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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记者从七台河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倾心倾力办实事 共建共
享惠民生”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七台河市去
年完成了城区内5个片区的棚改项目建设任务和
勃利县1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

七台河城区的南岸花园三期、北岗片区、二〇
四片区、东风片区、海天片区棚改项目基本完成。
南岸花园三期项目新建3栋单体住宅484套房屋，
总建筑面积4.71万平方米，总投资1.7亿元。截至
2023年底，1栋26层单体住宅已主体封顶，2栋23
层单体住宅分别施工至19层、21层。北岗片区项
目新建 3 栋单体住宅 395 套房屋，总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总投资1.38亿元，2023年8月竣工。二
〇四片区项目新建2栋单体住宅204套房屋，总建
筑面积2.38万平方米，总投资1.32亿元，2023年8
月竣工。东风片区项目新建10栋单体住宅942套
房屋，总建筑面积 11.67万平方米，总投资 3.43亿
元。截至2023年底，10栋单体住宅已全部主体封
顶。海天（湖东）片区项目新建10栋单体住宅716
套房屋，总建筑面积8.61万平方米，总投资2.28亿
元。截至 2023年底，除 1栋单体住宅受动迁工作
影响未开工建设外，其他 9 栋单体住宅均已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

七台河市政府投资项目服务中心负责的5个
棚改项目全部规划设计为高层住宅，并同步建设
了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及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
公共设施。

2023 年七台河市住建局完成了对勃利县 10
个老旧小区11栋楼房569户建筑面积6.06万平方
米的改造项目。改造内容包括小区楼本体公共部
分改造、屋面、路面、绿化、给排水、供热等基础设
施，总投资 2569.12 万元。10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
工作已完成，各小区楼本体内外及路面、绿化、电
线、排水系统、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更新
和升级，居民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今年，七台河市住建局计划对勃利县东方小
区、越秀小区等6个城镇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改造
将惠及6栋楼386户城镇居民。目前，项目已完成
施工图设计、发布招标公告等工作，力争于5月开
工建设，2025年10月底前完工。

百姓旧居换新颜

本报讯（刘雪莹 记者赵宇清）近日，黑龙江
联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审核，正式加入江
门市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它将与联盟
成员交流技术、共享资源，赋能产业创新生态体
系建设。

联顺公司加入江门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是七台河市科技局主动对接江门市生物
医药、大健康、激光与增材制造 3 个创新联盟，
指 导 七 台 河 市 企 业 申 报 加 入 创 新 联 盟 的 成
果。江门市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于去年 12 月，它将整合江门市优势科研力量，
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取得
更大成效。

据悉，下一步七台河市科技局将加强与江
门市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型企
业的合作交流，借助江门市生物医药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科研优势，持续推进两地创新资源共
享共用。

联顺公司加入江门
生物医药产业联盟

本报讯（窦旭琦 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
市 2024 年增发国债侵蚀沟治理项目开工仪式在
七台河市新兴区长兴乡举行，项目进入全面施工
阶段。

据介绍，今年七台河市计划开展侵蚀沟治理
工程项目 11 个，专项治理资金 32625 万元，拟治
理侵蚀沟 720 条；计划开展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项目 4 个，专项治理资金 6425 万元，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 121 平方千米。秉持生态治理、柔性
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原则，七
台河市水务局以沟系和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以

“治一条成一条，治一块成一块”为具体目标，对
侵蚀沟进行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已取得
了显著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黑土区生态环境的改
善与保护工作。

拟治理侵蚀沟720条
本报讯（张天华 记者赵宇清）为提升市场主

体办事便利度，近日，七台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许可分局结合实际推行“一照多址”“一证多址”
政策改革，营造出了更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
境。

在七台河市一乐网数字经济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许可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入企办理“一照多
址”业务，帮助企业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
地址、多点开展经营”，节省了企业办事的时间。
七台河市聚恒科技有限公司办事人黄明明说：“以
往要在登记住所外的地址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需
要再办一张营业执照，现在‘一照多址’改革免去
了我们开办分公司的部分繁琐流程，申报简单、拿
照快。”

“一照多址”和“一证多址”是指在一张营业执
照、许可证上，企业在其登记的住所所在区域范围
内、法定住所之外从事经营活动，可自主申请办理
经营场所备案，无须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此项政
策突破了一直以来营业执照、许可证只能有一个
地址的常规限制，减少了申报材料、压缩了审批环
节、节省了企业增设分支机构的时间，实现了一张
营业执照、许可证多个经营地址开展经营。

“一照多址”“一证多址”
办事方便了

本报讯（崔雪妍 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市
托育机构规范运营推进会议召开，正式成立市托
育服务综合指导中心。

七台河市托育服务综合指导中心的成立将
有效满足市民对 0 至 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迫
切需求，它标志着七台河市托育综合服务进入
了新的历史阶段，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重大举措，对推动全市托育机构的专业化、规范
化管理和促进全市托育服务行业良性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七台河市托育服务综合指导中心将在从业
人员培训、管理咨询、家庭养育指导、婴幼儿早期
发展、托育机构卫生保健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同
时还将开展家庭养育指导和婴幼儿早期发展研
究，探索建立科学育儿指导体系和标准，为全市托
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托育服务
综合指导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2024年七台河市
义务植树活动在冬奥公园举行，七台河市直各单
位机关干部、志愿者等 200 余人参加了义务植树
活动。

据了解，此次义务植树活动共栽植了市树山
杏和市花榆叶梅 1300 余株（丛）。今年七台河市
将完成义务植树基地6个，面积约50.9亩；同时持
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推进生态保护
修复，完成中幼龄林抚育534公顷；建设森林口袋
公园4个；建设一批“森林矿山”“森林工厂”，确保
年末达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要求。

小学生在植树。
周雪峰摄

义务植树千余株
又到花

开时节，深深浅
浅各式粉色的花朵绽放在奥
运冠军之城七台河的大街小
巷。冠军湾里淡粉色的花是山杏，
体育公园里玫粉色的花是榆叶梅，
新兴区长兴乡马鞍村山坡上紫粉色的花是
映山红，它们一簇簇一丛丛装点了冠军城
美丽的春天。

徐志文 本报记者 赵宇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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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经济新赛道上，七台河正
在着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集中度高、
竞争力强、示范效应明显的生物产业
聚集载体，以提速竞跑的姿态发展新
质生产力、拥抱生物经济时代。

作为七台河生物经济的龙头企

业，联顺生物医药主营产品包括泰
乐菌素等兽用药、庆大霉素等人用
药以及合成农药原料和多种兽药制
剂，去年 101 生产线和 102 生产线投
产后实现年产值 10.6 亿元，目前 103
生产线和 105 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
设备，将于近期实现试生产。七台
河市委市政府正在充分发挥联顺生
物医药项目的链主作用，积极配套
引入上下游企业，不断延链、补链、强
链，推动生物医药项目形成完善的产
业体系。

今年七台河谋划储备生物经济
项目 8 个，其中续建项目 3 个，新建项
目 5 个，年度计划投资 6.96 亿元。七
台河还本着支持、引领和培育的发展
导向，出台了《七台河市支持生物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配 套 政 策 措 施（试
行）》，从推动生物技术创新、壮大生
物产业集群、培育引进市场主体、强
化产业发展能力、优化生物产业生态
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落实政策措施 12
条，在省级若干政策基础上市级财政
给予追加支持，以“政策大礼包”全力
支持生物企业创新发展，扶持生物产
业逐步壮大。

生物经济浪潮奔涌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

□文/摄 杨崴 本报记者 赵宇清

今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力争新引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占比超过 50%”，七台河市目前
正在加速实施 14 个省级经济新引
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将在新
能源、生物医药、再生资源等赛道上
发力，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七台河发
展新动能。

走进勃利县 250MW 风电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进行风机基
础钢筋绑扎。这个项目投运后每年可为
电网提供清洁电能约 5.86 亿度，每年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8.5 万吨，可节
约标准煤约17.67万吨，此外还可减少大
量灰渣及烟尘排放，减少废水排放。

在施工现场，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树安告诉
记者，目前风机基础已经完成3基，集电
线路完成 288 基，进场道路已完成 30 公
里，下一阶段工程的重点是风机混塔吊
装，计划于5月初开始施工。

这个项目只是七台河市发展新能源
产业的一个缩影。目前，七台河市已运
行的新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34.645万千
瓦。其中，风力发电项目6个，装机容量
25.775万千瓦；生物质发电项目 2个，装
机容量 6万千瓦；垃圾发电项目 1个，装
机容量 1.5万千瓦；太阳能发电项目（农
村扶贫光伏电站和屋顶分布式）装机容
量 1.37 万千瓦。七台河市已出台《七台
河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规划“十四
五”时期新能源发展目标为484万千瓦，
其中风电装机总量将达到240万千瓦。

近两年来，在省发改委大力支持下，
七台河获核准和预批风电项目 8 个，装
机总量 215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总量提
升至249.97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
量的 50.57%，新能源装机总量占比提高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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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的关键力量。七台河通过大力扶持
再生资源产业，找到了城市转型发展
的新思路。

七台河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煤
矸石历史堆存量大，全市现有煤矸石
山 251处，矸石存量约 4781.9万吨，大
量堆存的煤矸石为煤矸石综合利用
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目前，全市
正在生产的煤矸石综合利用企业共
有 6家。

3 月初，百春固废资源化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开始
复工，这个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以煤
矸石深加工为导向生产高岭土及陶
瓷，剩余尾料则用于生产建筑材料、水

工产品及复合肥料。据黑龙江百春固
废资源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
春峰介绍，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无害化
处理煤矸石 100 万吨，减少煤矸石占
地150亩。公司还与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签订了年消纳500万吨煤矸石的合
作协议，可实现煤矸石的大宗利用、分
类利用和高值利用。

七台河开发区污水再生利用工
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基础混
凝土底板越冬保护拆除，这个项目于
4 月 2 日复工，预计 8 月进行运行调
试。该项目总投资为 1.03 亿元，将新
建 1 座污水再生利用处理厂，处理规
模为每天 1 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
可有效解决园区内企业生产污水的
排放问题，极大提升园区的承载力和
吸引力。

再生资源产业向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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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再生利用工程。

勃利风电项目。

百春固废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百春固废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