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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国玉）在“6·9”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6月7日到省档案馆调
研档案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时代档案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
展，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贡
献档案力量。

黑龙江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许勤走进
省档案馆，察看总控室、裱糊室、查阅中心和特藏档案，参
观黑龙江历史记忆展览，了解档案收集整理、保管保护、
开发利用等工作，对省档案馆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主动服
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档案工作者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豪感，厚植档案情怀，提升
专业素养，涵养职业操守，争当档案领域工匠大师。要求

省档案馆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发挥档案资政作用，增强
文化教育功能，让档案库成为思想库、知识库、数据库，更
好服务发展、服务群众。

调研中许勤指出，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
社会，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全省各级档案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档案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档案工作姓党”政治属性，担起为党
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重要职责，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
穿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档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
治方向前进。要存好用好档案资源，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
政育人重要作用，全面做好档案收集管理，深入开展档案
编研工作，保管好利用好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的龙江红色
档案，记录好留存好推进强国复兴伟业中的龙江奋斗实

践，用档案铭刻历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
要提升档案治理效能，宣传贯彻档案法及实施条例，加快
修订地方性法规，积极推进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着力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档案安全防线，加
强档案馆库建设管理，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安全。

许勤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强化
档案部门自身建设，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化能力作
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档案干部人才队伍，抓好档案
知识宣传普及，引导社会公众认识档案价值、增强档案意
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档案工作良好氛围，不断开创龙
江档案事业发展新局面。

张安顺及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许勤在省档案馆调研时强调

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推动新时代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张安顺参加

□张明宇 本报记者 杜怀宇

2023年，绥芬河外贸实现 237.7亿元，同比增
长 28.2%，经济复苏、贸易回暖、消费回升、人员回
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重回全省前 10、排名第 4
位、晋升41位。

一个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幢幢现代化厂
房拔地而起、一亩亩高标准农田耕作繁忙……绥
芬河人民勇立潮头、砥砺奋进，处处展现出靓丽
新姿。

“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近年来，绥芬河
市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系
列部署，聚焦区位优势、先发优势、资源优势、人
才优势，提升枢纽能级、贸易能级、产业能级、创
富能级，持续做大总量、擦亮特色，县域综合实力
持续提升，走出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绥芬河
路径。

畅通县域经济循环

装载机在材料堆间辗转腾挪，挖掘机掘地铲
土，自卸汽车穿梭往来，洒水车紧随其后……日
前，在绥芬河市滨绥铁路施工现场，随着首个工点
进场施工，拉开了今年中欧班列“东通道”绥芬河、
满洲里、同江铁路口岸后方通道扩能改造建设的
序幕。

绥芬河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是连接
东北亚和走向亚太地区的“黄金通道”。近年
来，绥芬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成立“大
口岸”工作专班，探索铁路口岸国际联运“宽轨
重出”“窄轨重回”交车模式，公路口岸重进重出
及对等运输取得战略性破题，中方车辆进出境
从日均 3 辆提升到 70 辆，单日最高进出境货车
351辆，打破历史纪录。成功开通以国际公路运
输公约（TIR）方式出口货物，“铁路快通”监管模
式落地运行，开发陆海联运、中俄直列等特色班
列，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 2600列。肉类、中药材
进口口岸完成验收，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监管仓
开工建设，特殊口岸资质达到 10项，俄进口商品
集散交易市场形成规模，全国 70%的俄罗斯阔叶
材质地板表板出自绥芬河。

筑牢县域经济基础

5月24日，在绥芬河国际跨境电商监管场地，
一辆满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货车正在接受海
关关员现场查验后出境。据统计，2024年前 4个
月，绥芬河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76.3 亿元，同
比增长27%。

2023年，绥芬河招引俄百强外贸企业和省内
外在绥过货企业注册落地，扩大木材、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规模，服装等出
口实现翻番，全年新增有实绩的外贸企业 121家。同时，挖掘贸易新品种，
鲜活帝王蟹、牛肉等 7个新商品实现首次进口，汽车、农机等出口实现从无
到有的突破，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占比提升12.7%。此外，推动传统商贸向新
业态新模式转型，市场采购贸易突破10亿元，跨境电商贸易额突破20亿元、
增长 3倍，互市贸易额占全省 75%，带动快递发件量达到 3900余万件，居全
省县域首位。

增强县域经济动能

“开通区内直转业务后，我们公司全年能节省区外仓储和区内装卸费用
80余万元，物流运输费用也将节省30余万元。”日前，我省首单“区内直转”
业务正式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落地，得知这一消息后，丰缘（绥芬河）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张民喜上眉梢。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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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史而新 凝聚起奋进
新 时 代 的 磅 礴 伟 力
黑龙江省档案馆建馆 60周年综述

□刘项旭 本报记者 董盈

驱车沿着 562 国道深入日喀则市康
马县，年楚河如玉带流淌于高山之间的山
谷，河岸上青稞绿意渐浓，岸边草地上觅
食的羊群悠闲自在。康马县平均海拔
4300 米，是黑龙江省对口支援西藏日喀
则市的三个县当中海拔最高的，与不丹王
国接壤，是典型的以高山牧业为主的半农
半牧边境县。

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工作办法，
因地制宜开展援藏工作，推动康马县农牧
业发展成为我省援藏工作队的工作重点
之一。投入援藏资金兴建牛羊暖圈、引进
种植大果沙棘、援建抗旱应急机井……一
批助推当地农牧业发展的黑龙江援藏项
目在康马县落地建设，成就了一个个雪域
高原上的暖心工程、民心工程。

牧民赶着牛羊住进暖房子

车辆沿着 562 国道途经康马县少岗

乡，路边一处融合藏式与现代风格的建
筑分外吸睛。这是我省第八批援藏工作
队为少岗乡援建的牛羊暖圈项目。“这两
个暖圈约 1200 平方米，饲养着乡里两个
自然村的羊，饲养环境变好了，今年羊群
又下了很多小羊，目前羊的数量已经增
长到 1600 只。”少岗乡副乡长洛桑旦增
笑着说，随着我省援藏暖圈项目深入实
施，康马县少岗乡畜牧业发展迎来了新
的春天。

牲畜饲养环境的改善对于提升畜牧
业生产效益至关重要。过去传统的村民
自建简易暖圈结构简单，多由木材、石头
和稻草等搭建而成，防风防雨性能差、保
温效果不佳，还经常遭受野生动物袭击，
为农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我
省援建的暖圈项目采用水泥和钢筋作为
主要建材，配备了牲畜场地、放牧人员宿
舍、饲草库等功能房，大大改善了放牧人
员生产生活环境和牲畜饲养环境。

（下转第二版）

龙江援藏成果行系列报道②

康马迎来农牧新春天

□文/摄 韩玉红 刘泽峰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当前正是夏管关键时期，北大荒农业股份江滨分公
司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充分发挥组织
化、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优势，抢农时、上科
技、强管理；采取“数字+科学”方式开展无人机施肥、除
草；现代化农机中耕深松、施肥灭草、追肥化控、防病健
身，高质量开展夏管，确保作物安全成熟。

田间气象站助力稳产增收

与往年不同，今年江滨分公司的农田迎来了许多“新
伙伴”，满身的“智慧”技能，悉心呵护着水稻苗的茁壮成
长。“这套设备是小型气象监测站，传感器对光照、温湿

度、风速风向等气象要素进行实时监测，我们通过手机
APP可以看到针对特定作物提供气象预警，及时掌握气
象参数，适时种植、管理农田，为水稻生长创造良好的环
境。”德山管理区种植户李平介绍说。

目前在江滨分公司高标准示范田里全部安装了智能
田间气象站，他们还积极探索“数字农具”助力农业生
产。依托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让种植户从会种地
到“慧”种地。以前的种植户经常往田里跑，现在在家通
过手机，就能快速了解稻田的生长情况和天气、土壤墒情
等，除虫、施肥等都会及时提醒。

无人机喷肥“挑大梁”

清晨，记者在江滨分公司德山管理区看到，无人机正

在对种植户王龙家的稻田地喷施水稻返青肥。有着两年
“飞龄”的无人机飞手张磊介绍，无人机在清晨和傍晚作
业，能使肥料和药物喷洒得更均匀，作业效率远高于人
工，作业质量比传统农机更好。

随着农业生产全面进入夏管阶段，无人机成为这个
分公司植保的“主角”。据了解，无人机提前设定好飞行
路线和施肥参数，就能按照指令快速准确地完成施肥任
务，不但作业效率高，还减少了人力成本，提升了肥料利
用率。无人机作业时能使植株的叶子背面及茎秆都充分
着药着肥，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基础上，还有效地提升杀虫
效果和肥料利用率，降低肥料和农药使用量。

（下转第二版）
图为现代化农机正在施肥灭草。

上科技 强管理 高标准
北大荒慧夏管为稳产增收夯基础

黑龙江援建的牛羊暖圈改善了少岗乡牲畜饲养环境。 本报记者 董盈摄

档案工作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兰台。宋玉《风赋》序：“楚
襄王游於兰台之宫……”刘勰《文
心雕龙》时序：“唯齐楚两国，颇有
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
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
于风云。”唐代曾改“秘书省”为“兰
台”，经千年文化传承，“兰台”一词
现已成为档案工作的代名词。

6 月 9 日是第 17 个国际档案
日。今年，国家各级档案部门宣传
活动日的主题是“筑梦现代化 奋
斗兰台人”。

档案工作可存史。全宗乾坤
大，卷册日月长。档案是过去和现
在各种活动直接形成的历史记
录。无论是泛黄的文字，还是生动

的影像，都蕴藏着宝贵的原始信
息。海量档案唤醒历史记忆，讲述
着最好听的龙江故事。

档案工作可资政。档案卷帙
浩繁，开卷尽览古今。各级档案馆
所藏档案资源门类齐全，内容丰
富，是智慧的“富矿”。兰台人坚守
初心、秉持恒心、传承匠心，接续奋
斗、砥砺奋进，赋能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振兴。

档案工作可育人。镌刻时代
足迹，筑就历史丰碑。各级档案馆
化身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机关党建活动教育基地，彰
显以档育人新功能，亮出凝心铸魂
新名片，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
更充盈。

埋首故纸心如潜，默守兰台历
霜华。我们向全国的档案工作者
致敬！

为国守史 筑梦兰台
□樊金钢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申铖）记者从财政部了
解到，财政部近日下达 2024年财政贴息和奖补资金 64.4
亿元，用于 2024 年汽车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资金预
拨。

根据财政部日前发布的关于下达2024年汽车以旧换

新补贴中央财政预拨资金预算的通知，上述资金收入列
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08结算补助收入”，项目
名称为“体制结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财政部要求，各
地有关部门要加强资金和绩效管理，严格把关，确保资金
及时到位、安全有效。

中央财政下达汽车
以旧换新补贴资金64.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