佳木
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
丹江过程累积降雪量为 20 毫
米~40 毫米，其中牡丹江、鸡
西、双鸭山、七台河的局部地
区可达 40 毫米以上。上述地
区先降雨而后转为降雪，降雪
同时伴有风吹雪、雪阻现象，
能见度低。6 日凌晨至下午，
哈尔滨、鸡西、牡丹江部分地
区将先后出现冻雨。

省气象台同时发布防御
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
责做好防雪灾和防冻害的应
急和抢险工作；必要时停课、
停业（除特殊行业外）；必要时
飞机暂停起降，火车暂停运
行，高速公路暂时封闭；做好
牧区等救灾救济工作。

5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清冰雪办公室获悉，全市已完成所有清冰雪作业设备调试、维修以及作业队伍、卸雪场地的准备
工作。清冰雪大军整装待发，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暴雪、冻雨等极端天气。 本报记者 刘瑞摄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工作人员查看变电站主变负载及电压情
况。 于庆泉摄

本报5日讯（记者肖劲彪）5日，针对入
冬以来哈尔滨首次大幅降温天气，哈尔滨
各家供热企业全面做好供热安全稳定工
作，提前提高供热运行参数，力保“气温骤
降，室温不降”。

记者从哈投集团了解到，针对入冬以
来的首次降温天气，该集团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10家权属热企全面做好供热安全稳
定和环保运行等工作，提前提高供热运行
参数，力保“气温骤降，室温不降”，工作人
员24小时坚守供热生产服务一线，全力保
证供暖各项工作安全稳定运行。

同时，为做好用户服务工作，57812319
服务热线 24 小时开通，为用户提供便捷、
高效服务，及时解决用户疑难问题；针对突
发故障时快速反应，确保有问题早发现、早
处置，并做好用户的回访工作。

记者从威立雅（哈尔滨）热电有限公司
获悉，该公司负责哈尔滨西南部地区的供
热服务，为了应对这次的极端天气，该公司
提前提高供热运行参数，保证居民室内温
度达标。

供热企业
全力保供热

本报5日讯（记者邢汉夫）5 日，记
者从哈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已组
织道路运输、公路建设养护等单位扎
实做好应对雨雪寒潮天气安全防范工
作。

在保障公路出行方面，哈尔滨市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4日组织养护、安全
等相关部门紧急召开应对雨雪寒潮天
气防范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单位要
提前做好应对暴雪和寒潮天气机械、
物资和人员等各项准备工作；要加强
危桥和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危险路

段安全警示标志标识设置和危险路段
防滑防冻工作；降雪天气道路养护部
门要全员上岗，以雪为令，加大除雪保
通清理工作；要加大易雪阻和易发生
团雾路段巡查力度，做到雪停路净，严
防发生因除雪防滑不力道路湿滑引发
的道路交通事故。

截至5日12时，该市公路运营养护
单位成立 25 个抢险队伍共计 1339 人，
准备防滑料 17685 吨、融雪剂 2271 吨，
配备装载机 60 台，排查全市国省干线
公路、重要农村公路长下坡、急弯陡坡、

临水临崖、易冻滑雪阻等风险点位 427
处，涉及 51 条公路，已设置提示、警示
标识，风险点位准备防滑料5016吨。

在道路运输方面，哈市交通运输
局要求，运营车辆动态监控系统实时
在线，监控人员在岗，及时掌握运营线
路雨雪情况，严禁涉险通行；结合暴
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掌握车辆状
态，严防车辆私自运行；加强与市区客
运站的沟通，遇到暴雪、冻雨等极端天
气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车辆暂
停营运、停运车辆管理准备工作。

排查安全风险 做好停运准备

清冰雪大军整装待发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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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严阵以待 迎战暴雪迎战暴雪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迪）根据气象部
门的预报，此轮降雪天气可能对京哈、哈
齐、牡佳、哈牡高铁及滨洲、滨绥、鹤岗、
佳富、福前、图佳等铁路线路部分区段影
响较大，为此，哈尔滨铁路局5日起对上
述铁路区段启动降雪红色预警。

该局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做好应急

值守工作，提前与地方各级气象部门建
立有效联系机制，加强铁路沿线风速、
雪深情况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
应急除雪提供监测依据；组织各岗位做
好设备抢修、维护、巡检，清雪除冰，旅
客疏导，安全防护等应急处置工作，确
保人员、行车设备安全；提前调集重型

轨道车、汽车、大功率风力除雪机等工
具参与应急除雪；对线路、岔区、信号等
铁路行车关键设备实行重点盯守，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5日~6日，哈尔滨铁路局临时增开
哈尔滨至牡丹江间 6趟动车组，满足降
雪恶劣天气旅客出行需求。

备好除雪机 调整运行图

本报5日讯（仇建 李诺 见习记者王迪）
对于可能出现的冻雨、暴雪和大风，哈尔滨
机场与航空公司会商，5日决定提前取消39
班航班，当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348班。

同时，哈尔滨机场制定了各项预案，现
场运行指挥中心、飞行区管理部、机务保障
部等除冰雪作业单位全员集结待命，提前做
好除雪车辆、设备及物资的准备工作。

哈尔滨机场举行应对降雪演练。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取消39班航班 全员集结待命
位于双鸭山市的黑龙江

鸿基米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启用一台备用供热锅炉，并
已经蓄热，以应对雨雪寒冷
天气。工作人员密切关注供
暖数据变化。 张哲摄

供暖

供电

哈尔滨

双鸭山

本报讯（记者马一梅 李健）近日，被
誉为“鸟中国宝”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东方白鹳，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
业局有限公司海浪河流域驻足。

摄影爱好者日前在海浪河流域偶遇
到一群迁徙路过的东方白鹳，目测数量
在40只左右。它们时而在空中翱翔、时
而在海浪河畔低空盘旋觅食、时而栖息
在树梢。

海浪河流域不是东方白鹳的分布
区，却吸引了东方白鹳的驻足，尤其是数
量如此大的群落，实属少见。这是大海
林局公司持续深入实施“林长制”，以“严
管、慎用、保护、发展”的态度对待森林资
源，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和保护水平，全面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的成果和成效的显
现。 孙强烈摄

东方白鹳“做客”海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