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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通过项目实施，我们告
别了过去脏乱差、漏风漏雨的牲畜饲养环
境，迎来了宽敞舒适的现代化牲畜养殖生
活环境，提高了牲畜存活量。暖圈建成很
受本地牧民喜爱，是一项得民心工程。今
年我们又申请到了2个援藏暖圈项目，有望
在下半年开工，继续为改善畜牧业发展环
境提供坚实基础。”洛桑旦增告诉记者。

黑龙江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康
马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永强介
绍说，近两年，我省陆续投入援藏资金850
万元，在康马县建设了17座这样的集中式
牲畜暖棚圈，未来还将根据各乡镇情况，
陆续规划投资建设更多的暖棚圈，助力康
马县畜牧业发展。

林口沙棘康马开花结果

日前，我省援藏工作队的队员忙着到
康马县各乡镇，查看指导寒地大果沙棘的

栽种。今年 4月末，黑龙江省第八批援藏
工作队又免费分发了 13.6 万株寒地大果
沙棘树苗到康马县的八乡一镇。

在康马县南尼乡南尼村一片山脚下
的砂石地上，从牡丹江林口县引进种植的
1400 多株寒地大果沙棘树已适应了高原
的土地和气候，在这里昂扬生长，为村里
再添一道绿色屏障。

“南尼村从2022年开始种植寒地大果
沙棘，第一年种了400株，成活率很高。今
年 5月初，在黑龙江省援藏工作队的指导
下，南尼村又新栽种了1000多株。不仅在
这里，乡政府院子里也种了，每年都结果，
结出的沙棘果很大。而且果树非常耐旱，
很适合这里。”南尼乡乡长陈善伟说到寒
地大果沙棘，赞不绝口。

黑龙江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张
伟向记者介绍，在援藏工作开展过程中，
工作队发现牡丹江市林口县种植的寒地

大果沙棘，其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
热、抗风沙等特性非常适合康马县，于是
2021年，黑龙江省援藏工作队将寒地大果
沙棘引入康马县，每年都为康马县各乡镇
免费提供沙棘树苗，并且通过援藏“三交”
项目，组织各乡镇人员到林口县实地学习
沙棘种植技术，邀请农技人员到康马县作
指导，希望在援藏项目的带动示范下，扶
持当地发展寒地大果沙棘种植产业，同时
有效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2021 年至 2024 年，黑龙江省援藏工
作队相继投入 312 万元援藏资金，通过公
开招标采购 61.6 万株寒地大果沙棘。截
至目前，增加国土绿化面积 3000 亩左右，
已形成持久稳定的生态防护效果。

嘎拉乡的农田不惧大旱天啦

在康马县嘎拉乡克村附近的空地，两
台钻井机正轰隆运转，施工人员抢抓施工

进度，确保项目能在今年 7月底如期完工
投入使用，以便在旱天来临时，可以辅助
灌溉农田和草地。

这是黑龙江省援藏工作队为农牧业发
展保驾护航的又一项目。我省投入480万
元援藏资金，建设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
抗旱应急机井工程。项目于4月27日开工
建设，包括新建机井6座，改造渠道196米，
新建渠道778米，交叉建筑物1项，水塘放
水洞维修工程1项，输电线路1项等附属工
程。工程建成后能够有效控灌嘎拉乡克村
及东嘎拉村耕地及草地面积755.2亩。

从改善放牧人员生活环境和牲畜饲
养环境，到农田、草场的灌溉，从引领培育
沙棘种植产业到巩固生态防护屏障……
这些仅是黑龙江省援藏工作队为康马县
农牧业发展所助的“一臂之力”。随着黑
龙江省援藏项目的深入实施，康马县农牧
业发展将迎来更为炫丽的春天。

康马迎来农牧新春天

（上接第一版）

高标准抓好田间管理

为高标准抓好大田作物田间管
理，江滨分公司组织技术人员积极踏
查地号，结合田间苗情实际，科学制
定农作物田间管理措施，在适宜地块
投入大型自走式喷雾机进行旱田苗
期灭草作业。

江滨分公司在细节上下功夫，严
把质量关，随车检查作业质量，确保
喷水量、雾化效果、喷幅达到标准，为
大田作物增产增收奠定基础。据了
解，使用大型高架自走式喷药机，具
有喷得匀、药量准的优点，可以增加
农药的有效利用率，降低种植成本。
此外，喷药机上全部安装AB点导航
系统，大大增加了智能自动作业效
率。

应用先进机械进行田间管理，农
业部门技术人员深入种植地块，结合
实际组织开展中耕镇压、深松放寒作
业，指导种植户抓紧时间除草施肥，
对缺苗断带地块及时进行补种。

技术指导面对面

“最近要注意根据叶龄看好水，
别错过促进分蘖的黄金期。”近日，江
滨分公司农业技术人员一边记录叶
龄诊断跟踪管理情况，一边嘱咐种植
户做好本田管理。

时下，水稻已经进入分蘖阶段，
吸收水肥能力逐渐加大。为此，江滨
分公司加强技术指导，充分应用叶龄
跟踪技术，指导种植户科学抓好水肥
管理工作，及时追施分蘖肥，保障作
物肥料需求。分公司组成党员干部
技术服务队，逐户走访、逐块查看，全
面了解秧苗长势，根据水稻生育进

程，进行面对面分类指导，提出切实
可行的技术管理意见。指导种植户
结合水温、土温、气温变化及实际苗
情，进行合理灌溉，以水调温、以水调
气、以水调肥，促进水稻健壮生长。

黑土沃野展新颜

春耕生产结束后，江滨分公司统
筹抓好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工作，将
田间管理与农业环境治理、农机具清
洗入库同安排、共推进，以规范化、标
准化、常态化农业生产环境管理助推
农业标准化提升。

为高标准做好春耕农机具入户
保养工作，江滨分公司利用晴好天气
对刚刚参加完春耕生产的农机具统
一进行清洗与保养。各管理区技术
人员将检修好的农机具进行统一编
号存档、统一管理，进一步提升管理
区农机管理水平，为明年的春耕工作
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公司同时积极引导种植户对
插秧后的池埂进行高标准修整。对
弯曲的池埂“削肥补瘦”，对破损的池
埂“修复整容”，做到池埂硬实、笔直、
格田整齐规范。对沟边、渠边、线杆
边、路边、林带边“五边”进行草坪式
管理。清除杂草、垃圾和农业生产残
留物，实现全面积、全方位干净、整
齐、美化，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
管理水平，确保农业生产更加规范。

下一步，江滨分公司将做好叶龄
跟踪、防病健身、科学施肥、植保作业
等工作，继续加强“数字+科学”夏
管，切实提高田间管理水平，充分发
挥科技助力农业振兴的叠加效应，通
过把“现代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
业”三者融会贯通，确保作物健壮生
长，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上科技 强管理 高标准
（上接第一版）投资热土敞开怀抱，发

展的绥芬河后劲十足。近年来，绥芬河与
北京、上海、深圳商会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天
津供销集团汽车产业园、北京天府盛边境
云仓等一批项目签约落地，实际利用内资
增长70%。北大荒俄粮进口加工、首站冷链
商品集散港等项目投入运营，对俄蜂产品
加工等一批引领型的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龙江交投互贸加工产业园、辛巴赫精酿啤
酒等老项目不断追加投资，推动经济通道
向通道经济转型发展。实施“管委会+公
司”改革，推行“一区多园”模式。综保区营

业收入突破100亿元，全国排名提升5位；边
合区贸易突破50亿元，拉动全市进口产品
落地加工率达到60%以上。

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走进绥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村特色
农业发展基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大棚映
入眼帘，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几年前，
绥东村建立了三大特色农业发展基地，基
地面积 100 余亩，共有大棚 80 余栋，年产
值达260余万元。

争先晋位，敢为人先。近年来，绥芬

河积极打造绥芬河自贸试验区企业家和
青年创业人才集聚平台，推进兴边富民，
2023 年，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位列全省县域第一位、第二位。
促进以商带农增收入，建立“龙头商贸企
业+产业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发展模
式，合力推广木耳、蔬菜等富硒作物种植，
产值相比普通木耳提高 24.5%，蓝洋经贸
公司获批国家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基地，维多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
选首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
范基地项目。释放电商消费聚人气，成功

举办中国主播龙江行“买俄货就来绥芬
河”、黑龙江首届俄蟹节等系列消费活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20 亿元，限上
企业达到 116 家、居全省县域首位。电商
企业发展到 163 家，从业人员近 4000 人，
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 2100 多家。密
切交流合作扩影响，举办中国国际口岸贸
易博览会、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等大
型活动，签署全省首个县级城市国际友城
协议，恢复中俄免签旅游团队通关业务，
全年接待游客198万人次，比2019年增长
83%。

绥芬河：县域经济活力四射

本报讯（周博 记者刘莉 李爱
民）近日，教育部正式同意以哈尔滨
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哈尔滨职
业技术大学。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
定为12000人。

首批设置智能控制技术、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电子商务、食品营养
与健康、制药工程技术5个职业本科
专业，今年将招收本科生360人。哈
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的设立，为龙江现
代职业教育发展补上“关键一环”。

该校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56

年。2002 年，学校由原哈尔滨市经
济管理干部学院等 8 所院校合并组
建。学校紧紧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逐步发展成
为以工为主，涵盖理、工、经、管、艺、
医等学科门类的省内知名综合性职
业院校，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优秀单
位、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立项
建设单位。在2024年“金平果”中国
高职高专院校综合竞争力排行中，该
校排名第 27 位、东北地区第 1 名，进
入全国五星级高等职业院校行列。

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立

本报8日讯（记者李雪君）8日，由省
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黑龙江小康龙江集
团有限公司打造的黑土优品体验馆暨小
康龙江供销商店正式营业。

供销商店内，来自龙江本地的大米、
菌菇、红肠、蓝莓制品等特色产品琳琅满
目；湖北的红茶、花茶，新疆的手剥烤核
桃、低氘水，西藏的青稞饼干、牦牛肉干

等其他地区农特产品摆满展柜，引得顾
客驻足观看。

黑龙江省小康龙江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茂介绍，供销商店总面
积439平方米，规划分为“黑土优品”产品
展销专区、小康龙江供销商店、俄罗斯产
品专区、供销系统产品专区等八个部分，
全店产品共计500余款。

其中，沙棘产品深度体验区打破了
传统的沙棘果汁售卖形式，推出了现榨
沙棘果汁，让消费者体验沙棘从鲜果到
果汁的全过程；“黑土优品”体验专区产
品多、种类全，专区内共展出了 285 款产
品；俄罗斯产品专区内，有包含巧克力、
饼干、面包、日用品在内的 120 余款产
品。同时，供销商店对接全国供销系统

资源，共设立25个省份供销专区，目前吉
林省供销社、福建省供销社的产品已经
正式进店，并在供销系统产品专区内进
行展出。此外，在省供销合作社的支持
下，供销商店还开设了西藏产品专区，专
门对接援藏第八批工作队，2024 年将为
西藏开展产品展销、直播带货、品牌宣传
等工作。

黑土优品体验馆暨小康龙江供销商店开业

本报8日讯（记者韩丽平）记者 8
日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能，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
场活力，哈尔滨市政府决定，6 月 9 日
起，开展 2024 哈尔滨“相约初夏 悦购
冰城”汽车展销节活动，将发放5500万
元补贴资金。其中，购买新车补贴资
金5000万元，购买二手车补贴资金500
万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凡在合作商户购买“国六”标准 7
座以下（含新能源车、皮卡车）家用新
乘用车的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
策后，分三档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

策。购买 20 万元（含）以下车辆，每台
车给予 3000元补贴；购买 20万元以上
至 40 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 4000
元补贴；购买40万元以上车辆，每台车
给予5000元补贴。

凡在合作商户购买 7 座及以下二
手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
购买 10 万元（含）以下车辆，每台车给
予1000元补贴；购买10万元以上至20
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 2000 元补
贴；购买20万元以上车辆，每台车给予
3000元补贴。

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处完成购车

后，自行下载云闪付并实名认证，进入
“黑龙江政府补贴”小程序哈尔滨购车
补贴专区，按要求将相关材料拍照上
传并提交申请。云闪付申报通道于 6
月14日8时开放。

哈尔滨发放购车补贴5500万元
本报8日讯（记者付宇）8 日，黑

龙江省“纵情初夏 粽香龙江”系列促
消费活动暨2024年鸡西端午美食节
活动启动。活动期间，鸡西市政府
投入促消费资金 50 万元，进一步推
动鸡西市餐饮行业发展，提升餐饮
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消费，
繁荣市场。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云闪
付平台支付满减，需使用云闪付APP
并绑定“62”开头的银联卡。活动共
设两档，活动期间每人每档可享受一
次优惠，采取用户出示云闪付付款
码：单笔消费200元（含）以上立减30
元，名额 8000个，金额 24万元；单笔
消费300元（含）以上立减50元，名额
5200个，金额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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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日讯（记者刘艳 刘瑞）8
日，哈尔滨市林草局联合道外区人
民政府，在哈东沿江湿地区域内的
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举办了以“人
与湿地和谐共生”为主题的黑龙江
湿地日暨哈尔滨湿地保护宣传月启
动仪式。

今年 6 月 10 日，是第 9 个黑龙
江湿地日，今年是《黑龙江湿地保护
条例》实施 21 周年。我省高度重视
湿地保护工作，《黑龙江省湿地保护
条例》规定，每年的 6 月为湿地保护
宣传月，6 月 10 日为黑龙江湿地日，
通过组织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
普及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

识，传播湿地文化，提高全社会湿地
保护意识。

活动现场，哈尔滨市湿地保护志
愿者宣读了《湿地保护倡议书》，哈尔
滨市湿地保护协会为哈市湿地保护
志愿者颁发“志愿者证”。活动现场
还开展了中小学生湿地绘画活动，最
美湿地摄影比赛启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湿地科普展板，
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游客派发湿地宣
传折页。当地村民还带来了舞狮、秧
歌等精彩的民俗表演。此外，活动还
邀请了哈尔滨市及周边地区居民走
进湿地，体验采摘露营和农耕文化，
感受湿地生态美景。

黑龙江湿地日暨哈尔滨湿地保护宣传月启动

本报8日讯（记者李淅 董云平）
8 日，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 2024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中公布了第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
人”评选及推介名单，由省文旅厅申
报的哈尔滨市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
入选本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并
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推介。这是我省
首次获得文物安全领域最高评选荣
誉。

为推动社会进一步关注文物安
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安全工
作，省文旅厅组织开展我省首届“最
美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推介活
动。经全省积极申报，采用“初评+网
络投票+复评”的方式，从文物、消防、
公安、社会志愿者等行业遴选出我省

首届“最美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
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最美

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活动的通知要
求，我省从全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中遴选典型代表向国家申报。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从31个省、
市（自治区）和国家有关部委申报的
推介候选人中，经初评、网络投票和
复评环节，最终评选出25个“最美文
物安全守护人”。

据悉，省文旅厅将通过发挥典型
人物事迹示范引领作用，弘扬基层人
员爱岗敬业精神，鼓励文物保护社会
组织、志愿者等积极参与文物安全监
督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安全
工作，进一步提升全省广大文物工作
者及社会力量保护文物的积极性。

哈尔滨市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

获评全国“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6月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内，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馆内的各种实物、图片、模型等
展品，展示了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目不暇接。一位家长说，领孩子来参观大学校园，能够
学习航天知识，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到航天馆

本报8日讯（记者付宇）8 日上
午，副省长余建深入哈尔滨市检查端
午节市场食品安全。

在哈尔信连锁超市王府井店，余
建在检查水果、蔬菜、畜禽肉、水产等
区域时强调，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要针对节日食
品消费高峰和风险集中特点，加强端
午节及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要聚焦群众关注的米面油、肉蛋
奶、水产品、时令果蔬等重点品种，加
大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力度，加强食品
安全风险排查治理。

在超市的生鲜区，余建仔细查看
了果蔬的标签标识、熟食的贮存方

式、鲜肉的检验检疫及保质期等情
况。他指出，要全面强化质量把控，
引导市场经营主体合法合规诚信经
营，坚决杜绝过期商品上架销售，为
群众提供优质放心食品。要创新监
管模式，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
等技术手段，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的
监管，切实提升监管效能。

在认真听取超市日常经营、食品
质量、货源供应、价格和安全等情况
后，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落靠
各项工作，严防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维护
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省领导检查节日市场食品安全

扫码见合作商户

本报8日讯（初东阳 曾嘉玲 记者白云
峰）8 日，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方正县
委宣传部、县文联、县妇联联合举办“情系端
午 非遗同行”方正剪纸进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方正剪纸协会开设“非遗大讲
堂”，向在场群众讲解方正剪纸的特色和保护
传承的历史价值。在育才社区，方正剪纸协
会的教师用娴熟的技艺现场手把手教学剪纸
技法，将龙舟、粽子、香包等端午元素融于剪
纸创作中，尽显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社区
居民手捧着亲手剪出的象征吉祥如意、平安
健康的剪纸作品，欢欢喜喜迎端午。

现场教学方正剪纸技法。
图片由方正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情系端午 非遗同行”
方正剪纸进社区

市场消费升温市场消费升温 文化活动丰富文化活动丰富

花样迎端午花样迎端午，，传统佳节传统佳节““热浪热浪””迭起迭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