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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哈尔滨新区以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为契机，积极转化资源、生态、科研、
产业、区位等优势，通过攻关核心技术、
培育创新主体、建设开放型创新平台、打
造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等方式，加速培
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记者从哈尔滨新区改革办获悉，截
至目前，哈尔滨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1097 户，占全省的 26.3%；14 家企业入选
国家级“小巨人”，128家中小企业入选省
级“专精特新”，分别占全省的 14.8%和
24.5%；数字经济核心企业突破 1000 家，
研发创新机构突破200家，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41.7%。先后获评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全国首批
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全国军民协作示范
区、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国家级“科创
中国”试点园区及第二批试点城市。

“政策+服务”双向发力
为科技企业发展“双护航”
哈尔滨新区以“硬政策+软服务”为

导向，优化政策申报受理流程，扩大免申
即享范围，创新政府服务供给，助力科技
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陆续出台“黄金 30 条”“新驱 25 条”
“温情 21条”等全链条扶持政策。同时，
启动政策“直通车”便企功能，在政务服务
大厅设立政策兑现窗口，实现“面对面”保
姆式政策指导和服务。出台推动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等“四大经济新引擎”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完善和强化企业技术
创新政策支持，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产业跃升。2021 年至今，累计向上
争取科技企业发展资金近6亿元、兑现奖
补资金近5亿元，其中通过免申即享政策
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资金超过1亿元。

在用好用足省市人才政策基础上，

出台促进重点产业人才振兴发展服务措
施，搭建“智汇新区”平台，实施创业创新
补贴、人才资金资助等政策项目32项，在
住房、教育、医疗、托幼等方面提供全方
位服务保障，打造立体式人才引进政
策。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创新
创业人才梯度奖励机制，健全以创新能
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
评价体系，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增加
对创新创业企业及自主创新人才的奖
励。孙家栋、刘永坦等一批院士科学家
入驻新区设立工作站，院士、博士科研工
作站数量达到 19 个，省级领军人才梯队
项目数量达到 22 个，引进研究生以上高
层次人才 1.53 万人，5000 多名龙江籍优
秀人才实现回流反哺。

“我们还设立企业投资服务中心，成

立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和服务，同时
实行区领导包重点企业、部门包行业，打
造全方位精准服务体系。”哈尔滨新区工
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671家重点企
业实现区领导包联全覆盖，解决企业困
难 200 余个。松祥街道成立全省首个无
居民“科创数字商务社区”，为区域高新
技术企业提供上门服务；区纪委监委建
立驻厂员监督联络机制，公布举报电话，
督办涉企投诉151件。

“数量+质量”双轮驱动
推动科技企业发展“双提升”
哈尔滨新区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的

倍增放大效应，建立“微成长、小升高、高
壮大”梯次培育机制，推动科技企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催生一批高

成长性科技企业和创新型领军企业，促
进科技企业量质齐升。

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从无到有”。
激励创新创业、支持科研人员和大学生
创办科技型企业、引进国内外知名科技
企业创办子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各
类主体创办科技型企业，同时实施精准
服务，定期开展中小企业评价申报培训，
逐步生成一批中小型科技企业。2021年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859家，占全市增量
的 36.4%；2022 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777 家，占全市增量的 34%；今年截至目
前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781家，占全市增
量的43%。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从小到大”。坚
持把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推动全面振
兴发展的重要抓手，集聚力量推动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完善和强化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提升企业创新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
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从 2019 年 258 家发展到 2020 年 924 家，
年均增长 86.1%，占全市的 40.1%。2023
年预计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100家。

助力创新型企业“从大到强”。通过
完善机构、政策扶持、宣传引导、梯队培
育、股权融资等措施，构建全流程创新型
领军企业上市培育体系，形成了“培育一
批、股改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
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创建新区企业
上市培育库，出台《哈尔滨新区企业上市
培育库管理办法》，开通政策解读专线，
先后为圣邦微电子、海鸿科技争取上市
扶持资金 500万元、150万元。上市企业
达 13 家，上市培育库内企业 55 家，黑龙
江证监局辅导备案 4家，新光光电、航发
哈轴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敷尔佳科
技成功上市，艾拓普科技、瀚邦医疗科技
入选全国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新区，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5日讯（记者王晓丹）崇德向善，
志愿奉献，让雷锋精神聚沙成塔，绽放新
的时代光芒。5日，首届“龙江最美志愿者
（群体）”发布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何良军出席发布仪式并颁
奖。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的重

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省志愿服
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宣传部策划开展
了首届“龙江最美志愿者”学习宣传活
动。通过层层推荐、组织遴选、专家评审
和社会公示等环节，决定授予孙胜等10名
志愿者、哈尔滨市来顺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等10个志愿服务群体首届“龙江最美志愿
者（群体）”称号。

发布仪式现场，通过综合短片、情景
宣讲、诗朗诵等形式深情诠释了一位位大
爱无私、热情奉献的志愿者写就的精神华
章。他们在富饶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挥洒
汗水、奉献社会，照亮他人、温润心灵，他
们彰显了新时代龙江志愿者的初心使命、

爱心善意、责任担当。他们以榜样的力量
激励全省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聚力量、勇毅前
行。

《关于开展向首届“龙江最美志愿者
（群体）”学习的决定》及获奖名单详见第
二版

首届“龙江最美志愿者（群体）”发布仪式举行
孙胜等10名志愿者、哈尔滨市来顺公益志愿服务中心等10个志愿服务群体受奖

□本报记者 杨镭

12月初的亚布力滑雪场，雪地纯白，天
空湛蓝。大锅盔峰顶，年轻的运动员们刚
刚从缆车上迈下，便迅速踩上雪板，飞驰而
下……距离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
简称“十四冬”）不到100天，距离将在这里举
行的第九届亚冬会雪上项目的比赛也只有一
年多。在这片拥有众多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
军足迹的雪山之间，新一代的运动员沿着前
辈们曾经滑过的雪道，梦想复制甚至是超越
他们的成就。

“黑龙江省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亚布力
滑雪场）始建于 1980 年，已有 40 多年历史。
通过承办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2009年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等大型国际赛事，滑雪场
迅速发展，享誉中外；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后，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间，亚布力滑雪场作
为国家级训练基地，承接了超1.9万人次的国
家级运动员的驻训，为我国在北京冬奥会上
取得好成绩做出了贡献……”回顾亚布力滑
雪场的历史，省体育局亚冬专班场馆组负责
人于淼言语中充满自豪。

据于淼介绍，目前，在黑龙江省亚布力体
育训练基地训练的包括多支国字号队伍，我
省和云南、贵州、青海等 8 个兄弟省市队伍，
以及省内各地市队伍，驻训人数近 300 人。
高山滑雪雪道现已开发使用，障碍追逐、U型
场地技巧等项目的场地也正在铺设中。

（下转第三版）

亚布力，冰雪健儿梦想在这里

本报5日讯（记者薛立伟 徐佳倩）5日
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和全省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
精神，研究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意见，讨论
并原则通过《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条例（草案）》《黑龙江省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安全生产警示教
育大会精神，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防范
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专
业力量排查，着力提高排查的专业性、整治
的实效性，把企业基层安全文化、安全教育
纳入排查整治重点，提升重大隐患排查整
治质效。要加强行业管理指导，完善“谁检
查、谁签名、谁负责”的安全监管执法责任
倒查机制，从严管理监管队伍，狠抓一线岗
位监管，督促企业压实一线岗位安全责任，
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提升一
线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要深入推进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通过人防、技防、工程
防、管理防等综合措施，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自贸试验区立
法的重要意义，提升我省自贸试验区法治
保障水平，营造鼓励先行先试、争作改革先
锋的发展环境。要抓好自贸试验区全面提
升，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扩大
对外开放，力争制度创新有新突破、促进开
放有新拓展、产业集聚有新提高，更好发挥
自贸试验区对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
示范引领作用。

会议指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是推
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
依法做好我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加大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社区养老服务短
板弱项，增加普惠型养老服务供应，促进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让老年人共
享发展成果。要加强普法宣传，完善相关
政策，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长效
机制，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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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日讯（记者董盈）5 日，新
产投集团权属企业黑龙江省龙江化
工有限公司（简称龙江化工）举行首
批产品发货仪式，满载丙酮产品的
10辆槽罐车顺利出场。

目前，龙江化工已签销苯酚、丙
酮产品 1300 余吨，累计实现销售收
入1000余万元，实现了产品销售“开
门红”。这也标志着龙江化工聚碳酸
酯联合项目一期 35 万吨/年苯酚丙
酮装置一次开车成功，实现了项目建
设落地投产、达产达效的目标。

龙江化工聚碳酸酯联合项目是
我省重点项目，也是落实“油头化尾”
政策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以中石油

大庆石化公司增产的丙烯甲苯为原
料，打造“纯苯—苯酚/丙酮—双酚
A—聚碳酸酯”的全产业链条。

项目自 2020 年 12 月立项以来，
在省市各级单位和新产投集团的领
导支持下，克服多重不利因素影响，
坚持科学管理、超前谋划，于2022年
2 月 28 日开工建设，历时 22 个月的
统筹建设、成本管控、投料试车、产品
销售，确保了项目按进度计划高质量
推进。

据悉，目前，聚碳酸酯联合项目
20 万吨/年双酚 A 装置也已投料试
车、平稳运行，将于近期产出合格产
品。

龙江化工首批产品发货

哈尔滨新区内企业岛田大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调试设备。
本报记者 薛婧摄

上“龙头新闻”
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冰雪大世界主塔封顶

详见第三版

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滑雪运动员们
在亚布力滑雪场训练。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领中
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见证无数浪奔浪涌。

初冬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总书记首次考察上海，
此行一项重要安排是在此主持召开深入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这是党中央就这一重大区域战略召
开的第二次专题座谈会，上一次是 2020
年8月，在安徽合肥。

这已是今年来，总书记结合地方考察
调研，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主持召开的

第5场座谈会了——
5月，河北石家庄，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座谈会；
6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加强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座谈会；

9月，黑龙江哈尔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

10 月，江西南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中，有的是第二次开，有
的是第三次，有的则是第四次开。“深入推
进”“进一步推动”，从会议名称，我们就可

以读出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逻辑脉络。
此次，面对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党政一

把手，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
志，总书记指出：

“只要认准是正确的事情，就一以贯
之、坚持不懈干下去，决不半途而废，决不
南辕北辙，决不回头倒退。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就要这样，一步一步
往前走、一项一项往前推。”

（下转第四版）

一以贯之的初心和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