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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本报19日讯（记者丁燕）今年 5 月 19 日是
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当天上午，以“科技助
残，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
市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活动在哈尔滨市道里
区抚顺社区启动。省委副书记张安顺、副省长
余建出席启动仪式。

科技助残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重要
手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本次活
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旨在号召全社会通过科技创新更好助力残
疾人无障碍生活，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活动现场，张安顺一行参观了全省残疾人
事业成果展和残疾儿童“随心涂鸦”作品，不时
驻足同残疾人朋友进行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
工作生活情况，并观看了科技助残产品演示、

“益心有爱”助残志愿者宣传片和残疾人文艺演
出，为敬一丹等 5 名助残志愿者代表颁发荣誉
证书。省工商联向全省青年企业家发出助残倡
议，哈尔滨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 4 家单位进
行了助残捐赠。

抚顺社区是全省首家无障碍示范社区，该
社区多措并举，最大限度打通残疾人服务“最
后一公里”，被中国残联授予“全国残疾人之
家”称号。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
张安顺出席

本报19日讯（记者徐佳倩）19日上午，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在哈尔滨市会见了俄

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阿维洛
娃一行。

省领导会见俄罗斯客人

（上接第一版）据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今年以来，
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
同江铁路口岸通行量突破 2000 列、
运送货物 21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6%，创历史同期新高，班列实现
稳定增长。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
深走实，拥有 2981 公里漫长边境线
和众多国家一类口岸的黑龙江省，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完
善跨境通道建设，口岸通关能力和
便利化程度显著提升。

在黑龙江省最大铁路口岸——
绥芬河口岸的货场，吊机轰鸣作业，
集装箱有序装卸，中欧班列繁忙穿
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这个口岸货物运量逐年攀升，中欧
班列开行数量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
良好态势。

“今年 3 月，绥芬河站中欧班列
单月开行达 92 列，创历史新高，连
续 5 个月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芬
河站交接所副所长李义刚说，绥芬
河站南场正在进行施工改造，完工
后将大幅提升接发车能力，提升中
欧班列的运输效率。

中欧班列以其全天候、大运量
等优势，成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互联互通互惠的重要载
体。经中欧班列“东通道”出境，可
通达欧洲 10 余个国家，入境班列可
到达哈尔滨、西安、成都等 60 个城
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
所研究员邢广程表示，互惠共赢的
战略对接，可以释放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经济潜力，积蓄联通欧
亚、辐射全球的开放势能，促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全新增长极。

搭建世界共享舞台

百年前，哈尔滨因铁路与世界
连接，中外合璧、商贾云集，成为远
东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现如今，这

里因展会备受瞩目，互联互通、合作
共享，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

以“合作、互信、机遇”为主题的
第八届中俄博览会于 5月 16日至 21
日在哈尔滨举行，有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120余个中外代表团参会。

俄罗斯的帝王蟹、土耳其的挂
毯、韩国的红参……中俄博览会的
国际展区仿佛一个“地球村”，来自
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汇聚于此，吸
引了天南海北的参展商和采购商。
许多外籍与会人士更看重中俄博览
会提供的“中国机会”。

35 岁的加纳小伙李杰是第二次
参加中俄博览会。他和同伴一行 5
人带来了非洲鼓、木制面具、乳木果
油等家乡特色产品。“中国的市场很
大，这里也很美。”他用不太流利的
中文说。

除了特色商品等方面的展示交
流外，中俄博览会还围绕文化交流、
医疗教育等举办一系列各领域配套
活动。“走过十年的中俄博览会成为

世界共享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
的大舞台。”黑龙江省贸促会会长陈
士军说。

努力开放的黑龙江，不止于中
俄博览会。

世界 5G 大会、中国国际新材料
产业博览会、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黑龙江省通过举办一系
列国际盛会，深化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交流，叠加中国最北自贸区
政策效应，在巩固东北亚地区市场
基础上，辐射范围向欧洲等地区延
伸。

搭建成果展示平台，构筑促进
内外双循环交流平台，夯实招商引
资合作平台。黑龙江凭借地缘优势
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各
国积极借此平台拓展市场、深化合
作。展望未来，中国高水平向北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必将为东北亚
乃至全球发展与繁荣持续注入强劲
动力。

新华社哈尔滨5月19日电

黑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

（上接第一版）在哈尔滨新区，
像动脉斑块声动力智能诊疗系统这
样熠熠生辉的生物医学高新技术还
有很多：哈尔滨中药四厂有限公司
和济仁药业的经典名方研发投用；
哈工大生命科学中心自主知识产权
的基因编辑工具，在新种质资源创
制中的应用通过科技部评审，达到
生命科学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电科
49 所与华大基因合作，突破“卡脖
子”技术，实现基因测序仪关键传感
器国产化；康隆药业“呼吸系统专利
药物的临床二次开发”项目被授予
金桥奖……

医药产业始终是哈尔滨新区的
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多年来，形成
了齐全的产业基础配套、完备的产
业体系和完善的保障要素，积累了
深厚的产业发展基础。在全省大力

发展生物经济的战略新机遇下，如
何在新赛道上跨越赶超？

“围绕生物医药集群核心承载
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生物产业新
体系，从优化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全
面提升科技研发实力、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入手，实现生物经济集群化、
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率先构建全省
生物经济核心发展区。”哈尔滨新区
这样填写答卷。

哈尔滨新区发改局局长张弛介
绍，新区以科学规划引领生物经济
韧性发展，建立了“五个一”工作体
系，即成立一个区级领导担任组长
的工作推进专班和招商专班，编制
一个生物经济五年发展规划、制定
一个生物经济三年行动方案、建立
一个生物经济项目储备库、发布一
个生物经济产业政策，确保生物经

济工作落实有蓝图、项目建设有抓
手、产业发展有路径。

同时，优化空间布局引导产业
集聚，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构
建“两核心”的空间布局，即面积 13
平方公里的利民生物医药集群核心
承载园区和面积 3 平方公里的深哈
生物技术产业孵化园区。积极创新
政策供给引航国际合作，印发《关于
促进基因细胞领域先行先试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支持开展干细胞、
免疫细胞、基因治疗等新技术研究
和转化应用，打造中俄生命科学技
术产业转化园区，获批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探索“哈尔滨基因细胞生命
银行”商业新模式。

“我们还精准定位，细分赛道，
围绕生物经济产业补链、延链、强链
需求，瞄准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

长性‘三高’企业，加大招商力度，推
动生物经济持续‘换挡提速’。”张弛
说，近三年，新区先后招引华大基
因、北科生物等精准医学领域龙头
企业，广药、国药天江等医药产业头
部企业，赣南医疗、库柏特等生物器
械企业共计 75 家，累计签约生物经
济项目 66个。

截至目前，新区共有生物经济
企业 835 家，其中规上限上企业 117
家，生物经济领域市场主体蓬勃发
展。2023 年，新区生物经济实现工
业总产值 118.7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268.9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规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70.2 亿元，占全
省 20%左右；今年一季度生物经济
规上工业企业产值为 31.29 亿元，
同比增长 4.4% ，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

生物医学之光闪耀哈尔滨新区

管理的产业资金总额过亿
元，直接链接的农户 600 多户。
在汉麻种植、淡水鱼养殖、壮大
农机合作社等方面都取得了成
功，建立了安格斯肉牛的饲、繁、
养、加、销全产业链条……这对
于一个没离开过孙吴县哈达彦
村的农民来说，实属不易。致富

带头人很多，像王跃龙在这么多
涉农产业里都能游刃有余的并
不寻常。采访中，与王跃龙憨厚
朴实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在干事
创业上自信满满，自信从何而
来，他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
诸多涉农产业？记者在努力寻
找答案。

答案有很多，务实、坚守、
热爱、执着……在这些之外，记
者深切地感受到，还有一种力

量——相信，赋予了王跃龙干事
创业、带头致富的最大动能。他
相信合作社里的社员，正如社员
相信他一样；他相信通过技术革
新与科技进步，我省农业一定会
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他
更相信自己一直坚守的努力，定
会有收获。

采访王跃龙，让记者看到了
致富带头人的作为，更看到了相
信的力量。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孙吴县城向东行驶 60 公里，
就到了边境线旁的哈达彦村。

这个只有 800 多人口的小村，
从它的名字——沿江满族达斡尔
族乡哈达彦俄罗斯族村，就看得
出，这里是达斡尔族、俄罗斯族、
汉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村落。

孙吴县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
业合作社就在这个村，合作社的创
始人、明星企业家、致富带头人王
跃龙，是土生土长的哈达彦村人。

“我爱种地。”在更多人离开家
乡离开土地时，王跃龙一直坚守在
这里。也因为这种坚守，使他成为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模
范，他带领的合作社获评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

王跃龙是农机、养殖、渔业等
5 家合作社的创始人，黑尊牛（孙
吴县）牧业有限公司法人。在哈屯
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会议
室内，墙上和书架上，上百个国家
和省、市、县颁发的“先优”证书为
他“种地”默默点赞。

“种地是件幸福的事”

16 岁，王跃龙离开学校干起
了农活，但最初不是耕地，而是在
父亲的鱼塘里挑饲料，鱼饲料一担
60 斤，送一趟要走几百米，王跃龙
一天要挑 18 趟。

“我父亲一直养鱼，没种过地，
我当时就想，啥时候我能种地，就
不这么累了。”种地的想法一直蛰
伏在心中，4 年后，王跃龙和父母
商量，放下了鱼塘的活儿，去追寻
他的耕田梦。

2005 年，外地来了一台收割机
到沿江乡作业，收割机的效率让王
跃龙意识到：早晚得走机械化这一
步，不能永远用镰刀锄头。

2006 年，王跃龙花三万多元买
了一台旧收割机，自己动手修了一
年多，收割机成了全村的主力。有
了农机的王跃龙如鱼得水，村里的
山坡地，别的收割机去了容易坏在
路上，王跃龙的车维护得好，进山
坡也不出毛病，100 多公顷的山坡
地都是他来负责收割。

“一公顷作业费 300 元，一个
作业季收割大豆 300 公顷，一年就
回本了。”机械，让王跃龙增加了
收入，也看到了农业的未来。

几年下来，王跃龙成为十里八
村的忙人，谁家地着急收找他，谁
家 选 种 子 买 化 肥 也 找 他 。 2011
年，王跃龙从组团买农资能够为村
民带来实惠这个想法出发，带领同
村 5 名农户注资 50 万元成立哈屯
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就实
现了每公顷增收 2000 元的效益。
第二年，种植结构调整，合作社更
名为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
社。

“我看着坑洼的土地，经过农
机翻地起垄变得整整齐齐，心里说
不出的舒服，种地实际上是很有意
思的事。”热爱，让王跃龙种地种
出了名堂，他创建的合作社配备耕
种防收各类农机具 80 多台套，年
作业面积 6 万多亩。

慎思笃行的农家娃

“如果不走差异化道路，肉牛
养殖就容易陷入困境，咱们现在就
是要进入高端牛肉的领域。”5 月
15 日，在卧牛河乡会议室，王跃龙
对卧牛河乡的养殖户代表说出自
己的看法。

卧牛河乡安格斯肉牛养殖产
业座谈会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安格斯肉牛养殖专班负责人郁帮
华，召集王跃龙和县畜牧兽医总
站、保险公司、卧牛河乡党委政府
和乡里的养殖户代表坐到一起，部
门和企业讲政策，养殖户说顾虑，

商量改养安格斯牛的可行性。
“我了解王跃龙，做人做事踏

实、厚道，跟他合作错不了。”卧牛
河乡养殖户刘万军说。当天，刘万
军就和几个养殖户与王跃龙签订
了养殖合作协议。

2016 年，为拓宽村民致富途
径，王跃龙成立了孙吴犇旺畜牧养
殖专业合作社。如今贫困村摘帽、
贫困户脱贫，王跃龙和社员们的养
殖业越做越大，组建了牧草种植合
作社和三个养殖基地，办起了一个
安格斯牛加工企业，并在哈尔滨、
黑河等多个城市开设直销店，在肉
牛养殖产业上形成了种养加销全
链条。

组建农机合作社、淡水鱼养
殖、发展安格斯牛产业，王跃龙都
没遇到过太大的困难，“我没想过
失败，我认为一定能成，有经验积
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村
民们投资组建合作社肯定有风险，
但王跃龙胸有成竹。

在王跃龙身上，做事的“高调”
和做人的“低调”和谐共存。在取
得的荣誉面前，他云淡风轻。帮助
过别人的事，他闭口不谈。实际
上，王跃龙做了很多，他组织成立
哈屯合作社“大病救助资金会”，
对大病家庭实施救助；出资为条件
差的村民改造泥草房，改善居住环
境；谁家有急事难事，他都会帮
忙。

“相信”让他在带头致富
路上走得更远

在王跃龙带头致富的路上，

“相信”两个字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跃龙在创业的路上没遇到坎
坷，但也会有困难的时候。2012
年，王跃龙买设备缺钱，向村民冯
士好开口，冯士好二话没说，把家
里的 20 万元借给了王跃龙。“他有
正事儿，需要我帮个忙我就帮一
把，借给他我放心，后来我也加入
了合作社，现在耕地啥的一年分
红 10 多万元。”哈达彦村村民冯士
好说。

王跃龙所在的哈达彦村，曾是
沿江乡唯一的省级贫困村，王跃龙
带领合作社党支部一班人，主动实
施“党建领航、合力脱贫”，以“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发展
模式，助力脱贫攻坚。采取大户参
与、小户联动的模式，依托跃龙鱼
类养殖合作社的河蟹养殖和冷水
鱼养殖项目，带动贫困户 42 户 60
人脱贫。通过成立孙吴县哈屯天
马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整村搬
迁、宅基地腾退、发展优势产业，
促进红旗乡建设村农民增收 78 万
元，最终实现了整村脱贫。

“我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多大
能力，我相信身边的人能和我一起
把事儿做好。组建哈屯现代玉米
农机专业合作社，当年土地收入就
翻番了，一是国家加大了农机补贴
力度，二是当时省里引导种植结构
调整。近年来搞肉牛养殖和加工，
也是因为县里把安格斯牛作为重
点产业来发展。”如今，王跃龙有
了农牧渔多个产业，在促进乡村振
兴、带领乡亲致富的路上越走越
畅。

王跃龙：带头干好“农牧渔”树起富边一面旗

本报19日讯（记者贾红路）19日，2024年
“5·19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伊
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盛大启幕。

今年是第 14 个“中国旅游日”，2024 年
“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是“畅游中国·幸福生
活”。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伊春市委市
政府承办。

今年夏季，我省聚焦贯穿全年的“龙年游
龙江，一路向北方”主题，丰富冰雪游、森林游、
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等新场景、新体验，推
动龙江旅游“四季常红”“百花齐放”。2024年

“5·19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举办各类文化
和旅游活动257场，出台惠民措施144项。

活动现场，伊春市准备了 4 个夏季文旅
产品盲盒，开启台上台下热情互动。主持人

春涛、摄影博主徐帅、创作歌手芦全瑞，以及
神秘嘉宾——森林公主伊琳娜在现场依次发
布了伊春市生态康养游、亲子研学游、自驾露
营游、避暑旅居游四大旅游产品。

在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与伊春市签订
“厅市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省文
旅厅与伊春市政府将在旅游产品开发、文旅
项目建设、智慧旅游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方
面积极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龙江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来自全国 13个省的 23家旅行
社代表和伊春市旅游协会签订“百万人次游
伊春”战略合作协议，计划联合向伊春输送游
客500万人以上。

伊春城市风光（资料片）。
图片由伊春市委宣传部提供

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伊春举行

本报19日讯（记者刘莉 李爱民）19 日，
一场以“龙年游龙江 冰城夏都览风光”为主
题的哈尔滨文旅资源推介展示活动在哈尔滨
极地公园广场拉开序幕。

主题活动由现场舞台展演和各地文旅推
荐官集中展示两大部分组成。“本次主题活动
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企业主体，大
家提供了多个涉旅产品以及丰富的文旅惠民
活动。我们将以 2024 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
化旅游活动为抓手，致力于打造全时全域全
季旅游，提高文旅的服务供给水平和能力，为

游客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哈尔滨文广旅
游局推广营销处处长朱枚说。

现场展演之后，包括景区、旅行社、航空
公司、非遗项目、美食等 60 余家企业参与现
场互动环节，集中展现“尔滨”的城市风光、人
文特色。“金都古城”“老会堂音乐厅”等展区
呈现了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积淀，易拉罐刻
字表达520心意，景区景点赠送门票，10家美
食企业现场制作传统风味美食，让游客一边
倾听美景推荐一边享受美食，还能现场欣赏
独特的黑龙江非遗文化。

哈尔滨举行“龙年游龙江 冰城夏都览风光”推介活动

本报19日讯（记者潘宏宇）19日晚，饶河
县体育场内春风拂面，欢歌笑语，近千名嘉宾
与饶河市民共同迎接第八个“5·20世界蜜蜂
日”。伴随着大型开场歌舞《盛世东方》的音
乐，“蜜淌乌苏 爱情之都”第二届中国·饶河

“东北黑蜂节”盛装启幕。
19日至20日“东北黑蜂节”期间，饶河将

围绕“蜜淌乌苏 爱情之都”这一主题，开展黑
蜂盛启·舞歌同鸣、情定饶河·筑爱之城、梦筑
饶河·爱满云端三个篇章主题活动。期间，中
外养蜂蜂业专家、俄罗斯友邻城市嘉宾、美食

博主、直播电商、旅拍达人等网络主播、蜂农
代表等共同参加黑蜂节活动。

本届“东北黑蜂节”以黑蜂产业发展为主
题，促进黑蜂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等深度
交融，全方位展现饶河现代化建设成果。

据悉，截至目前，饶河全县已建成标准化
蜂场 40 个，养蜂从业人员 1500 人，东北黑蜂
产业龙头企业7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年
加工能力1.2万吨。已开发出“泽饶臻选”“饶
峰”“寒地黑土”等品牌的椴树蜜、雪蜜、巢蜜、
蜂王浆、蜂花粉等十大系列130余种蜂产品。

第二届饶河“东北黑蜂节”启幕

本报19日讯（张睿格 记者董新英）19
日，中国·安达“5·19”中国旅游日第二届城市
马拉松比赛在发令枪响中拉开帷幕。这是安
达市推进全域、全季旅游开发，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快速成长壮大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本次活动设置了七公里欢乐跑、三公里
亲子跑、农产品展销、文艺表演等多个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马拉松增添了文艺巡
游表演板块，由特色花车和12支展演队伍组
成，增添了文化元素。

当天 7时 30分，来自北京、浙江、云南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500 余名选手在
火车站站前广场欢乐集结，共同为第二届城
市马拉松比赛活动见证。今年，比去年增加
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500多名运动员，覆
盖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大地
理区块。8时30分，伴随着发令枪响，参赛者
们沿着牛街出发，开启21.0975 公里的征途。

近年来，安达市以提升文旅知名度为切入
点，深挖特色景观、民族风情，丰富特色旅游产
品供给，创新“文化+”“健康+”“农业+”等文旅
新模式。

中国·安达第二届城市马拉松比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