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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吴双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天气渐暖，佳木斯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们忙
碌的身影，他们抢抓农时，清雪扣棚、采购农用物资、
检修农业机械，一幅“春忙备耕图”正在乡村田野徐
徐展开。

“水稻想种好，就得扣棚早。”佳木斯市汤原县振
兴乡的水稻种植户刘月彬和家人一大早便到自家水
稻育秧大棚清理积雪，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采取了
机械与人力相结合、清雪扣棚同步进行的方式，清一
栋扣一栋。

“趁着这几日气温回暖，抓紧把大棚上的积雪清
理掉，为育秧做好准备。”刘月彬说。

一栋栋扣好的温室大棚伫立在田间地头，将初
春的温度留在棚内，为新苗培育温暖适宜的土壤。

今春，佳木斯市坚持把抓好水田备耕作为确保
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的重要内容。该市农
业农村局指导迅速掀起水田备耕热潮。催芽车间检
修维护、育秧大棚清雪工作全面启动，已清雪大棚数
量 4.9 万栋，占应清雪大棚的 77%，已检修智能催芽
车间 79栋，占应检修的 61%。

在佳木斯市富锦市农资大市场，一排排肥料、种
子、农药码放整齐，各类农资产品储备齐全、应有尽
有，前来采购农资的农民络绎不绝。

家住兴隆岗镇新风村的农民孟凡军早早地来到
农资商店，精心挑选今年春耕所需的农资产品。孟
凡军说：“每年备耕期间，我都提前到店里看看，选一
选好种、好肥，看好了就让他们直接送到家，备足了
心里有底，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多收粮，多挣钱。”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户备春耕，富锦市各大
农资商店年前就开始调运农用物资，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农资，并及时做好售后服务。

农资商店总经理李子龙介绍：“每年春节过后都
是农资销售最旺的时候，年前就开始备货，把农药、
种子、化肥这些产品都备足，价格也遵循统一标准，
熟悉的老客户不需要自己来商店买，只要留言说清
需要的农资，我们会用最短时间送货上门。”

截至 3月 7日，佳木斯市已下摆种子 3.4万吨，占
需求量的 59%；已下摆化肥 23 万吨，占需求量的
55%；已下摆农药 1191 吨，占需求量的 30%。目前，
种子、肥料、农药等各类生产资料供应充足。已筹措
春耕生产资金 112.4亿元，占春耕期需求量的 88%。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佳木斯积极引
导农户提前做好备春耕生产准备工作。从整体上
看，今年的备春耕生产形势比较有利，总体进度快于
常年。佳木斯将尽早掀起春耕生产热潮，高质量抓
好耕地轮作试点等任务落实，深入生产一线加强农
技指导和服务，全力下好粮食丰产丰收“先手棋”。

乡野铺开
“春忙备耕图”

□丁超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日前，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自主开
发了“新枫佳和”云解纷服务平台 APP，利
用信息化技术，集调解指引、诉前调解、网
上立案、开庭公告、云间庭审、庭审直播、
审判信息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普法宣传、
基层治理等一系列智能化应用于一体。

当事人可登录该平台，查看调解指
引，进入诉前调解，申请在线调解。调解
成功的，双方可选择自动履行调解协议，
也可以共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或者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不
成的，可直接点击网上立案，进入法院立
案程序。

近年来，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
营造公开透明的法治营商环境，认真落实
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紧扣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
环境目标，发挥司法裁判对市场规则的保
护和引领作用。2023 年，审结涉企业案件
2154 件，执结涉企案件 9436 件，为企业挽
回损失 4.25亿元。

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
为促进全市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供优质
司法保障的实施意见》。设立了全省首家

“知识产权调解工作室”，审结知识产权纠
纷 173 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工作制度，
开通涉企立、审、执绿色通道，建立快速办
理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
保障和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引入阿里
巴巴破产案件信息管理平台，实行债权申
报、财产拍卖网上办理，设立涉企绿色服
务窗口，完善破产案件审执协调机制，最
大限度压缩破产案件办理时间。开展涉
民营企业案件集中清理行动，28 件旧存案
件全部清结。开展“万名干警走访万家企
业”和“敲门行动”，组织两级法院领导干部
深入辖区企业，帮助企业研判经营风险，解
决法律难题，去年一年走访企业 259次，帮
助研究解决问题 55个，受到企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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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蕾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每天早上 8 点，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和
温柔的说话声交错响起，这是董婷婷最喜
欢听到的声音。“每天面对不同的问题，感
觉自己都能学到新的东西，生活充满了动
力。”36 岁的董婷婷在新的一年里，找到
了新的人生目标。“前段时间，我们的‘万
席呼叫之城’项目获得了全国人力资源服
务业发展大会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复赛
三等奖，中心每天都有新人来参加培训，
也不断增开新的项目，我相信一切会越来
越好。”

2023 年，佳木斯市积极抢抓国家推动
服务外包促进经济转型政策机遇，创新打
造万席呼叫平台。“以安置万人就业为目
标，全力打造万席呼叫服务之城”，一张就
业发展的蓝图由此展开。

“ 我 从 毕 业 到 现 在 六 年 多 ，一 直 在
从 事 呼 叫 行 业 。”李 天 科 是 哈 尔 滨 银 楷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佳 木 斯 分 公 司 的 负
责人。从走马上任到公司正式运营，仅
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李天科没
想到的。

2023 年 9 月，佳木斯英才集团与哈尔
滨银楷公司呼叫中心项目签约落地，10
月，李天科拿到了政府提供的场地钥匙，而
且享有三年的免租。“除了按照工作需求进
行划分装修，其他的可以说是拎包入驻，省
去了很多流程。”李天科说。

与此同时，招聘工作也如顺水行舟。
“公司通过各种网站进行招聘，佳木斯市政
府通过人力资源市场为我们提供支持，还
有大大小小的招聘会，各个社区也通过网
格群帮我们发布招聘信息，这让我们在头
两个月，每个月的招聘人数都能达到 50
人。”

5 个月的时间，公司已经发展到了 170
名员工，并承接了 T3出行、10086等长期项
目，这些成绩都让李天科对公司的未来发

展 充 满 信 心 。“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三 年 达 到
1000 座席，我相信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一定能够实现。”

为了推动呼叫产业项目的发展，市政
府提前谋划，全力以赴，着力强化要素保
障，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能够“拎包入驻”；各
级人社部门积极对呼叫产业进行宣传推
广，发布招聘信息，引导本地和周边就业者
从事呼叫产业，同时从源头上加强生源培
养；该市人社部门还研究了 10条促进呼叫
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属政策，为企业入
驻提供便利条件。

该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吴天训说，佳木
斯计划利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引进培育 20
家以上呼叫中心、视频审核、数据标注等企
业，达到万人以上的就业规模，年实现产值
6 亿元以上，将佳木斯建成我省乃至东北
独具特色的在线新经济呼叫产业示范基
地、视频审核和数据标注等新兴产业发展
先行基地。

呼叫产业拉升就业
本报讯（陈志伟 记者刘大泳）近日，佳木斯

供电公司团委青年志愿者、前进公司共产党员
服务队走进艾德凯绅幼儿园，为小朋友们生动
地讲解了一堂“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安全用电
教育课。

在讲解过程中，青年志愿者们积极与孩子们
互动，列举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通过现场提
问、有奖抢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掌握安
全用电、节约用电的基本常识。志愿者还向孩子
们发放了安全用电漫画宣传手册。同时，党员服
务队对园内的安全用电情况进行了排查，让孩子
们在安全可靠的用电环境下茁壮成长。

给孩子们
上堂安全用电课

本报讯（纪世强 记者刘大泳）时值开学季，为
进一步加大校园禁毒宣传力度，佳木斯市禁毒宣
讲团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主题为“学生不吸毒，校
园无毒品”的禁毒宣传活动。

讲座中，禁毒宣讲团讲师针对学生特点，用风
趣幽默的语言结合模型，介绍了什么是毒品，针对
新精神活性物质等进行了讲解。通过案例剖析毒
品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向学生们普及
如何预防、拒绝毒品诱惑的相关知识及其法律法
规。同时通过散发宣传单页，现场答疑解惑，引导
学生们提高对毒品危害的认识，让学生们远离毒
品，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禁毒宣讲进校园

□文/摄 吴双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佳木斯市吹响开工“集结
号”，企业生产“热辣滚烫”，订
单签订“蒸蒸日上”。

一大早，葵花药业集团（佳
木斯）有限公司的提取车间、药
剂车间的 100 多名工人就已到
岗，为一季度药品冲量做好充
分准备。

在综合制剂车间内，机器
轰轰作响，高速包装机不停运
转，工人们手上的动作忙个不
停，一箱箱包装好的成品药被
运送到库房，等待发走。

“我们现在全力赶订单，大
家的精神头儿都很足。这是我
们的高速包装机，工人们每天
要完成 6 万盒左右的生产量，
大家每天 8 点前就到岗了。企
业发展得好，我们信心更足。”
综合制剂车间主任刘龙江说。

与葵花药业同样充满干劲
的，还有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
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机器轰鸣，工位上紧张忙
碌的操作者正在加工产品，库
房里一排排电机早已整装待
发。

“今年公司制定的经营性
指标任务比去年大幅提升，工
人们都铆足干劲，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高质量完成全年生产任
务。”来到高压电机数字化装配
车间，大型车间主任冯建国信
心满满地说。

开年就是开工，开工就是
实干。佳木斯各个企业全力赶订单，抓生产，以

“满格电”的状态，按下发展“加速键”。佳木斯
市工信局精准服务，助力全市企业冲刺新年开门
红。

鼓励约翰迪尔等企业适当调整一季度排产
计划，充分释放产能；指导佳电股份等企业提前
做好原料采购和设备维护；及时协调解决佳星
玻璃等企业用工、用能及物流等方面的问题诉
求……该市工信局密切跟踪全市工业企业，引
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支持和鼓励规模体
量大、牵动力强的重点企业假期结束即开工，加
大马力促满产。

截至目前，全市 330 户应复工企业已全部复
工，复工率达到 100%，平均产能利用率 80%。各
企业正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开启新一年的奋
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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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与电有关的知识。
陈志伟摄

高压电机数字化装配车间操作者使用 KDK
吊车进行装配。

同江农机大市场销售火爆。

市校合作
共建创新创业生态圈

佳木斯

□文/赵心萍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陈刚

随着开学季到来，“文昌里云步街”和“芝麻胡
同”高品质创新创业社区佳木斯大学数字游民公社
内集聚了一群“新”人。他们都有一个新称呼，“数字
艺术游民”。他们大多数是由高校毕业生、在校大学
生、设计师组成的创作团队。目前，该项目已引进10
家创意企业和3个创业团队入驻。

从 小 团 队 孵 化 成 为
大企业，留人才在“佳”，
吸引人才回“佳”，为他们
的梦想保驾护航，插上翅
膀，这就是环佳木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项目建
设的意义所在。

其 实 ，“文昌里云步
街”和“芝麻胡同”高品质
创新创业社区项目只是
环佳木斯大学创新创业
生态圈项目的一个缩影。

去年，为推动整体项
目发展，佳木斯市成立了
由市委书记、市长和大学
校长任组长的三组长生
态圈建设专班。该市科
技局统筹协调向阳区、前
进区和佳木斯大学、人社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工信局、财政局等相关单
位落实主体责任，通力合
作，持续深化市校合作，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各
类创新要素全面互动的
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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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佳木斯大学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基地
内，优创好生活直播间正在进行本地团购推
荐现场直播，“这是培训基地近期推出的直
播，主要是推介佳木斯本地产品和团购，既
可以宣传本地产品，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
创业平台，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方向。”创新创
业学院副院长孙艳莉介绍说。

佳木斯大学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基地，是
佳木斯大学联合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哈尔滨知行合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建立的佳木斯市政校企新直播电商人才培
训基地。2022年，获批黑龙江省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

孙艳莉介绍说：“自环佳木斯大学创新
创业生态圈建设项目开展以来，佳木斯大学
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基地与该市商务局、文旅
局开展数字营销赋能产业校园行活动，合作
商家 21 家，展销产品近百种。基地入驻学
生团队 14 支，抖音‘优创好生活’和‘优创校
园’直播视频号目前合作企业 30 家，直播产
品 80种，销售额 5万余元。”

今年，电商人才培训基地计划举办各级
各类直播电商大赛和好物评选等活动，在环
佳木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中，做好电
商人才培训，培养数字营销人才，帮扶小微
企业线上转型。

市校合作推进项目发展

在佳木斯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内，药学
院的李锦莲教授团队正在以我省道地药材
为原料，进行植物性化妆品的原料开发和化
妆品功效检测。李锦莲教授团队从中草药
种植开始到原料研发已有 10年时间，经过反
复试验，项目近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李锦莲教授说：“现在已经通过备案授
权获得生产包装码的化妆品原料有 6 项，
已经备案完成 7 个品种的化妆品，玉凝脂
系列化妆品备案已经结束，马上就会上市，

后期还会进行其他功效的护肤品开发，争
取让我省化妆品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

奋进正当时，砥砺再扬帆。佳木斯市将
按照“一谷一街三园一中心”大学生态圈建设
布局，大力推进市校合作，集聚全市资源支持
佳木斯大学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和科技研发三个中心，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新兴产业培育，确保环佳木斯大学创
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科技成果转化效益凸显

佳木斯大学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基地直播现场佳木斯大学直播电商人才培训基地直播现场。。

“文昌里云步街”高品质创新创业社区。

佳木斯大学数字游民公社佳木斯大学数字游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