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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0 日讯（记者董新英）30 日
上午，作为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庆安县十六道岗水库工程项目
开工建设仪式在庆安县举行。

十六道岗水库工程项目位于庆安县
境内的呼兰河右岸支流欧根河中游，距
庆安县城约 62 公里，是龙江水网布局中
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建成后，将进一

步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和区域防洪减灾能力，对支撑
绥化市、庆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是以农业灌溉为第一任务，
兼顾防洪、城镇供水、改善生态环境的
大型水库工程，由拦河坝、溢洪道、鱼

道、灌溉和生态流量建筑物组成，占地
3.26 万亩，灌溉面积为 31.86 万亩，设计
总库容 1.44 亿立方米，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

十六道岗水库项目批复总工期为42
个月，预计 2027年 9月完工。目前，工程
前期的移民搬迁安置、征地拆迁、手续报
批、服务保障等工作已全面启动。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庆安县十六道岗水库开工

本报30日讯（记者薛立伟 徐佳倩）
30 日上午，全省增发国债项目推进工作
专题视频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副书
记、省长梁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高质量抓好增发国债项目建设，
确保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规范操作、资
金安全，把各项工程建设成为民心工程、
优质工程、廉洁工程，切实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促进全省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梁惠玲指出，增发国债项目建设，对
于我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整体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
治站位，锤炼过硬作风，切实增强抓好增
发国债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通过
项目建设补短板、强弱项、促发展、惠民
生，以有效投资拉动有效需求，巩固和增
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梁惠玲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确保高质量完成增发国债项目建设任
务。要严把项目前期关，明确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项目清
单，加快办理项目审批手续，推动项目按
时开工建设。要严把招标投标关，坚持
依法招标投标，规范招标方式，加强评标
管理，强化招标监管，做到阳光交易、规
范交易。要严把项目进度关，坚持开春
即开工、年底必竣工、资金必到位，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进程。要严把工程质量
关，加强项目监管，以“四不两直”方式开
展现场督导检查，做到开工到现场、建设
到现场、竣工到现场，强化全过程质量管
理措施，严格做好工程评估验收工作。
要严把资金使用关，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强化绩效管理，开展常态化跟踪监督，确
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要严
把审计监督关，构建全覆盖、全过程、全
链条审计监督机制，围绕开工准备、项目
实施、竣工验收、运营维护等环节，实行
分阶段全周期跟踪审计，做到边审边改、
立行立改，推动发现问题在项目竣工前
整改到位。

梁惠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为高
质量完成增发国债项目建设任务提供坚
强保证。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市县要建
立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要压实市县政府属地责任、
相关部门管理责任、项目单位主体责任
和项目管理单位监管责任，推动各类监
督贯通协同、形成合力，确保项目有力有
序有效扎实推进。要强化激励约束，把
增发国债项目建设工作纳入“四个体
系”，及时通报进展情况，总结推广好的
经验做法，对工作滞后、问题突出的约谈
督办，对失职失责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
追责问责。

陈少波主持会议。余建、王岚、徐向
国、王合生、张亚中、张起翔，省直有关部
门、各市（地）、有关县（市、区）政府（行
署）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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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0日讯（记者郭铭华）30 日，省
政协召开“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协
商议题开题调研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
绍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主持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举行了省政协机关青

年周末沙龙，12名青年干部结合自身学习
工作经历，围绕“龙江如何增强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畅谈感受、提出建议。在会议
第二阶段，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就协商议题
开题情况作了汇报，哈尔滨市政府、团省
委、团哈尔滨市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我
省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工作开展情况，来

自省委党校和黑龙江大学的专家学者就
开展好调研协商提出了意见建议。

蓝绍敏指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
省份”是省政协 2024 年重点协商议题之
一，也是就《黑龙江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7—2025 年）》贯彻落实情况开展
的一项民主监督，由省政协委员联络工
作委员会与共青团青联界别共同承办。
采取融合方式召开开题座谈会并将机关
青年周末沙龙嵌入其中，不仅有助于议
题的深入调研和协商，也是推动机关深
化能力作风建设“抓基层、打基础、强落
实、见实效”活动走深走实的创新举措。

蓝绍敏强调，促进龙江青年全面发
展，激励龙江青年担当作为，更好地培
养、留住、吸引青年人才，对促进龙江振
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强建设青年
发展型省份的紧迫感、针对性和实效性，
高质量完成好这项协商议题。要通过深
入调研，找出“有政策但还没有落实”的
问题，摸清“有需求但举措还没跟上”的
情况，发现“有潜力但创新还没实现突
破”的空间。

蓝绍敏强调，省政协要创新运用各
种协商方式扩大委员参与面，深入研究
问题、深度协商互动，使建言资政更有

用、凝聚共识更有效。团省委要积极组
织界别委员参与协商活动。希望各相关
部门聚焦青年学习生活和事业发展需
要，围绕“留得住、能扎根；引得进、稳得
住；能创业、能发展；再教育、助成长；安
好家、立好业；机会多、空间大”深入调
研，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学”“宜
创”“宜娱”“宜发展”龙江，吸引更多年
轻人来到龙江、热爱龙江、扎根龙江，为
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注入青春
活力。

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机关党委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政协召开“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协商议题开题调研座谈会
蓝绍敏出席并讲话

本报30日讯（记者董盈 杜怀
宇）30 日，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
流港加工园区开园暨集中签约仪式
在绥芬河市举办。该项目致力于打
造国内最大互市贸易油料、饲料进
口落地加工智慧化产业园区，实现
开春即开园、开园即开门红。

绥芬河市作为国家首批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之一，具
有兴边富民的政策优势。龙江交投
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园区项目位
于绥芬河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占地
面积21万平方米，由黑龙江省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约 4 亿元，
于2021年4月18日开工建设。

园区以“互市贸易+跨境物流+

落地加工”模式为核心，以中央粮食
储备库为依托，以互贸农产品落地
加工项目为重点，为入园企业提供
加工厂房、库房租赁仓储、原料代理
采购、加工、质检、装卸、运输等一系
列配套服务，形成落地加工企业聚
集区。

园区运营后，满负荷运营可实
现10万吨级储粮规模，50万吨年加
工能力。园区借助云平台赋能，推
进智慧化边缘设备建设，全面提升园
区管理、仓储作业管理和运输作业管
理的智慧化水平，推动交投集团物流
枢纽平台功能在园区的综合应用，提
高园区智慧化管理水平，增强园区周
转效率，提升园区服务质量。

可实现10万吨级储粮规模、50万吨油料饲料年加工能力

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园区开园

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园区。 本报记者 董盈摄

候鸟有信，如期而至。随着近日天气逐渐回暖，宝清县七星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鹭类、雁鸭类、鹬类等水鸟成群结队，时而集群飞翔欢快追逐，
时而盘旋降落歇息觅食，如同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3月中旬开始，候鸟就
陆续回归七星河湿地，目前回归候鸟已达万余只，其中大雁居多，预计4月
中下旬将达到候鸟回归高峰。

本报记者 潘宏宇摄

云集七星河 候鸟奔赴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这几天，以拍摄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而小
有名气的龙江森工大海林局
公司退休职工孙强烈忙碌并
快乐着，因为每年海浪河解
冻的时候，中华秋沙鸭便会
准时“报到”。3 月 27 日，提
前做好准备的孙强烈便拍到
了第一波“客人”——11 只
中华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对生态环
境和水质要求极高，停伐之
前，海浪河沿岸找寻不到它
们的身影。”孙强烈说，2017
年，他无意间拍到了两三只
没见过的鸟，后经多方认证，
确定是中华秋沙鸭。近些
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逐年
增加，去年他拍到了多个家
族150多只。

时间拉回到十年前的那
个春天，龙江森工林区响应
国家号召，毅然放下了曾经
震撼大森林的斧锯，开启新
的发展方式。

十年过去了，“林区经济
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
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
怎么样”，近日，带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林区三问”，记者
深入林区踏访龙江森工人的
时代新答卷。

“备耕时节走龙江”系列报道·良机篇

农机添动力 丰收增底气

开启“破冰之旅”

2018年6月30日，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由原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总
公司）改组成立，结束了70年政企合一的历
史，大刀阔斧的改革破冰之旅正式开启。

“2020 年，集团组织各单位全面核实
工商登记企业信息，并对无价值、非主业历
史遗留企业进行清理。截至 2024 年 3 月
底，共注销433户法人企业和370户非法人
企业，法人企业压减幅度达 65%。”龙江森
工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王好岩说。

法人治理只是龙江森工集团重点国有
林区改革的一个侧面，围绕提高效率的管
护改革同样取得实效。相继完成新建改造
资源管护站223座，成立管护大队23个，下
设管护中队 379 个，建立起两万多人的森
林资源管护队伍。2015年以来，森工林区

林政案件逐年连降，5 年结案率达 95%以
上，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重大破坏森
林资源案件。

停伐意味着之前“独木支撑”的产业格
局必须打破，加快产业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龙江森工集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生态建设、产业投
资、境外资源开发三个主业板块，优化资源
配置，创新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依托资源优势，启动编制《大雪乡旅游
发展规划》，批准 23 个林业局公司产业转
型规划，推进森林食品、森工投资等产业转
型试点。按照大基地、小工厂、大产业的发
展格局，推动林业局建设种植养殖业基地，
创新合资合作经营模式。发挥森工产业投
资功能，把握重大战略性投资方向，与中林
集团、保利集团等央企合作，走合作型发展
道路，形成战略投资模式。利用高校科技

人才聚集优势，校企联合，引人、引智、引
技，推动森林食品、森林康养、智慧森工等
领域技术创新。

全面实施“一场一品”“一局一业”战
略，营林绿化产业加快发展，森林农业稳步
推进，森林食品产业提档升级，中药材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旅游康养产业持续推进，林
业碳汇经济取得新进展。全面开展刺五加
集中收储、加工和销售，成为国内最大的刺
五加供应企业，紧随其后的中医药产业一
体化发展格局正在铺开。中国雪乡、亚布
力滑雪“精彩出圈”，把“冷资源”真正变成
了“热经济”。

2023 年集团营业总收入 110.62 亿元，
较 2013 年增加 69.49 亿元，增长 168.95%。
2023年实现利润总额1.17亿元，较2013年
增加2.84亿元，增长170.06%。

（下转第三版）

龙江森工龙江森工，，停伐十年间停伐十年间

草木知春，莽莽林海更把绿意报春
来。

十年磨一剑。十年前，我省林区率
先宣告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这是林区
的担当，也是龙江的担当。

站在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森工
人端上绿饭碗，吃上生态饭，钱袋子更鼓
了，致富路更宽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生态

让大自然更美丽，这是大小兴安岭为龙
江筑起的一道屏障。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守得青山，换来金山。在森林里，
我们看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
看到的是生物多样性，我们看到的是可
持续发展的后劲。龙江的大森林留给子
孙后代的，绝不仅仅是一棵棵树。

透过丛林看天，是经过绿色沉淀的
蓝。深呼吸，我们享受最甜的空气；深睡
眠，负氧离子让生命更有品质；深度游，
在森林里穿行，向往的世界还在最里面。

十年间，从独木到多元，绿色转型改
变了林区长期以来靠山吃山的传统。向
林下要空间，森工人正围绕“林”字做活

“绿文章”，将产业链不断向上下游延伸，
生态旅游、林下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型城
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华丽转身，“林区
三问”的答卷不断书写。

十年树木，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召唤着
更好的明天：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的
起点，青山为墨，“植”此青绿，绿水青山
游子意，从来好风向北吹。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贾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