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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
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关决策部署，促进汽车、家
电以旧换新，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平房区
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家电以旧换新方面，按照《黑龙江省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我省在 2024年 5
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开展绿色智能家电消
费补贴活动，补贴资金总额为1亿元，消费者可按
照成交价的10%享受立减补贴，单人补贴额不超

过1000元。平房区正阳家电有限公司入选本次
活动名单。活动期间，正阳家电推出多种特价商
品以及会员积分、旧家电抵扣现金等配套促销活
动，并承诺同款商品全国比价，买贵补差价，确保
消费者购买到最具性价比的商品。同时，正阳家
电联合多家银行机构，推出一系列满减活动，以
及分期0利息等优惠，为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
电提供信贷支持。据了解，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
来，正阳家电日销售额同比增长75%。

5月 18日，平房区商务局联合保国街道、正

阳家电在友集社区开展“社区集市”活动，在广
场设置临时集市，通过活动宣传家电以旧换新
政策，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参加家电以旧
换新活动，推动全区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升级。

汽车以旧换新方面，落实全国汽车以旧换
新行动部署要求，平房区商务局组织平房区（哈
经开区）29户汽车销售企业参与汽车以旧换新
活动。汽车销售企业通过赠送加油卡、维修保
养、保险优惠等形式开展让利促销活动，同汽车
以旧换新活动形成政策合力。汽车销售企业每

日通过开展线上直播宣传汽车以旧换新活动，
单一直播间峰值观看人数突破 1.6万人次。金
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了新车“0首付”的信贷支
持，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门槛。

下一步，平房区将继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
新活动宣传力度，深入居民身边，联合企业组织
多种促销活动，顺应消费市场新形势新趋势，加
快促进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品更新消费，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平房 政企联动促消费 以旧换新惠民生

本报讯（刘喆 记者刘莉）为进一步传承和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由黑
龙江省创意经济协会理事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北
派旗袍艺术节组织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创意经
济协会北派旗袍指导委员会、哈尔滨市香坊区向
阳镇东兴满族村、哈尔滨月上谷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承办，哈尔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协办的第二届
北派旗袍艺术节暨满族服饰展示活动在香坊区
向阳镇东兴满族村举行。

活动中，来自各地的艺术团和模特队身着款
式各异的北派旗袍，通过歌舞、走秀等形式展演
了《诗意画春》《水墨中国》《中华青花》《盛世国
风》《旗袍扇韵》《我在黑龙江等你》等 12个节目，
多角度展现了北派旗袍的文化内涵。

坐落于阿什河畔的向阳镇东兴满族村，历
史悠久，民俗文化独特，地方饮食特色鲜明，满
绣、剪纸、珍珠球、欻嘎拉哈、民族秧歌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满族传统秧歌

“报马鞭”在东兴一直传承、经久不衰，村内的
特色农家乐、民宿、采摘园是感受满族传统文
化的绝佳去处。据悉，向阳镇东兴满族村正积
极推进生态田园露营地建设，并将依托露营地
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哈市近郊田园露营新
亮点。

“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这句在东兴满族
村风情街上的宣传语表达了东兴人的心声，淳朴
热情的东兴人将会用最好的服务迎接八方宾客，
让游客在这里感到满足，收获快乐。

旗袍展示。 刘喆 本报记者 刘莉摄

香坊
北派旗袍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蔡韬）为进一步深化婚俗改
革，串联区域优质文旅资源，链接优质婚育服
务、婚嫁行业、零售餐饮等传统业态，助力“甜
蜜经济”发展，近日，南岗区举办甜蜜市集婚博
汇活动，以高质量婚姻登记服务满足群众期待
和需求。

此次甜蜜市集婚博汇，积极搭建“党建引
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惠”模式，分别
在南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香坊区民政局黛
秀湖婚姻登记处设置活动现场，引入禧合酒店
等 30余家婚庆产业商家爱心加盟，依托“520”

“521”结婚登记“高峰期”，大力倡导现代、健
康、时尚的婚俗改革新风，推出最独特的婚俗
创意、最精致的婚礼产品、最专业的婚庆服务，
打造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婚车租赁、婚礼用品
等“一站式”婚礼目的地，构建起业态丰富、产
业融合、协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甜蜜事业”
新链条，为哈尔滨的“甜蜜经济”注入更多发展
活力。

活动现场，30余家婚庆产业商家针对登记
结婚的新人需求，列出特色“甜蜜经济”服务
清单，并送上与婚庆婚恋产业相关的多重优
惠活动，新人们持结婚证可享受指定酒店住
宿折扣，婚宴婚车、婚纱影像等各项优惠活
动；结婚纪念日的夫妻，当月持结婚证可享受
新人同等政策，全面开启“甜蜜经济”消费
季。开市当天，商家联盟惠及新人专属消费
体验近 500人。

南岗
串起“甜蜜事业”

新链条

本报讯（孙姬 吕建军 记者马智博）聚焦“干
净道里”品牌建设，道里区创新开展“点题优化”
工作，通过领导带头找题、部门主动分题，制定

“四台账一计划”，实行台账化定标、清单化推
进、项目化完成，下足“绣花功”，绘就“美景图”，
全面提升城区品质。

据了解，“四台账一计划”包括环境卫生、设
施管护、道路维修、立面环境 4 类台账和环境卫
生品质提升挂图作战计划。答好清扫保洁题，精
准研判文旅商圈、景点、大型超市、公交站台、医
院、学校、早夜市等重点部位各时间段人流量峰
谷值，制定符合实际的“潮汐式、伴随式、定位
式”保洁作业模式；在节假日、双休日、上下班、
上下学、开闭市等人流量大的“涨潮”时段，坚
持“就近调配、精准支援、全力保障”的原则，做
到人流量大的区域和时段双倍布局、定位管控，
待人流量恢复正常后保洁人员回归正常岗位，
全面提升环卫保洁质量和工作效率，并在人流
量“落潮”时段，科学调配干扫、洗扫、水车、高
压水冲洗等机械设备，对车行道、人行道、边石
等进行机械化作业，打造“净透白、见本色”的街
路环境。

答好设施管护题，组织人员对全区主次干道
上的果皮箱、路灯杆、隔离护栏、开放公厕等各类
城市家具进行提前排查并制定管护计划，逐天逐
个逐项完成擦拭清洗、消杀管护任务。

答好立面清理题，分别成立乱贴乱画和清街
巡检小组，对沿街乱贴乱画、装修垃圾、大型石
块、废物家具等各类问题进行循环巡检，最大限
度发挥人员、设施、车辆的作用，确保“动态问题
动态清理”。

答好道路维修题，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
7支维修队伍、2支机动队伍的作用，对道路进行
精细化维修，全面打造更安全、更平整、更顺畅的
道路出行环境。

道里
“点题优化”
绘就“美景图”

本报讯（记者肖劲彪）近期，哈尔滨市双城区
税务局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服务
方式，提升服务质效，推动税费服务水平整体提
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添“税动力”。

双城区税务局青年税务干部组成税收宣传
志愿服务队，对辖区内“专精特新”企业及“小巨
人”企业开展入户上门服务，向企业宣传“非接触
式”办税等便利化办税手段，开展税费业务辅导，
听取企业的涉税诉求，把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在
第一线。

召集区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专题座谈，宣
传“税务体检报告”能够帮助企业提前知悉、事前
化解涉税风险的重要意义，讲解获取方式及操作
方法；梳理企业可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告知享
受优惠的注意事项。号召房地产企业强化管理，
规范行业秩序，携手健康发展。

围绕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增值税加计抵减政
策，利用税收大数据，精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

“点对点”及时推送所涉及的政策规定，并进行专
项辅导，增强企业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底气，为企
业创新发展注入更大动能。

双城区税务局将继续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
策，不断提升政策享受的运行畅通和便利化水
平，持续优化纳税服务措施，进一步为各类经营
主体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双城
税惠宣传直达企业

本报讯（侯军 李浩淼 记者刘艳）近期，道
外区园林局以主要街路为重点，不断提升园林
绿化管理标准，持续打造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
街区绿化环境。

道外区园林局围绕先锋路、红旗大街、江畔
路、南极街、长江路、禧龙大街等重点街路，开展
园林绿化精细化作业，全面修剪树木枯枝、伐除
死树危树，开展绿地打草，清理孽芽、漂浮物、树
池垃圾，修剪绿篱等各项养护工作，对破损的园
林挡墙设施等进行及时修复，严格按照园林行
业标准执行到位，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目标
任务。

道外区园林局抢抓时机，集中人力和车辆
设备，开展挖除死树、移植树木、选苗栽种、修剪
枯枝、后期养护、防治树木病虫害等工作。在杨
柳烂皮病专项病害防治消杀工作中，工作人员
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感染树木进行治疗，刮
除病害部位、涂刷专用药液、修剪枯枝败叶，每
个步骤都一丝不苟。对长势较弱的树木进行开
坑施肥，提高树木抗病菌能力，确保树木良好生
长态势。

截至目前，共计出动人员 813 人次、车辆
114台次，清理绿地36500平方米、孽芽2570株、
树根341个、折枝45处、枯枝373处；伐除危树1
株、死树133株；修剪树木825株、绿篱11800平
方米；浇灌树木6221株，绿地打草41000余平方
米，病害防治刮除杨柳菌丝 1104株，维修树池
50余处。

道外
精细养护

提升街区“颜值”

本报讯（记者肖劲彪）年初以来，哈尔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阿城分局开展了以“增强营
商意识”为主题的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行动，全
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阿城分局紧密围
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立足项目规划选址、
项目征地、供地、规划审批、竣工规划核实工作
任务，全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服务保障方面，该局积极提供科学
合理建议，将科学编制各层级规划作为首要任
务，深化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六个龙江”“八
个振兴”重大决策部署，编制了《阿城区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为城市建设发展做好规划引领，
推进项目事项办理快速高效，避免走弯路。

为提高服务质效，该局建立了全程跟踪服
务机制，采取提前介入、特事特办等方式，为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提供支持。积极协
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保项目顺利落地。采
取并联模式，推动项目审批高效进行，重点推
进上海太敬、哈尔滨钢铁产业园项目（一期）、
哈尔滨前广进水泥项目等 36个省市区重点项
目，为项目建设争取时间，为项目早见成效贡
献力量。

阿城
强化服务意识
优化营商环境

白鹅振翅
“链”动产业振兴

呼兰呼兰

□文/摄 白铭波 毛旭 李洪滨 本报记者 白云峰4月初，总投资2.6亿元、年屠宰1000万
只食品鹅的精深加工项目在呼兰区开工建
设；年产 10 万只、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

“智勇李氏烤鹅”满负荷生产；呼兰区鹅产业
协会会员单位投放1700万枚种蛋孵化鹅雏，
500多台孵化器日夜运转。今春以来，呼兰
区鹅产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致富
路上“向天歌”。

近日，记者来到呼兰区许
堡乡，走进天奥养殖基地，场院
边的树林里大鹅成群，孵化厂
区里一筐筐孵化出的小鹅雏黄
嫩可爱、欢跃轻啼。“这些天太
忙了，每天都得发运几万只鹅
雏，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田
晶正忙着发运孵化出的鹅雏。
她向记者介绍，基地现有种鹅
10000 套、3 个孵化厂、50 台孵
化器，每年可孵化 100 万只鹅
雏。天奥养殖基地孵化经验丰
富，鹅雏孵化质量好、成活率
高、抗病能力强，现已成为多家
大型养鹅场及政府养殖项目的
鹅雏供应基地。

离开天奥养殖基地，记者
来到许堡乡黄岗村。见到呼兰
区鹅产业协会会长罗文秀时，
他正在育雏基地的孵化场指导
技术员选鹅蛋和检查孵化质
量。罗文秀介绍，呼兰区依江
濒河、水草丰富，为大鹅养殖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早有养
殖大鹅的传统，多年来形成了
以许堡乡黄岗村为中心的养鹅
片区。

罗文秀说，黄岗村依托传
统养鹅优势，从多年前土办法
的热炕头、热水袋孵化鹅雏到
现在拥有 500多台现代化鹅雏
孵化设备，孵化量由最初的每
年 3 万~5 万只发展到现在的
1000多万只。30余年，孵化养
殖及应用先进设备的渐进式变
化，让黄岗村养殖户连年增收，
也带动了许堡乡全乡鹅雏孵
化、育雏、养殖发展，让许堡乡
成为远近闻名的鹅雏孵化养殖
专业乡和全省最大的鹅雏孵化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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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文秀介绍，2022年 4月，在呼兰区
工商联的牵动下，哈尔滨市第一家鹅产业协
会在呼兰区成立。协会吸纳当地单位会员
31户、个人会员22户，共有规模化孵化场22
个，孵化量 50万只以下的小型孵化场 30多
个。

呼兰区鹅产业协会发挥政府和会员之
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为全行业提供服务，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去年，鹅产业协会育鹅
雏750万只、养成鹅80万只、产鹅蛋1200万
枚，鹅雏孵化、养殖量同比上年增加30%，收
益达2300万元，带动当地400余名村民人均
增收1.3万元。

今年，在呼兰区鹅产业协会的服务带动

下，会员单位范志勇的养殖场实行四季循环
养殖，第一批养殖的 1.6万只鹅雏再有两个
月就出栏，全年养殖量将达 3.6万只。养殖
大户李宪东，正做着规模化养殖前的准备，
今年计划养殖量突破4万只。

据罗文秀介绍，近两年，全省鹅产业发
展势头强劲，从而带动呼兰区本地鹅雏孵化
量大幅提升，今年呼兰区扩大鹅雏生产量，
共投放种蛋 1700万枚，全年成鹅养殖量将
突破100万只。

据悉，罗文秀的孵化养殖场已进入紧张
的孵化生产中，今年孵化量将达150万枚以
上，产值1000多万元，同时有力带动本村剩
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协会“铺路搭桥”鹅产业发展加速

近年来，呼兰区政府出台系列大鹅产业
发展惠民政策，稳步推进大鹅产业健康发
展。

在孵化场行政审批环节，简化行政审批
手续和流程，加快审批效率；在养殖用地环
节，予以优先审批保障；在畜牧科学养殖环
节，给予科学指导、防疫灭病等方面的技术
支持，免费提供禽流感等动物疫苗。在金融
政策环节，以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等形式予以
资金支持，哈尔滨联合农商银行呼兰支行结
合实际制定《呼兰支行鹅养殖产业链贷款管

理办法》，通过简化办贷流程、灵活担保方
式，去年以来已累计支持协会成员33户，累
计支持金额1677万元；累计为39户鹅孵化、
养殖、饲料供给及鹅屠宰企业等产业链成员
发放贷款5641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引进了以福山腾
飞牧业、金三角牧业、昌泰牧业 3家企业为
代表的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集大鹅繁育、
养殖、屠宰及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
目前，呼兰区年总屠宰量超过 500万只，销
售额5亿元。

加力扶持 优化环境提升服务

呼兰区委书记曹德友说，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呼兰区坚持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
为纵深推进“二次创业”的“一号工程”。目
前，呼兰区正组织力量围绕鹅产业链，通过
内引外联大力招引鹅羽绒服、羽绒被、鹅食
品精深加工等知名厂商入驻呼兰经济开发
区。

依据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
的《黑 龙 江 省 鹅 产 业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 年）》，呼兰区立足市场需求和
区情特色优势，以大鹅屠宰及鹅绒加工为主
攻方向，大力扶持和引导企业开阔思路，提
升产业规模。

以福山腾飞牧业公司为龙头牵动，呼兰
区形成了集家禽饲养、屠宰、冷冻、销售于一

体的完整鹅产业链体系。据福山腾飞牧业
公司负责人刘文山介绍，公司总储存量为
5000吨，目前生产线日屠宰能力达 5万只，
产品畅销全国，有效带动了呼兰区鹅产业链
组链强链。

今年，金三角牧业、昌泰牧业共同投资
2.6亿元建设“弘顺食品鹅系列产品精深加
工项目”，加快推动呼兰区食品产业转型升
级。4月 3日，该项目在呼兰经济开发区长
岭园区开工，建设集大鹅屠宰、羽绒加工、鹅
熟食系列产品精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化园
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届时，年屠宰
大鹅能力超过 1000万只，加工羽绒 450吨，
解决当地 300名劳动力就业，带动约 170家
农户从事大鹅养殖增收致富。

招大引强“龙头”牵动组链强链

养殖基地鹅群。

罗文秀罗文秀（（中中））查看孵化鹅雏质量查看孵化鹅雏质量。。

制作烤鹅制作烤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