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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王莹 董宝森 丁非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未来产
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
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拥有科教创新优势。
布局未来产业，东北有支撑，也有实力。
眼下，吉林、辽宁、黑龙江已纷纷行动，抢
占先机，积极谋划，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蓄势聚能。

未来产业“群星闪耀”

春天的东北，各项创新成果和技术突
破的好消息不断传来。

吉林，新型植入式水凝胶脑电极实现
了大鼠脑信号长期跟踪监测，为脑部病变
诊疗提供新思路。

黑龙江，“三元陶瓷”技术应用于最高
时速 450 千米/小时高铁的机械摩擦制动
设备上，大幅提升闸片的制动效能、摩擦
系数稳定性和耐磨性。

辽宁，半导体颗粒嵌入液态金属后，

构建新型“人工树叶”，可以实现太阳能到
化学能的转化。

那些曾经在科幻片出现的“硬核”科
技，已悄然走入人们生活中。

未来产业，由前沿高新技术驱动，代
表着科技发展新趋势，具备发展成支柱产
业的潜力。

从历史维度看，抓住关键核心技术的
变革，才能推动产业变革。做好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的重要选择，也是形成先发优势、
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支撑。 （下转第二版）

东北未来产业布局新观察

□本报记者 周静 孙伟民 唐海兵

“乌苏里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
波浪”。在乌苏里江的起源处，有一座美
丽的小城——虎林，犹如一颗璀璨的绿色
明珠，镶嵌在祖国北疆。其间 400 多万亩
林地郁郁葱葱，蕴藏着大量被称为“木本
人参”的刺五加。

“宁得五加一把，不用金玉满车。”说
起刺五加，虎林市委书记、市长温永豹如
数家珍：“我省刺五加野生蕴藏量占全国
80%以上，居全国首位，而虎林的蕴藏量又
是全省首位，丰富的资源为我们产业发展
夯实了基础。经过多年培育研发，我们成
功开发出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口
服溶液剂、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等

15个剂型249个品种，其中国家级新药21
个、独家产品 7个。虎林刺五加已经成为
一张靓丽的名片。”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中药材发展处
（经济作物处）了解到，作为我省知名度
高、影响力大、引领性强的“土特产”，我
省刺五加品质、野生蕴藏量、种植面积、
产量、产值、市场占有率、产品种类、生产
企业数量、原料加工量、专利数量、药品
批准文号、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新
产品申报量等 14 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2023 年，建设了包括位于虎林市的东方
红林业局等 9个生产基地，全省人工抚育
刺五加面积达到 152 万亩。下一步将打
造全国最大的刺五加生产、加工和销售
基地。

丰厚资源开启全国最早产业之路

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积雪，虎林
市优渥的生态环境为刺五加生长提供了
充足的条件。有资料记载，虎林地区在
1985 年以前就建有刺五加自然保护区，
1986年民间已开始种植刺五加。

“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所以虎林市的
刺五加产业发展之路也是全国起步最早
的。”虎林市老牌制药企业乌苏里江药业
董事长王树贵介绍，1988年乌苏里江药业
成立，主要生产刺五加注射剂、片剂、口服
液等产品。

“在产业发展中我们一直遵循开发利
用与资源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从 2005 年
起，我们就按照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GAP）要求，建设了10万亩立体生态
结构的刺五加种植基地。”王树贵说。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成
为虎林市诸多刺五加生产企业的共识。
2020 年落户虎林的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
公司与虎林市林草局联合建立 5 万亩刺
五加、五味子药材野生抚育基地；黑龙江
省新曙光刺五加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在迎春林业局建立 250 亩刺五加种植基
地……截至目前，全市野生刺五加覆盖面
积76万亩，地上茎总蕴藏量6300多吨，年
可预采总量2300吨；人工培育发展仿野生
栽植规划 32 万亩，已完成仿野生栽植 15
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刺五加原材料生产
基地。

（下转第二版）

野生蕴藏量最大 加工产业链最全 开发产品品类最多

虎林，全力冲刺“刺五加名城”

本报讯（记者薛婧）4 月 3 日，总投资近 8.8
亿元的京安汇利东北亚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建
设。该项目位于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一期为 1000Pflops 的算力中心机房楼，计划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这一规模超过了东北三省现
有人工智能算力的总和，将成为东北地区最大
的算力中心。

京安汇利东北亚智算中心项目的建设、运
营单位为京安汇利（黑龙江）数字产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京安汇利），是由保通汇利（北
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清微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合资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人工智能智
算中心建设与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及行业应用
全栈式生态整合的公司，致力于推进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与促进智能产业革新，旨在通过技术
和服务为社会各界带来更加丰富、高效的智能
解决方案。

京安汇利本着“自研+整合”方式，围绕人
工智能的算力、算法、数据及多行业应用落地为
目标，为多行业、多类型客户提供一站式 AI 综
合服务。京安汇利东北亚智算中心项目规划占
地面积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建设算力中心机房楼、研发楼、综合楼以及消
防水池、泵房等。

“项目一期1.2万平方米的算力中心机房楼
今年就将建成投用，算力规模为 1000Pflops，超
过了东北三省现有人工智能算力的总和。”京
安汇利总裁、北京清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邱召强介绍，算力中心项目由清华大学提
供全国领先的AI技术做全面支撑，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可以为全国和东北亚地区提供AI算
力、算法工具、大模型、智能平台及多类型多行
业AI应用服务，同时将加快黑龙江新质生产力
的建设，有效落实“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邱召强表示，东北亚智算中心项目是京安
汇利在全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人工智
能与各行各业应用相结合的重要一步。未来，
京安汇利计划围绕东北亚智算中心，快速推动
跨境电商、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多
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打造以人工智能
为核心的产业链集群，建立具有黑龙江特色的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同时，京安汇利东北亚智
算中心还将成为全国人工智能算力布局中的
关键组成部分，协助实现“南数北算”的国家战
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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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溢）近日，我省
“百千万”工程科技重大专项“高档
位及新能源传动系统产业化研究”
项目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
收。该项目由哈尔滨东安汽车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动
力）承担，自主研发的两个高科技
产品八速自动变速器（8AT）和新
能源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DHT）
已全部实现产业化，成功配套近
20 款车型，累计实现新增营业收
入3亿多元。

“此前我国车企在 8档变速器
的选择上主要依赖外资品牌，我们
研发的产品完全实现国产化，可适
配搭载的发动机扭矩范围广泛，可
靠性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传递
效率高等优点。与竞品相比，性价
比更高，可助力车企缩短开发周
期，为新车型提前上市、提高市场
竞争力助力。”项目负责人、东安动
力增程动力系统研究院副院长方
立辉介绍，目前，八速自动变速器
已成功配套江淮瑞风、江淮悍途、

江铃轻客、北汽制造皮卡等车型，
实现大批量生产，尚有 20 余个新
项目搭载匹配中。

在新能源混合动力专用变速
器研发过程中，技术团队通过功
率分流与多档化集成设计，突破
机电耦合集成小型化、低成本设
计技术，有效解决了功率分流结
构发动机零车速启动驾驶性国
际性难题，打破了相关技术壁
垒，实现了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进口替代。

“新能源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形成了多个系列产品，最高可实现
4 个档位，为国内最高，可适配 1.5
吨~8吨车重的商用车。”方立辉介
绍，项目获得了 4 项国际发明专
利，其中之一是独特的动力结构，
它不同于国内已有任何动力布置
形式，其优势在于扭矩密度大、结
构紧凑，可适配更多新能源车型，
满足市场需求。目前，该产品已搭
载5个车企的多个车型，并将在今
年陆续实现量产。

我 省 研 制 高 档 位 及
新能源传动系统实现量产

已成功配套近20款车型

本报5日讯
（李洪伟 曲光
远 李海洋 记者
刘楠）今年截至
4月5日，中石油
大庆油田钻探钻
井二公司实现年
累 计 打 井 290
口，进尺 40.2 万
米，有 21 支钻井
队年进尺加入“1
万米俱乐部”。

图为井场外
观。

图片由受访
单位提供

大庆油田钻探钻井二公司

年累计打井290口进尺40.2万米

□本报记者 张海鹰 毛晓星 崔立东

清晨的阳光透过万亩松林层层叠叠
的枝丫，给宽阔平坦纵横交错的乡路、整
齐排列的公寓楼、一栋栋红顶小别墅撒
上一片淡淡金光，兴十四村在甜甜的空
气里被声声鸟鸣唤醒，“乡村让城市更向
往”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甘南县兴十四村，以上世纪 50 年代
垦荒人扎下的第十四个木桩得名。如今
已是资产 25 亿元、人均收入 8 万多元的

“龙江第一村”，也是首批全国农村实用
人才培训基地。

村口，“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的牌子十分引人注目，“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兴十四村已
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一二三产业融
合。”党委书记付华廷说，全村2.4万亩耕
地仅有 2%的村民种地，98%的村民都在
二三产业就业。

兴十四村现在总人口 11600 多人，
其中 9000 多人来自周边县镇村屯，是建

村以来外来务工人员最多时期。工作
的、打工的、种大棚的、上学的、陪读的、
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各大产业蓬
勃发展，已形成区域劳动力向兴十四村
不断迁移汇聚态势。

兴十四村是如何坚定不移走共同富
裕道路，推进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发展
的？又是如何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
路？4月2日~3日，记者一行到兴十四村
进行了蹲点采访。

苦干求发展

把村党组织建成“钢”班子，把
党员铸造成“铁”队伍，坚定不移地
走共同富裕道路

3600 平方米的村史展览馆，坐落于
兴十四村别墅中间。展馆内有沙盘、有
图片、有实物，从发展畜牧养殖到白手
起家大办农业机械化，从改土造田兴修

水利到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从兴办
五小工业增加村民收入到“借船出海”
华冠科技鸣锣上市……拓荒沃野、艰苦
创业、快速发展、铸造辉煌，兴十四人半
个世纪来的卓绝奋斗历程让人震撼又
感动。在第一代拓荒人生产生活实物
展区，有当时住过的草棚子，用过的弯
钩犁，拉过的木推车，最引人注目的是
镇馆之宝——一台现在还能打着火的
拖拉机。这是 1970 年，付华廷领着大伙

“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
己动手搞配套”组装出来的！转年春
天，自己装成的拖拉机轰隆隆开动，
1971年兴十四村开荒 4000多亩，当年打
了 100 多万斤粮食，村民们第一次领到
了余钱。1972 年，在省农机局、地区和
县里的大力支持下，村里又买了 2 台拖
拉机，到 1979 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
机械化。

1972 年，付华廷当上村党支部书记
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3年发展了 20多名不怕苦不怕累、

肯于带头干、一心为公的新党员。面对
村里土质薄弱、沙包地“跑风漏水”、打粮
难的情况，党员干部带领村民利用草原
资源搞养殖，赚到钱后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改土制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硬是
把4万多立方米河泥搬到了3300亩贫瘠
的耕地里，把600多亩高低不平的沙土地
变成了良田。“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不让一人受穷，
不让一户掉队”“只要我干一天，就让老
百姓说共产党好”，兴十四村的致富路
上，离不开一心为民的好书记、担当作为
的带头人、凝聚民心的好组织，正是共产
党人的执着信念让共同致富的梦想照进
兴十四村的现实。

“说了算，定了干，多大困难都不
变”，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兴十四村排除
万难，坚定集体化发展道路思路，依靠高
度水利化和机械化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
集中连片种植，加快现代化大农业的发
展。

（下转第二版）

兴十四村：五十载奋斗不止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本报5日讯（记
者吴玉玺 张澍）记
者从省水文水资源
中 心 获 悉 ，5 日 16
时，松花江干流哈尔
滨段（哈尔滨市道里
区老头湾）开江，开
江日期较常年提前 3
天。

开江期的松花
江 ，在 蓝 天 的 映 衬
下 ，水 光 盈 盈 。 歇
了 一 冬 的 渔 船 ，行
驶 在 宽 阔 的 江 面
上 ，渔 民 撒 下 一 张
张 渔 网 。 傍 晚 ，江
面 如 镜 ，盛 满 城 市
夜 色 ，沿 江 的 滨 洲
桥 、哈 齐 高 铁 特 大
桥 等 地 标 建 筑 ，沐
浴 江 水 中 ，愈 加 璀
璨迷人。

图为渔船捕鱼。
本报记者 张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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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兴十四村，没有人不竖大拇指；
提起付华廷，没有人不交口称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波澜壮
阔，兴十四村的实践生动感人。兴十四
村不负“龙江第一村”美誉，成绩可感可
及，经验可鉴可学。

“头雁飞，众雁随”。办好农村的事

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建设过硬
的班子，夯实基层基础，关键在人。付
华廷几十年带班子的经历说明：不仅要
告诉农民怎么干，更要示范做给农民
看；干部面对考验冲在前，农民就会佩
服你；干部先探索出致富路，农民就会
学习你。

“发展路万条，创新第一条”。创新
是第一动力，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离不
开创新。正像付华廷所说：“绝不能死
守，不创新就死路一条。”科技创新、产业

创新、制度创新等固然重要，但根本在于
理念创新，解放思想，是创新发展这个大
棋局中的关键一“子”，兴十四村的与众
不同之处在于，总是走在前面，第一个吃

“螃蟹”。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没有产

业，乡村振兴就是无根之木。一二三产
融合，是兴十四村的“发展密码”，“富
脑袋”也好，“富口袋”也好，关键要有
一个好产业。付华廷带领兴十四村走
上共同富裕路，做的一件最大的实事，

就是让这个村有了产业根基，也正是因
为产业的成熟，中国十佳小康村底气更
足。

率先建设农业强省，需要无数个“兴
十四村”。在黑龙江希望的田野上，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期待更多的乡村
提升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绘就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兴十四村是一个奇迹，更是一种模
式。向兴十四村学习，把乡村全面振兴
的路一步步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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