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2 日，哈尔滨市
道里区松花江畔游船码头
旁，停靠着多艘粉刷一新
的游船。现场，工人们有
的在维修码头上的设施，
有的在焊接栈桥。

据了解，随着天气不
断转暖，再过几天，游船轮
渡将正式通航，届时，游人
将可乘船游江或前往江北
游玩。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春江水暖
游船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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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2日讯（记者彭溢）22日，在第
24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省知识
产权局、省委宣传部、省法院、省公安厅、
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组织召开“2023 年黑
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持续加强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据《2023 年黑龙江省专利调查报
告》显示，全省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
65.2%，高于全国13.9个百分点。

发布会上，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王伟
群代表省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
提问。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苏万新、
省法院副院长马国、省公安厅副厅长郑

太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茹民分别
就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我省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持续提升。
2023 年全省专利授权达 27588 件。截至
2023年底，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6144
件，同比增长17.5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达 5.13 件 ，同 比 增 长
27.93%；全省有效商标注册量达 491877
件，同比增长 8.87%；全省共有地理标志
商标110件，地理标志产品73个。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在司
法保护方面，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
产权一审案件 3102 件，审结案件 3035
件，结案率 97.84%。全省检察机关共受
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76件
145 人，批捕 46 件 75 人。全省公安机关
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8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623 人，涉案金额 11 亿余
元。侦破公安部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挂牌
督办大要案件 8起，5次受到公安部贺电
表扬。在行政保护方面，全省市场监管
系统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 1292 件，同
比增长56.04%，罚没款414.67万元；全省
知识产权系统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918件，全省版权系统查处侵权盗版行政
案件21起。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查办违规
违法案件 382 件，罚没款 426.84 万元，查
没涉案种子 56286.8 公斤。在协同保护
方面，稳步构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
体系，全年办理维权援助申请185件。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持续显现。在全
国率先建立省级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
推进机制。新建省海洋工程、现代农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形成1个省级知识产权运营促进中心+4
个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市（地）
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全覆盖的工作体系。
全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9280次。累计专
利产品备案企业 294 家、备案专利产品
826 项，产品销售额达 449.80 亿元；专利
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49.32亿元，同比
增长60.55%。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国家
知识产权局黑龙江业务受理窗口全年受
理专利申请、合同备案、质押质权登记等
业务 7.53 万件（笔），同比增长 25%。省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充分发挥专利预审服
务“快速通道”作用，全年受理专利预审
申请案件 1460 件，经过预审合格进入快
速审查通道 1008 件，705 件获得授权。
将国家平均审查周期最长的发明专利由
18.5个月缩短为 3至 6个月，截至目前我
省实际平均授权周期为 2个月。全省现
有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申请登记
窗口、信息服务网点（机构）、维权援助工
作站、商标品牌指导站等公共服务机构
180 余个，累计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10
万余人次。

在哈尔滨、牡丹江、铁力和五常市建
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强县示范城市、试点
城市、试点县基础上，伊春市、哈尔滨平房
区和牡丹江东宁市分别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强县建设试点城市、试点县。2023
年全省版权系统认定省级版权示范单位3
家，省级版权示范园区 4家，纳入省级版
权示范种子库 6家。国林赫哲沙陶文化
推广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全国版权示范单
位，以点带面引领作用有效释放。

2023年我省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高于全国13.9个百分点

本报22日讯（邢赫巍 记者彭溢）22
日，2024 年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由省知
识产权局、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牵
头会同 18 个部门单位共同举办，黑龙江
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3年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黑龙

江省公安机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十起典型
案件、2023年黑龙江省专利调查报告；对黑
龙江省大豆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及黑龙江省
生物质能源产业专利导航成果进行了发布。

活动中，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组织委员会（执委会）安全保卫与法律
事务部与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订框架
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在省知识产权局领

导下，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在加强亚冬
会知识产权源头保护、知识产权运用、协
同保护、宣传培训等方面为哈尔滨亚冬会
组委会提供有力工作支撑。同时，省知识
产权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哈尔滨亚冬
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强化亚冬会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

今年 4 月 26 日是第 24 个“世界知识

产权日”，为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尊重和保
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省知识产权局组织
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月活动，紧紧围绕“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
主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市组织安排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包括全省知识产
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发布、知识产权公众开放日活动等。

2024年全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在哈启动

本报讯（张振翼 记者孙昊）民族
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民族地
区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作为我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4个
试点之一，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
族区始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将文旅产业作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支柱产业之一，以新招法、
新举措深挖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推进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4 月 20 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第六届纳
文慕仁开江节暨农民文化艺术节”在
莽格吐达斡尔族村隆重举行。来自
哈尔滨、大庆、黑河以及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等地的近千名游客，齐
聚嫩江右岸，畅享文旅盛宴，与本地
群众一起感受开江节盛况。

悠扬的祈福声中，整场活动正式
开始，打鱼郎们扛起渔具，迈着坚实
的步伐，齐唱劳动号子，合力收网，捕
捞今年第一网江鱼。沉寂了一冬的

江鱼搭配刚刚解冻的嫩江水，慢火细
炖，尝一口鲜汤、品一块鱼肉，坐赏江
岸美景，畅享休闲时光。在开江节现
场，“哈库麦勒”“乌钦”“扎恩达勒”等
非遗传统节目惊艳亮相，引来观众连
连叫好。当天，一场集渔猎文化、非
遗展演、户外踏青的文旅盛宴在朋友
圈“刷屏”，获得无数点赞。

深入贯彻实施旅游促“三交”计
划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举措，是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有
力抓手，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该区成功
举办“中国旅游日”黑龙江主会场暨
全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活动，承办全省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比赛，广泛开展库木勒节、
冬捕节等特色节庆活动，组织“百姓
村晚”“道中华·踏歌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周末大舞台”等文化
惠民系列活动，不断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向更高维度、永驻各族
同胞心中。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以文带旅 以旅促融 谱写团结进步新篇

本报讯（李梓楠 柳炳男 记者贾
红路）近日，在铁力市佳新现代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自深圳的游客苗
恩铭和郑州游客苏彦哲正在签署一
亩田云种植协议。在认领了这一亩
田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慢直播的方
式，全天候实时观看“自家”田里的水
稻生长情况，对选种、催芽、育苗、插
秧等各个重要生长节点进行“云看
护”，这种直观又新奇的“种地”体验，
让他们十分期待。

今年，铁力市将水稻生产的线
上种植与线下体验有机结合，推出
了云上看护、云下种植体验的特色
服务，让铁力大米生产全流程走上

“云端”，既传播了铁力市的优质生
态环境，满足消费者对大米生长环
境的了解需求，也让消费者体验到
农业种植的乐趣，带动观光农业的
发展。

“我是从抖音短视频的平台上看
到铁力市有这个新鲜事，这次带家人
来黑龙江旅游，专门来到铁力进行一
亩田产品的采购，回去我也会向身边
的朋友介绍，让他们都能尝一尝来自
黑龙江黑土地的美味。”深圳游客苗
恩铭说。

除了“云看护”，消费者还可以带
着孩子来铁力，让孩子实地体验农业
生产的乐趣和不易。对于在水稻成
熟期无法亲自收割的，合作社也会代
为收割，并将大米邮寄给客户。

铁力市佳新现代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副理事长冷淑荣说：“呼兰河
的优质水源，造就了铁力大米的优良
品质。大家通过网络看到了我们发
起一亩田项目，很多人都进行订购认
领，让铁力大米的知名度迅速提升，
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开拓‘云种植’
领域的信心。”

铁力大米“云上见”“云下种”

我省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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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昕宇董欢欢本报记者潘宏宇

“看，这洋葱苗长得多好！洋葱 7
月中旬就能采收，销往俄罗斯了。”4
月 21 日，在集贤县绿创源农业工程
有限公司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棚室
内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一丛丛绿油
油的洋葱苗破土而出，青翠欲滴，惹
人喜爱。

“我们种的是‘红润’和‘518’洋葱
品种，特点是个大、体匀、口感好，洋
葱作为俄罗斯人每餐必不可少的食
物，在俄罗斯市场很受欢迎。”集贤
县绿创源农业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
孙志刚介绍，他们公司已与俄罗斯
莫斯科拉萨格洛农业有限公司签订
长期合作协议，连续三年为其供应
洋葱，并为俄罗斯客户培育洋葱种
子。孙志刚说，他们今年一共种了
120 亩洋葱，产量能达到 800 吨以上，
纯利润超过 500 万卢布，约合人民币
40多万元。

在棚室内，工人们正在熟练地除
草、整苗、浇水，根据洋葱苗对温度的
要求，对大棚进行通风。

“前几年这个时间我都是在外地
打工，等到自家种地时再回来。自从
加入绿创源种植基地，再也不用往外
跑了。可以一边收拾自个儿家的地，
一边在基地务工。”工人苏润志说。

随着棚室数量的增加，集贤县绿
创源农业工程有限公司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种苗培育时期每天
需要零工80余人，带动了周边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

集贤县绿创源农业工程有限公
司大棚基地共有棚室77栋，除了瞄准
市场种植洋葱的同时还利用“空档”
期错茬种植茄子、豆角、黄瓜等蔬菜，
以及香瓜、西瓜、草莓等新鲜瓜果，抢
得先机、抢鲜上市，实现“一棚多用，
一年多收”，每年收入可达 100 多万
元。

近年来，集贤县聚焦“2+6+N”产
业集群，紧紧围绕“服务城市、保障城
市、富裕农民”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提质增效为基础，大力推进农
业种植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鼓励百
姓发展设施农业，让农民转方式、调
结构，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

集贤：洋葱“小生意”做成跨国“大买卖”

工人们正在洋葱大棚内除草。 董欢欢摄

□本报记者 杨宁舒

春季防火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近日，记者登
上塔河林业局塔丰林场 516 瞭望塔，采访常年守在这
里看护着脚下森林的瞭望员李金柱和他的妻子。

前往瞭望塔的路上，“进入林区、防火第一”“人人
防火、树树平安”……一面面防火旗帜在道路两侧迎风
飘扬。

几经辗转，记者来到了静静伫立在森林中的 516
瞭望塔。516 瞭望塔始建于 2011 年，位于塔丰林场施
业区南部，塔高 24米，瞭望面积 3万公顷，瞭望区域为
塔林林场河南农场、塔丰林场农林交错地带、塔东、永
安、107大岭等区域。

瞭望塔下有一栋黄色的小房子，它就是瞭望员李
金柱和妻子李春梅平时吃饭、睡觉的地方。每年 3 月
份春防开始，这对夫妻就进山了，一直到 11 月秋防结
束，他们都会一直驻扎在瞭望塔。200多个日日夜夜，
他们照顾不了老人和孩子，默默无闻地坚守在防火第
一线。

整洁的床铺，小小的电视机、一张桌子、一个灶台、
几样简单的家用电器，构成了瞭望塔下小小的“家”。

“我们每天天蒙蒙亮就要上塔，直到天黑了才能下塔。
我和妻子换班，每天必须有一个人呆在塔上，从不离
人。”年过半百、面堂黝黑的李金柱对记者说。

24 米高的瞭望塔，楼梯陡峭，李金柱和李春梅每
天都需要爬上爬下好几遍。“瞭望塔上有望远镜、罗盘、
通讯电台和地图，我们通过这些跟森防指联系。”李金
柱介绍说。

坐在高高的瞭望塔上，每天监测汇报上百遍，寂寞
而枯燥。城里穿单衣的时候，他们连棉衣都脱不下，一
落雪就更是冻得不行。而到了夏天，塔上又变得闷热
难耐。这样的日子在常人看来艰辛无比，但李金柱却
笑着说：“已经习惯了。守护着家乡的这片绿水青山，
我和妻子感觉很自豪，我会一直坚守在这里，直到退
休。”

自2019年起，李金柱由林场消防队员转变为瞭望
员以后，他便和妻子一直驻守在大山深处，每天在瞭望
塔上一起迎接朝阳，再告别晚霞，无怨无悔地守护着祖
国北疆森林生态资源的安全。而他也通过不断的摸索
和总结，成了防火瞭望一线的行家里手。

瞭
望
塔
上
的
森
林
守
望
者

本报讯（记者孙伟民）鸡西市梨
树区通过对设施农业的持续投入，
坚持把发展棚室经济作为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有效渠
道，大力发展以棚室果蔬为特色的
设施农业，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
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当地开展
的寒地大樱桃种植成为当地农民的

“摇钱树”。
近日，记者来到梨树区梨树镇

中心村的果蔬生产示范基地。在阳
光温室，这些即将成熟的大樱桃俏
立枝头，果实开始泛红。中心村党
支部书记赵崇艳介绍，目前中心村
有 蔬 菜 大 棚 153 栋 ，阳 光 温 室 57
栋。其中有 33 栋是高标准“两膜+
一被”的现代化大棚。每个收获季

每棚能实现 15 万元至 20 万元的收
入。中心村正在逐渐形成集观光、
互动体验、采摘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格局。通过寒地大樱桃种植的推
广，中心村在打造特色设施农业，探
索“大众化+高端化”的营销模式过
程中抢得了先机。

梨树区的一家农业科技企业技
术人员张鹏告诉记者：“通过订单农
业的模式，企业提供成年果树和技术
支持，当地农户提供种植场地和劳动
力，现在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寒地
樱桃种植的发展潜力也非常巨大。
去年收获的首批樱桃就被果商以
128 元一斤的价格抢购一空。今年
的樱桃马上就成熟，相信一定能卖个
好价钱。”

鸡西 设施农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