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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清晨，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迎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雾凇。细瞧，一枝一叶被银色冰
晶包裹起来，纯净无瑕，犹如仙境中的玉树琼枝，美不胜收。 龙头采客 曹凤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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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日讯（记者王传来）3 日，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来到大庆
油田，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一线干
部职工，调研古龙页岩油勘探开发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致大
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贺信重要指示精神，
深化央地合作、融合发展，大力弘扬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携手扛起当好标杆旗
帜建设百年油田重大责任，共同担负建
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使命任务，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大庆古龙页岩油一号试验区作业
前线，许勤先后走进页岩油压裂施工现
场和压裂指挥车，认真听取勘探开发工
作进展介绍，详细了解页岩油储量、开采
技术及综合效益情况。他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致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贺信中
要求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在视

察我省时赋予我省建设全国重要能源基
地使命任务。大庆油田和大庆市要坚持
政治站位，全面加强合作，加快页岩油勘
探进程，尽早实现规模化、效益化开发，
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建设百年油田提
供有力支撑。

大庆油田 1205 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
带过的钻井队，建队以来创造了一大批
石油钻井全国纪录、世界纪录，2020 年率
先进军页岩油新领域，为建设国家陆相
页岩油示范基地作出了突出贡献。在
1205 钻井队作业现场，许勤代表省委省
政府亲切慰问钻井队员。登上钻井平
台，察看工程作业智能支撑系统，鼓励同
志们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推动钻采
技术现代化，提高作业质效和安全管理
水平。许勤在参观 1205 钻井队队史室时
深情地说，1205 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杰
出代表，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为中国工业战线树立了一面红旗，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传承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
发全省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
煌的创业豪情；学习“三老四严”“四个一
样”的务实作风，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各
项工作在一线落实；从铁人的“三问”“五
讲”中感悟崇高风范，提升党员干部的雷
厉作风和思想境界。他勉励钻井队员在
新时代新征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嘱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当好建设
百年油田的尖兵、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
表率，在强国复兴伟业中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在调研慰问中，许勤强调，大庆地企
双方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致大庆油

田发现 60 周年贺信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部署，创新央地合
作模式，共同担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政
治责任。要携手推进科技创新，发挥国
家平台作用，整合央地科技资源，强化基
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早实现
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生产。要联手打造
产业集群，谋划建设产业园区，集聚上下
游产业项目，做大做强“油头化尾”产业
链和油田生产配套产业。要守牢安全生
产底线，全面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和本质
安全水平，对各类安全隐患零容忍，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市县党委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服务力度，积极协调
解决油田目前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为大庆油田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
田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全力支持。

省领导于洪涛、王合生和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许勤在大庆油田慰问调研时强调

当好标杆旗帜 建设百年油田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本报记者 周静

洪政八范，食为政首。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2023年黑龙江再次用产量刷新实力：全省粮食总产量达
到1557.64亿斤，占全国11.2%，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

“2023 年我省粮食生产实现了‘双增’。一是面积
增，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22114.65万亩，同比增加
89.85万亩。第二是总产增，同比增加5.04亿斤，连续6年
稳定在 1500 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庞海涛认
为，“双增”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得益于全省涉农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更得益于全省
广大农民群众和生产经营主体的辛苦付出。

全国每九碗饭就有一碗龙江粮，我省粮食生产高质
量发展，对稳住中国农业基本盘，端牢“中国饭碗”有着重
要意义。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
饭碗”的殷切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
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总体部
署，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政治责任和首要担当，毫
不动摇抓好抓实粮食生产，努力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
实、安全的中国大粮仓。

坚持党政同责筑牢根基

抓粮食生产有“两怕”：“一怕”老天不帮忙，“二怕”农
民不愿种。

2023年8月上旬，洪涝灾害袭击了哈尔滨、牡丹江等
地部分市县，五常市农民佛晓光在线喊话求助农业专家，
她的满面愁容让人印象深刻。

令她没想到的是，视频发出第二天，省农业农村厅就
组织专家来到她所在的杜家镇。原来，省农业农村厅针
对这次洪涝灾害农民如何抗灾自救，成立了 11 个指导
组，对全省各市地进行具体指导，其中对灾情较重的五常
等9个县成立了9个专项指导组。

“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专家辅导受灾农民
积极应对、主动防灾、科学救灾，最大限度减少了粮食因
灾损失。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生长调节剂、叶面肥，水稻长势
恢复不错。”秋天的时候，曾经受灾的一些农民脸上重又
洋溢出丰收的自信。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国之大
者”，毫不动摇切实抓好抓实粮食生产。

——压实落靠各级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落实党政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
责任，常态化开展农时农情调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的粮食生产工作格局。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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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
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政治责任，在高质量发展之
路上奋力前行。

本报今起开设“龙江这一年”专栏，回顾总结一
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满怀感恩之心，强化务实之举，努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彭溢）近日，省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获批国家食用菌种
质资源库（黑龙江），成为我省唯一一
家国家级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藏
平台，保藏规模近5万株份。

目前，该所种质资源库保藏有各
种大型真菌（食药用菌）3000 余株、
大豆根瘤菌260余株、各类农用微生
物 500 余株、绿脓假单胞菌 1000 余
株、各类遗传物质和材料300余份。

为健全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体系，在省农业农村厅的大力指导
下，微生物研究所一直坚持开展寒地
微生物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保藏
工作。目前，该所已选育具有东北特
色食药用菌优良品种 20 多种 100 余

株，有7个黑木耳品种通过国家农业
部全国食用菌品种认定，5个食用菌
品种通过省级审定，10 余株获得菌
种发明专利。选育的菌种均成为东
北地区食用菌生产主栽品种，每年为
我省及东北地区提供生产菌种推广
规模达到30亿袋（包），产值近100亿
元。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圃）是我
国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与共享利用的
重要设施。微生物研究所将以此次
获批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黑龙
江）为契机，加强微生物种质资源保
藏体系建设，提高保藏能力和水平，
为生物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种质资源
和生产技术支撑。

省科学院微生物所

获批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

详见第二版

□本报记者 丁燕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跨越冰封的河
流，“雪国列车”K7041行驶18个小时后，
停靠在终点站漠河站。一下车，扑面而
来的冰爽沁入游客心脾。

漠河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气候最
冷的县级市。近年来，当地立足生态、区
位、资源、文化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旅
游产业，全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漠河文旅局局长程海山说，2023 年前 11
个月，漠河接待旅游人数 187 万余人次、
旅 游 收 入 12.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83.78%、417.12%。

当游客不远万里一路向北，他们究
竟在找什么？一个北部边陲地区，如何
克服全面停伐带来的压力，走出绿色高

质量发展之路？带着一个个疑问，记者
一路向北，试图寻求答案。

———找爱———

李哲是土生土长的漠河人，在当地
气象部门工作了 12 年。她说，不管身在
何处，总会认为家乡春季的千里杜鹃花、
夏季的林海飞浪、秋季的五花山色、冬季
的琼树银花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

漠河，亦是无数游客心中的诗与远
方。

“冰封的界江辽阔壮丽、原始森林银
装素裹。”广东游客小陈在漠河见证了祖
国山河的壮美，直呼“爱了、爱了”。她打
算明年夏天再赴漠河，深度体验“19℃的
夏天”。

“江山可见，一生相随。”在漠河北极

村黑龙江畔的爱情雕塑前，每天来“打
卡”的情侣络绎不绝。在祖国最北端见
证爱情，不失为一种最极致的浪漫。

始建于 1953 年的最北邮局，坐落在
北极村内。无论冬夏，邮局里总是人头
攒动、摩肩接踵。来自云南大理的刘女
士正给家人寄明信片，第一次来漠河的
她，最爱这里冰天雪地的美景和淳朴的
人情味。她迫切要把这份喜悦与祝福传
递给家人。

———找北———

最北一家、最北邮局、最北供销社、
最北党员驿站……北极村几乎承包了全
国所有的“北”。北极村位于漠河市，素
有“金鸡之冠”之称，其所在的北极镇是
我国纬度最高、位置最北的城镇。

“如果你站在北纬 53 度半的边境线
上，面南背北，呈现在你眼前的，便是整
个中国。”湖南游客王女士告诉记者，漫
步在北极村，所有一切都已超越了旅行
本身的意义。因为，这里能找到“方向”。

2017 年，一对从厦门来北极村“找
北”的新婚夫妻邱晓旭和邱小允，在这里
找到了创业的方向。他们创立的“拾叶
知悠”民宿坐落在北极镇北极村。几年
前，一场大火使他们两年的心血付诸一
炬。在当地政府和百姓帮助下，他们决
心从头再来。如今，“拾叶知悠”是漠河

“天花板”级的民宿。小两口也在漠河扎
根了六年。今年，邱晓旭提交了入党申
请书，想像其他党员一样，为大家贡献一
份力量。

（下转第四版）

一路向北，找到“你”

本报3日讯（记者郭铭华）3 日上午，
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就省政协委员联络工
作开展调研，组织座谈交流，听取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工作。

蓝绍敏首先通过委员联络工作委员
会向全省各级政协委员致以新年问候。

蓝绍敏指出，省政协委员联络工作
委员会成立以来，善于创新，勇于担当，
工作可圈可点，成效明显。今后工作中，
要以党的建设为基础，全面加强专委会

建设。强化理论武装，把牢“专”的方向，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指导工作开展的根本遵循，坚决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
强制度建设，夯实“专”的基石，形成权责
清晰、程序规范、关系顺畅、运行有效的
工作机制；促进深度融合，提升“专”的成
效，将党建工作融入专委会履职各方面、
全过程。

蓝绍敏强调，要以提质增效为动力，

做好“一库一网一平台一沙龙”工作。在
关注省内国内的同时，助力促进对外开
放提升，围绕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构建
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深
入建言、广聚良策；在关注个案的同时，
助力健全政策体系提升，助力政策的科
学制定和有效施行；在关注企业发展的
同时，助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以“点”带

“面”，凝聚更多改革定力和合力。
蓝绍敏强调，要以破题深化为目标，

进一步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有效
开展。探索让界别联系机制更加及时畅
通、有效到位的方法途径，让政协委员联
系界别群众更加自发自觉，更加规范有
序，更加便捷高效，着力提升委员联系界
别群众工作的便捷度和满意度，推动委
员联络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干
出新样子。

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参加调研并主
持座谈会。

蓝绍敏在开展省政协委员联络工作调研时强调

创造性做好联络服务工作 助力委员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 1月 3日电（记者马卓
言）今年是中国加入《专利合作条约》
（PCT）30 周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中方推进专
利国际合作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相关举
措时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国际专利合作
和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知识产权大国和世界创新版图的重要一
极。

汪文斌说，中方高度重视国际专利
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入 PCT30 年
来，中方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修订
完善，不断完善国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合作。中国申请人通过PCT提交的国际
专利申请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中
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和
世界创新版图的重要一极。”

汪文斌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
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以专利技术为支
撑，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加速释
放创新活力。目前，中国太阳能电池全
球专利申请量 12.64 万件，排名世界第
一，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排名前 10 位的
重点企业全球有效专利量超 10 万件，领
跑绿色低碳产业，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不断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
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国外申请人在华开展商
业活动和知识产权布局意愿不断增强。”
汪文斌说，数据显示，近 10 年共有 115 个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申请专利 25.3
万件，年均增长 5.4%。截至 2022年底，国
外在华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86.1 万件，同
比增长 4.5%，充分体现了外资企业对中
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认可。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包
容、平衡普惠的原则，加强与各国在知识
产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
知识产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让创新更多惠及各国人民，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汪文斌说。

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大国

2023年全省机场运送旅客2525万人次

2023年绥芬河铁路口岸过货超千万吨

兰西县“招商之冬”集中签约177亿元

三天，660万
“小土豆”涌入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