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4日讯（记者邢汉夫）24日，随着
哈尔滨地铁3号线上海街站路面恢复工作
进入尾声，哈尔滨地铁 3号线西北环建设
途经的道里区群力大道、康安路、哈药路、
友谊路四条主干线全面恢复通车，提前 45
天恢复占用道路 15350 平方米、绿化空地
14600 平方米，缩减施工围挡 14900 平方
米。哈尔滨地铁 3号线西北环剩余 8座车
站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年底投入运营后
将为 2025 年第九届亚冬会的举办提供有
力交通保障。

道路恢复后，哈尔滨地铁集团特别注

重地铁车站周边环境的绿化与美化。在人
民广场地铁站和友谊公园的园林绿化恢复
上，结合友谊路提档升级和友谊公园特色
景观的要求，地铁集团与道里区园林局重
新规划了友谊公园的园林绿化、道路铺装、
景观小品等，并对该公园进行了全面提档
升级。经过改造，共恢复绿化面积2200余
平方米，种植了紫叶李、紫丁香、榆树梅、水
曲柳、樟子松等植被，对道路进行了大理石
铺装。

施工人员在友谊路铺设道路。
本报记者 邢汉夫摄

提前45天“还路于民”
哈尔滨地铁3号线道里段地上路面全面恢复通车

本报讯（记者薛婧）为激发辖区居民关
心亚冬、参与亚冬、奉献亚冬的热情，日前，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道花卉社区党委开
展“你好！亚冬”—“这就开动！”大型全民
健身节之啦啦操比赛。

6 支队伍的 70 余名参赛队员同台竞

技，以“线上+线下”模式为观众展现啦
啦操独有的魅力。参赛队员们穿着统一
服装，伴随着动感音乐欢快起舞。比赛
为辖区健身操爱好者提供了平台，充分
展示居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

啦啦操比赛
掀起社区居民健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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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4日讯（记者丁燕）24 日，省老科协
六届十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
作、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老科协工作、
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部署全省老科
协工作。

省委副书记张安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老科协组

织团结带领广大老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开展决策咨询、推
动科普宣传、助力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等方面
取得新成效，为服务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五周年。全省各级老科协组织要立
足新征程、展现新作为，当好党和政府联系老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
广泛地把老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围
绕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紧扣
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等重点工作，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更
好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扎实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
老科协负责人队伍建设，建好建强基层老科协
组织，办好“老科技工作者之家”，为老科协事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省老科协六届十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
张安顺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孙思琪）近
年来，省级财政通过资金统筹
使用全力推进黑土地保护，把
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建立起
稳定的黑土地保护投入机
制。2023 年，省级财政筹措
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资金
191.57亿元，支持我省黑土地
保护利用面积 190万亩，建设
高标准农田 750万亩，治理侵
蚀沟 9000 多条，完成保护性
耕作 3381 万亩、耕地轮作休
耕试点 2544.95 万亩，支持全
省秸秆综合利用、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等行动，有力促进黑土
地休养生息，保护了黑土地优
良生产能力。

今年以来，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争取国债资金，
支持我省率先将黑土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强化
绩效管理，出台《高标准农田
建设资金专用账户管理暂行
办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
金实行人民银行专用账户管
理，从顶层设计上确保高标准
农田建设资金合规、安全、高
效运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
加大黑土地保护利用资金保
障力度，切实把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
用好，为筑牢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压舱石”作出财政贡献。

190多亿财政资金
助力黑土地保护利用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爱
护、养护、保护黑土地，是刻在北大
荒人的血液里的信念。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坚持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发展理
念，以巩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推动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地
制宜、综合施策，采取工程、生物、农
艺 20 项技术措施有效加强黑土地
保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黑土地保
护“北大荒模式”。

实施田长制网格化保护

“一天来田里看看，我心里踏
实……”每天早晨5点钟，军川农场
有限公司莲花管理区水稻技术员翟
恒飞都要到“包片”辖区耕地里转
转，对黑土耕地质量，是否有水土流
失、沙化、碱化情况，有无控制建设
占用黑土耕地情况，及农药包装废
弃物情况进行巡查。他说，当了这
个“田长”，就得负起责任。

记者了解到，军川农场有限公
司建立农场有限公司级、管理区级、

网格田长、户田长“四级”田长制，让
每一寸耕地都有专人守护，每一块
农田都有专人管理，一张纵横交织
的网格化耕地保护大网覆盖农场有
限公司全域，通过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成促进各级田长从“被动查”向

“主动管”转变，建立“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监管网
络，确保耕地保护全覆盖，形成耕地
保护齐抓共管新格局，促进黑土耕
地数量稳定、质量提升、生态改善。

用农艺技术进行保护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
司第七管理区，水稻种植户刘明山
在插秧过程中同步进行侧深施肥技
术，实现了秧苗提前2到3天返青。

“侧深施肥插秧机在插秧的同
时，可以把肥料定量、定向施用到土
壤中，为秧苗早返青提供充足的营
养。靶向施肥进一步提高了肥料的
利用率，也进一步实现了节本增
效。”刘明山说，“生产环节少了，亩
产也提高了。用了这个技术水稻亩
增产30-50斤不在话下。”

用农艺技术措施进行黑土地保
护，是北大荒集团黑土保护性耕作

的重要一环。去年北大荒集团发布
了“黑土地保护利用北大荒模式”，
系统归纳并集成应用了“科学轮作、
绿色生产、精准施肥、智慧农业、保
护性耕作、生态治理、格田改造、水
资源利用”8 个方面的有效措施。
通过黑土地保护利用“北大荒模式”
的大力推广，实现了肥料利用率、水
资源利用率、农机作业效率、耕地产
出率的全面提升，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广保护技术措施落地

“每层柳梢铺设完成后要及时
覆土、浇水。”“柳桩间距要一致，以
便柳梢稳定，防止水流冲刷。”连日
来，在鹤山农场有限公司第二管理
区侵蚀沟治理现场，农业发展部水
利负责人张植峰正在对施工工艺、
注意事项等关键环节进行科学指
导。

近年来，鹤山农场不断在侵蚀
沟治理上进行探索，根据每条侵蚀
沟的产生位置、发展趋势及形成原
因，采取秸秆回填滤水、沟头防护、
格宾石笼护岸、修建谷坊、插柳防护
等系列措施对辖区侵蚀沟进行综合

治理，通过工程、生物、农艺相结合
的方式，形成具有鹤山特色的侵蚀
沟治理模式，有效减少水土流失，保
护珍贵的土地资源。

为了减少黑土流失，北大荒集
团大力推广黑土地保护技术措施落
地。2023 年度落实秸秆还田 4517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 4300 万亩，水
稻侧深施肥797万亩。完成水田规
模化格田改造 303 万亩，累计实施
改造面积 1913 万亩。在部分适宜
的坡岗地采用等高种植和等高宽埂
等黑土地保护措施。以工程与植物
措施相结合，开展沟头、沟坡、沟道、
沟底、沟壁综合防治，全年实施侵蚀
沟治理 513 条，累计治理侵蚀沟
3459条，全面助力黑土地保护与利
用，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下一步，北大荒集团将围绕“稳
定黑土耕地数量、提升黑土耕地质
量、改善黑土耕地生态、建立黑土耕
地管护机制”，推进工程与生物、农
机与农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通过
加强农田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改善
黑土耕地设施条件、内在质量、生态
环境，切实抓好黑土地保护利用。

数量质量生态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三位一体””
打造黑土地保护打造黑土地保护““北大荒模式北大荒模式””

本报讯（杨美璐 记者杨桂华）今年
5月 25日所在周，是我省第 3个“黑土地
保护周”。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社会公
众保护黑土地的意识，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深入基层，开展多种形式的黑土地保
护宣传活动。

5月 22日，省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
联席会议发起“保护黑土地，当好压舱
石”的倡议，全方位宣传黑土地保护国
情国策，提高全社会对《黑龙江省黑土
地保护利用条例》的知晓率，营造“保护
黑土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良好氛
围。省自然资源厅通过省内主流媒体、
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持续播放黑土地
保护科普动画，采取微宣传、发送公益

短信、设置集中宣传点和倡议书等形式
开展集中宣传。

连日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佳木
斯、大庆、黑河、绥化、海伦、五常自然
资源系统开展以“保护黑土地，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重点宣传黑土地保护法律
法规，加大黑土地违法典型案例警示
教育宣传力度，在田间地头向农民宣
传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引导他们
牢固树立保护黑土地，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理念。

农民朋友纷纷表示，将从自身做
起，关注黑土地保护，支持可持续的农
业发展。一些农民还分享了自己通过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推广绿色种植等
方式保护黑土地的经验。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深入基层宣传黑土地保护

聚焦黑土地保护周

北大荒进行中耕作业的黑土地。 崔鸿雁摄

本报讯（王志会 记者李播）近日，黑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营企业职称工作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从拓宽申报渠道、树立科学评价导
向、建立多元化评价方式等六个方面制定出台
了20条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助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建立民营企业职称申报兜底保障机制
方面，专业技术人员与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且在我省工作满 1 年，可不受户籍、身份、档
案、所有制等条件限制按规定程序申报职称。
劳务派遣人员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或人事代
理机构会同用工单位共同推荐申报职称。省
内民营企业派驻到外地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派驻地工作 1年以上的，可按规定在派驻地
申报晋升职称。

在树立更加符合民营企业实际的评价导向
方面，破除“唯学历”倾向，非全日制学历与全日
制学历、职业院校毕业生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
业生在职称评审方面执行相同政策标准。技工
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
业，可分别比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
职称。推行代表作制度，将技术创新、工艺流
程、标准开发、成果转化等可比照论文、科研、奖
项成果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在建立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职称评价方式
方面，综合采用考核认定、考试、评审、答辩、实
践操作、业绩展示等方式开展评价。建立职称
晋升“绿色通道”，民营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和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以及在创收上缴利税、

解决就业人数等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民营企业法人代表，可申报破格晋升高级
职称。贯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与高技能人才
职业发展通道，支持企业生产一线岗位高技能
人才按规定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艺术等
职称评审。

在促进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
作方面，普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到民营
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合作创新、成果转化，在企
业工作满 1年可通过合作企业参加职称评审。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科研人员加大自主研发和科
技创新力度，承担的单项到位经费超过 50 万
元、100万元的横向项目，可分别比照省级、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目同等对待。民营企业从事数
字技术工作人员可自愿参加数字技术工程师培
训，培训、评价合格人员可按规定享受职称贯
通、培训补贴等政策。

在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职称管理公共服务方
面，赋予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权限，支持专业技术
人员密集、技术实力较强、内部管理规范的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组建职称评委会，自主开展本领
域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各级人才服务机构
全面实行职称申报材料目录清单制度，精简申
报材料，减少证明事项，严格落实申报材料审核
一次性告知制度，畅通网络、电话、来信来访等
途径，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同时，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自我管理约束，将
职称评审结果作为确定岗位、考核晋升、薪酬分
配等的依据，通过股权激励、发放补贴等方式，
引导专业技术人员主动参加职称评审、提升专
业水平、服务企业发展。

我省出台“20条”
加强改进民企职称评审

本报讯（记者董盈）5月13日—24
日，我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组织开展

“雪域光明行”义诊活动，委托黑龙江
省眼科医院“雪域光明行”援藏医疗
队先后走进我省对口支援的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仁布县、谢通门县和康
马县，为当地群众开展免费眼病筛查
救治、观摩带教和科普教育活动。

“能看清楚啦！太开心了！”在仁
布县中心医院，当黑龙江省“雪域光
明行”援藏医疗队的医生为 69 岁的
茶巴乡曲参村村民央珍揭开眼睛上
的纱布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频频竖起大拇指。“之前因为看不
清楚，干农活时心里慌，现在看清楚
了，心情也好了，感谢黑龙江的医
生。”被白内障困扰了四年，再度看
清周围的人和物，央珍笑着说道。

“术后一定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一个星期之内水不能进到眼睛里
……”术后揭纱前，援藏医疗队的医
生详细讲解术后注意事项，并向患者
发放眼药水，细心叮嘱大家正确的使
用方法。

筛查、手术、揭纱、清点转运设
备、长途驱车赶赴下一个县……克服
高原反应造成的身体不适，黑龙江省

“雪域光明行”援藏医疗队的医护人
员们行程满满，饱受眼疾困扰百姓纷
纷前来排队就诊。据悉，此次“雪域
光明行”活动在日喀则三个县共筛查
212人，其中符合手术指征的 60人，
经征得患者同意，实施白内障、翼状
胬肉等手术50人。

黑龙江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队
员、日喀则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飞介
绍说，日喀则地处高原，由于特殊的
地理环境，紫外线照射特别强烈，这

也造成了当地百姓白内障、翼状胬肉
等眼病高发。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
题，使日喀则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黑龙江省援藏
工作队自 2016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
次“雪域光明行”活动，利用援藏资

金，委托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哈尔滨
市眼科医院等赴我省对口支援的三
个县现场开展义诊。目前我省已累
计派出八批医务人员，筛查 3235 人
次，免费为 1002 名眼疾患者实施眼
科手术。

另悉，黑龙江省第八批援藏工作
队还委托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将于
本月 27 日开始，赴日喀则市及所辖
县区开展免费先心病筛查，筛查出来
符合手术指征的可免费到黑龙江省
接受治疗。

龙江“光明使者”走进日喀则

援藏医疗队的医生为藏民筛查眼病。 本报记者 董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