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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宇清）“相约万
宝秀·逐梦冠军城”冬季冰雪文旅活
动近日将在七台河市万宝音乐创意
部落举行。

本次活动设有餐饮美食区、湖
面娱乐区、万宝秀展示区三个功能
分区。餐饮美食区将推出笨锅炖、
杀猪菜、烧烤以及特色小吃。同时，
这里还将开展年货大集活动，设置
商超展销专区和本地特色产品展销
区，满足人们置办年货的需求。湖
面娱乐区今年在万宝水库冰面上谋
划了雪地龙舟、雪地摩托、沙滩车拉
雪圈、冰上碰碰车、卡丁车、碰碰球、
雪地转转、雪地坦克等娱乐项目，同
时还将举办雪地足球、雪地马拉松
等比赛。万宝秀展示区，一方面将
在万宝音乐创意部落的广场上举办
雪雕大赛，另一方面还将利用展厅
展示书画、摄影作品。此外，这个展
区还将举办“相约万宝秀·逐梦冠军
城 ”海选文艺活动，比赛期间选手
们将在现场为观众奉上精彩的文艺
演出。

雕刻团队正在制作雪雕。
图片由七台河市文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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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市新市
民金融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七台河农商银行市
民中心支行举行。

新市民主要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
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
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群体，包括但
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等。七台河农商银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多措
并举为新市民群体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健
康、医疗等方面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今年累计发放新市民贷款 33 笔，金额达 557.6
万元。

据介绍，新市民金融服务中心的成立将为
新市民群体提供更多贴心服务，比如，新市民在
办理个人一手房、二手房按揭贷款方面可以较
正常其他客户利率更加优惠；新市民客户办贷
专设窗口可以减少新市民办贷等待时间等。据
悉，明年七台河农商银行还将针对新市民推出

“居民贷”，最高可贷 20 万元，新市民在合同期
内可以用手机银行操作随时取款还款。

新市民金融
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张盛鹏 记者赵宇清）近日，在外漂泊
了30余年的朱成富，在七台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
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11月27日，一名衣衫破旧的中年男子来到七
台河市救助站，表达了他思念家乡和亲人、想回到
四川老家的心愿。这名男子叫朱成富，今年 54
岁，1989 年离开四川省广元市老家，最终在七台
河市当地的矿场谋生，没有成家，与家乡亲人也失
去了联系。朱成富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治病就花
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七台河市救助站了解其情况
后，积极联系了广元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协调护
送朱成富返乡事宜。

然而，朱成富进入七台河市救助站的第三
天，突然呼吸困难、四肢严重水肿、行动吃力。七
台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秉持先救治、后救助的
原则，第一时间将老朱送到七煤总医院住院治
疗。与此同时，七台河市救助站积极向七台河
市财政局申请医疗救助资金 10000 元用于朱成
富的救治。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在七煤总医
院全力救治和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老朱的身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情况稳定，在征
求了医生的意见后，七台河市救助站为老朱办理
了出院手续。

12月初，七台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乘火车护
送老朱返乡，历经 3天时间，跨越 3150公里，顺利
将老朱送至广元市救助站，完成人员交接。老朱
也向七台河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深深的谢
意，感谢大家帮助他实现了归乡心愿。

据悉，七台河市救助站冬季开展专项救助行
动以来，已成功帮助41人寻亲返乡。

救助站千里护送
求助人员返乡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市市场
监管局经过研究创新，正式启用“企业开办智能
审批系统”，这标志着七台河营业执照进入智能
审批新时代。

“企业开办智能审批系统”运用大数据分
析手段，AI 自动比对申请信息、做出审批决
定、即时送达审批结果，“7× 24 小时”不间断。
符合规定的申请，即时生成电子营业执照；不
符合规定的，系统会将存在问题的申请件一次
性反馈给申请人或转至人工复核。

智能审批这项创新改革是七台河市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迈出的重要一步，七台河市市场
监管局将以智能化为抓手，围绕提升行政审批
效率、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等方面加力创新，以
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营商环境
建设。

智能审批营业执照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广东省江门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我省七台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携手合作，成功开展了建设工程跨省远
程异地评标项目。此次合作，打破了地域限制，
实现了两地优质评标专家资源的共享。

据介绍，本次项目两地运用视频语音同步
交互、远程电子签章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两地同
步评审，在线打分，确保了交易全程留痕、可查
可溯、公开透明、规范高效。“全流程电子化+异
地评标”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投标人与评
审专家“物理隔离”，解决了评审专家“小圈子”

“熟面孔”问题，实现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专家资
源共享，增强了评标透明度，有效避免了人为干
预和舞弊行为，提高了评标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跨省远程异地评标

本报讯（崔雪妍 记者赵宇清）近日，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速滑协会率青少年短道速滑队
代表团来到七台河参加青少年短道速滑集训
交流营，充分感受“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的魅
力。

昆士兰州速滑协会青少年短道速滑队代
表团参观了七台河市短道速滑冠军馆，走访
了百凝盾运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在了解七
台河冠军文化的同时，也切实感受了七台河
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速滑协会青少年短道
速滑队代表团在七台河体育中心参加了中国
七台河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青少年短道速滑
集训交流营开营仪式。开营仪式结束后，中澳
短道速滑小运动员们在冰面上切磋技艺、展开
交流。

据悉，短道速滑集训交流营活动 29 日结
束，此次活动将为七台河市与昆士兰州搭建起
短道速滑项目合作的桥梁，并以此通过体育搭
台，推动两地在冰雪文化、教育等领域全方位
多角度的交流。

昆士兰州速滑协会
来七台河交流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探寻家乡文脉，打卡
科技企业，近距离感知科技魅力，在研学中感
受科学精神……今年以来，七台河市科技局组
织开展了科普研学之旅、返乡大学生科普研学、
科技产业科普线路研学游等一系列科普研学游
活动，让中小学生在“万里路”中研读“万卷书”。

今年，七台河市科技局从全市范围内精心
挑选了科普研学游地点，这些地点覆盖了科普
基地、文化场馆、高新技术企业等点位。截至目
前，3期科普研学游共组织200多名中小学生前
往中国移动七台河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林则徐纪念馆、七台河市博物馆、宝泰隆石
墨烯有限公司、七台河气象馆、升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等多个科普基地研学“打卡”。

接下来，七台河市科技局将打造“科里科
气”“走进未来”等系列特色研学品牌，面向青少
年展示七台河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现科技
创新魅力，培养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激励他们树立科技强国的远大志向。

科普研学游吸睛

□李佳莹
本报记者 赵宇清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双减”文件精神和教育部“五项
管理”要求，合理安排中小学生
作息时间，今年以来，七台河市
各中小学校合理利用课间十分
钟，组织学生们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真正做到了让学生
动起来、校园活起来、教育美起
来。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七台河
市第九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们几
人一组玩起了益智游戏：魔方、
魔尺、华容道、九连环……这些
传统的益智玩具让孩子们玩得
开心不已。四年五班学生孙振
凯说：“我们学校的课间活动非
常多，这些益智游戏可以帮助我
们锻炼思维，还可以增进同学之
间的友谊。”

课间时间，七台河市保中学
校的校园里热闹非凡，学生们三
五成群在操场上玩起了雪圈拉
人、拉爬犁、雪地足球等游戏，整
个校园一片欢乐的景象。保中
学校德育主任张金江说：“我们
把课间十分钟充分交给学生，学
生在活动过程中，班主任、体育
教师会持续巡查，保障学生们课
间活动的安全。”

记者从七台河市教育局了
解到，今年七台河市各中小学校
以健身性、趣味性、整体性、安全
性为原则，以促进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为目标，合理安排了中小学
生课间十分钟活动，引导学生加
强体育锻炼、培养兴趣爱好、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七台河市教
育局要求学校要根据各学段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运动能力基
础、个人喜好及学校活动空间的
实际情况，以室内活动和室外活
动相结合的形式，正确引导学生

课间开展有益身心的活动项目。同时，七台河市
教育局还将不断加强对各学校课间十分钟的管理
与指导，不断丰富课间活动的内容，保证学生在课
间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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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七台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七台河市已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定下长远规
划：争取到2025年，累计建设黑土高标准农
田231万亩，累计改造提升黑土高标准农田
60万亩，将全部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到2030年，累计建设黑土高标准
农田280万亩，累计改造提升黑土高标准农
田80万亩，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

七台河市农业农村局将以提升粮食
产能为首要目标，兼顾大豆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根据全市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特点、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坚持
数量、质量、生态相统一，制定分区域、分
类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健全耕地质
量监测评价标准。与此同时，七台河市农
业农村局也在考虑在区位优势明显、基础

条件良好、生态资源丰富、科研与生产联
系紧密、发展空间广阔的地区，建设规模
适度的示范项目区，引领带动全市耕地保
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七台河市将开展“国企对国
企”“农垦+七矿”垦地合作模式，在铁山
乡七煤集团三和公司104基地副业场，打
造 1.5万亩垦地合作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充分发挥七煤集团三和公司 104 基地副
业场土地国有的优势，推进农垦为七矿国
有农工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创建国
有经济与国有农工的经营共同体。2025
年，七台河市将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农垦合作新建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 10
万亩，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15万亩，全面
铺开垦地合作25万亩。

锚定新目标 创新合作模式提质增效

护良田描绘护良田描绘
来年好来年好丰丰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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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侯玉奇 本报记者 赵宇清

北方的冬天，大地早已被冰雪覆盖，但这并没有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进度。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宏
伟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挖掘机挥动着“长臂”，平土地、挖沟渠、修道路，有条不紊地在大地上描绘着
高标准农田建设将为农民带来的好“丰”景。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安全，一头连着农民增收。近年来，七台河市把农田建设作为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不断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2011年—2023年，全市累计完成和在建各类高标
准农田175万亩，占市属耕地面积的63%，占基本农田面积的73%，超过了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平均水平。

高标准农田建设极大地
提高了耕地灌排能力，平原
区道路通达率达到 100%，丘
陵山区达到 97%。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区改变了过去春
耕进不去地、秋收拉不出粮
的局面，为稳定粮食产能和
农 民 收 入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保
障。

“今年通过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我们村又有 7850 亩
地旱能灌、涝能排，预计农户
收入可增加 3%左右。看现在
施工这个架势，乡亲们来年
种地又有盼头儿了！”望着大
型机械穿梭于田间施工，七
台河市茄子河区宏伟镇新山
村党支部书记、田长荆利波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茄子河区宏伟镇的另
外一个村子明山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也在有序进行着。

“以前下雨农用车总打滑，进
不去地。政府想着俺们老百
姓，修路修农田，来年春天种
地肯定是畅通无阻，丰收在
望。”茄子河区宏伟镇明山村
户田长王玉憧憬着来年的好
收成。

据七台河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淑玉介绍，高标准
农田建成后，农田路沟渠、小
型水源工程、防洪护岸等基
础设施得以完善，这极大地
增强了农田防灾抗灾减灾的
能力，暴雨后积水可以有效
排出，平均每亩地可减少粮
食损失 15-2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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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有效地
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地质量下降等问
题，提升了七台河市农业生产机械化水
平，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步伐。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土地连成了片，这
让大型农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春天，在
勃利县永恒乡恒山村，施肥播种一体化农
机成了耕地的“主力军”。农机手只需操
控机器前行，车上搭载的智能播种系统，
会自动将复合肥和玉米种子播撒到土壤
里。村民刘立辉告诉记者，以前每到播种
季，全家老少齐上阵，十多天才能播种完
的地，现在有了智能播种机，两三天就能
播种完。

恒山村的恒山玉米专业合作社将本

村13户种植大户全部吸纳为股东，按照出
资比例给予股份，年底除去种植投入成本
和农户分红之后，盈利部分全部按股金比
例分红，分红最高的股东达到60万元。目
前，这个合作社土地托管面积已达2.77万
亩，横跨3个乡镇17个村，带动807户农民
入社增收，被评为2022年度国家级示范社。

今年，恒山村村田长、网格田长带领
全村187名户田长，依托农田水利建设、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采取
科学轮作、深松整地等保护性耕作措施，
推广有机肥还田和生物有机肥施用等技
术，使得土壤质量不断改善。全村 12950
亩耕地实现“黑色越冬”，秸秆还田比例达
到97%以上。

散地连成片 大农机有了用武之地

侵蚀沟砂垫层铺设侵蚀沟砂垫层铺设。。 砂石路基开槽砂石路基开槽。。

近期，七台河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组织技术
人员，围绕桃山公园东广场“城市之光”雕塑亮
化及周边亮化升级进行精心设计，通过夜景灯
安装和改造提升工程，共翻新改造 4 基中华
灯，安装了4处灯杆亮化装饰，增添了1台激光
灯、2台投影灯、2台光束灯、30条洗墙灯、144

盏投光灯、288个踏步灯、500余米发光灯带和
400余条线条灯，打造了高品质的夜景照明展
示区，用光影扮靓了“奥运冠军之城”新地标。

本报记者 赵宇清摄

让让““城市之光城市之光””更夺目更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