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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田晓慧
本报记者 杜怀宇

时下，头茬木耳迎来收获采摘期。
走进绥芬河市建新村维多宝有机木耳
种植基地的大棚，工人正在忙碌地进行
头茬木耳采摘工作，他们一边按照标准
挑选，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摘下，确保每
一朵木耳都饱满、完整。

“我在维多宝采摘木耳七年了，去
年在维多宝的带动下，承包了 2 栋大棚，
种植了 6 万袋黑木耳，收入挺好，今年我
继续承包了 2 栋，看着长势非常满意。

家里的木耳大棚忙完了，来维多宝采摘
木耳，多挣点。”看着菌包上朵朵绽放的
肥嫩“头茬耳”，村民王喜利边说边忙着
采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建新村党支部书记秦思坤介绍，木
耳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效益好，在维多
宝的带动下，建新村的木耳产业逐年扩
大，从种植到采摘，木耳产业发展不仅
把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优势，更为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据了解，2024 年绥芬河市共种
植木耳 2520 万袋，现在均进入采摘期，
预计可以采摘 260 万斤。

基地里还有 4 栋特殊的大棚，种植的
不是木耳，而是蟠桃。去年，建新村与南
寒村联合种植蟠桃，一上市就抢购一空，
这让南寒村党支部书记刘颖奇信心倍增，
今年又在南寒村桃花岛扩种 30 棵桃树。
为了保证桃子的质量和产量，蟠桃园一直
采用人工除草、施用绿色有机肥等生态种

植方式，对桃树实行精细化管理。“希望通
过科学的种植，今年的蟠桃能个头大、裂
果少、甜度高。”刘颖奇满怀期待。

与此同时，南寒村桃花岛草莓大棚
已经开始清理草莓秧苗，涵养土壤，准
备下一季的种植。端午假期，草莓园迎
来了采摘小高峰，许多市民前来体验采
摘的乐趣。从去年九月开始种植，今年
一月开始采摘，村民们忙碌了大半年，
也鼓起了“钱袋子”。勤劳的村民们在
田间地头繁忙的劳作，并翘首等待下一
个丰收季。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
百姓。近年来，绥芬河市坚持把产业培
育和转型升级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抓手，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特色产
业、积极探索新兴产业，在大棚经济上
下足功夫，使温室大棚成为带动农民增
收 致 富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的 一 把“ 金 钥
匙”。

大棚里迎来丰收季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扎实开展“抓基层、打基础、强落
实、见实效”活动的重要载体，聚焦数
字赋能政务服务、全面助力企业发
展、强化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不断
深化“三实”举措，以能力作风提升推
动营商环境优化，为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强化数字赋能
政务服务出“实”策

该市始终以更高效率、更高标准
推进数字化改革，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质效。拓展“互联网+住房公积金”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等网
办业务，推进数据共享便捷服务，实
现全省范围内营业执照、社保卡、不
动产权证书等71项数据信息共享，让
数据多跑、群众少跑。深入推进数字
化智慧升级，促进业务科学分流、优
化办理，采购利旧改造评价器和取号
机 7 台，实现 36 个政务中心窗口呼
叫、评价全覆盖。拓展完善“绥意办”
平台功能，426 项事项实现“全省通
办”，143项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打
造“15分钟政务便民圈”，形成绥芬河
市“就近办”事项清单 115 项，全面推
进“一窗受理”“一站办理”“全程网
办”，14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
网办”，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达
到100%。

精准靶向发力
为企服务见“实”效

始终将提升服务本领作为优化
营商环境的“头号工程”，全力打通政
企沟通壁垒、优化为企服务流程。开
通重大投资项目绿色通道，持续打造

“多证合一”“多评合一”“多图联审”
“多方案合审”运行机制，项目环评审
批时间压缩至 84%。当好优质服务

“店小二”，依托志愿者服务站、老年
人服务专区、俄罗斯人服务专区“一
站两区”式载体，提供“帮代办”服务

60 余次，建立健全外国人缴存公积金制度，为外国人
来华投资、创业提供便利服务，极大提高企业满意度。
打造全省首家线下全链条式政企沟通新阵地“企业之
家”，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打造“俄罗斯人一站式综合
服务体”，促进“政企”沟通交流，为企业发展、项目落地
创造良好环境。充分运用“4+3”工作制度，畅通企业
投诉反馈渠道，精准追踪社会热点焦点，妥善解决企业
诉求5件，受理热线咨询1879件。

创新监管方式
信用建设亮“实”招

绥芬河始终把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点任务，努力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社会氛
围，为打造公平诚信的营商环境添彩助力。充分发挥
信用数据要素价值，赋能信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通过
从“0”到优统筹推动信用深度融合，推动宣传培育、平
台建设、政务诚信、激励机制四个“强化”，推行“信”治
理、“信”监管、“信”承诺、“信”评价、“信”场景 5 种举
措，用好个人积分试点工程的实体化运行、口岸“信”课
堂的全景式讲授、“信用+12345”接诉即办便民热线的
快捷应用3种方式，拓展“码上诚信”应用场景，全力叫
响“绥信0453”品牌，在建筑业等16个领域出台分级分
类监管制度，织密织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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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付晓军 本报记者 杜怀宇

今年以来，绥芬河自贸片区高度重视边境贸
易创新发展工作，以“互市贸易+落地加工”模式
为核心，发挥“一区引领、多区联动”的平台作用，
完善互贸进口商品产业链条，多措并举，加快边
境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集群建设。

今年 3 月，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
园区正式运营。截至目前，园区已经进驻 9 家来
自北京、山东、宁夏等地的加工企业，园区厂房使
用率达 82%，这些企业从俄罗斯进口亚麻籽、大豆
等原料，到园区落地加工成食用油、混合饲料
等。园区内企业以进口粮食产业链为依托，发展
迅速。

记者采访时看到，位于 1 号厂房的中赫粮油
正开足马力，为苏州一家企业加工 20 吨的亚麻籽
油。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园区总占地
面积 2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53 万平方米，综
合投资约 5 亿元，运营达产后可实现十万吨级储
粮规模，年加工油脂类和饲料类俄粮 50 万吨，实
现总产值 20 亿元。

龙江交投绥龙高公司园区运营负责人宗俊哲
说，《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出台，
对互市贸易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进一
步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未来我们将充分利用政
策的优势，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带动边民创收致
富，助力国家兴边富民行动落实落靠。

近年来，绥芬河自贸片区围绕互市贸易落地
加工开展全链条创新，将政策叠加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推动了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规模
不断壮大，先后实现了亚麻籽、大豆、燕麦、冷冻扇
贝、牛肉等品种的落地加工。今年以来，互市贸易
进口落地加工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3867%。

绥芬河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武秀凯说：“我们
与地方的商务、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协同联动，充
分利用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的试点政
策，支持自贸片区扩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园区建
设，吸引了包括粮食、肉类等产品的加工企业在边
境地区集聚，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繁荣发展。”

放大互贸政策优势
加快产业集群建设

□付晓军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近日，绥芬河市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
上海的“候鸟老人”抵达此地，开启他们的夏日避
暑之行。

76 岁的朱大爷从上海来，今年是第四年来绥
芬河旅居避暑，朱大爷说：“感觉绥芬河夏季清爽
宜人有吸引力，黑土地培养的人也朴实、真诚。”

绥芬河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辖区面积 460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75.85%，负氧离子高，年
空气良好天数超过 345 天，夏季平均气温 18.4℃ ，
夏无酷暑，群山环绕，清爽宜人，是天然氧吧和避
暑胜地，正逐渐成为众多“候鸟老人”避暑的热门
选择。

同是避暑一员的胡菊珍说：“我们到这边感觉
气候太好了，我因为有高血压，在上海到夏天的
时候要开空调，空调一开我肩都疼，很难受；在这
边就不需要吹空调了。”

来此地的老人们表示，他们一直向往能找到
一个清凉舒适的地方避开夏日的酷热，而绥芬河
市成为了他们的理想选择。据了解，后续还有来
自北京、浙江等地的百余名老人已经在绥芬河订
好了房间，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陆续入
住。

绥芬河市敬老院副院长滕守成说，“为了保证
这些老人住得舒服，我们做了详细的规划，包括
每周带老人出去购物，有专门的服务车接送站，
老人有出游计划的，我们都积极帮着联系。”

“候鸟老人”组团避暑

本报讯（鲁静 记者杜怀宇）近日，由绥芬河市残
联与市教育局联合成立的市残疾人电商培训基地在
市职教中心揭牌。同时市残疾人电商培训基地开展
了第一期电商培训，对残疾人及其家属进行免费培
训。

本次培训学员 26人，为期 5天。市职教中心教
师针对残疾人特点，围绕电商基础入门、视频剪辑、
直播等内容，采取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培训，贴合了残疾人特点和居家就业需求。
通过集中培训、实践指导，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够掌握
过硬技能。这次培训不仅促进了残疾人就业多元化
发展，同时拓宽了他们的就业渠道，增强了残疾人就
业创业的信心。

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关注残疾人的就业需求
和市场变化，不断完善培训体系和服务机制，为更多
的残疾人提供多层次、全方位就业服务。

残疾人电商培训
助就业

龙江交投绥芬河国际物流港加工园区。

致力于将教育资源“引进来”，让优
秀师生“走出去”，绥芬河市与俄罗斯乌
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波格拉尼
奇内区、阿穆尔共青城、阿尔乔姆市、萨
哈（雅库特）共和国阿姆金斯基区等近
20 个俄方教育部门建立联系，并与俄
方多地教育部门签订《教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黑龙
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多所高校
签订深度合作协议，为绥芬河俄语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提供高水平师资力量。
同时，联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
大学、海事学院等高校对接省内多所院
校，搭建“国内国外、院校合作”的跨境
平台。

很多从绥芬河走出去的师生，已经
借助俄语学习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
路。绥芬河市职教中心商务俄语专业
毕业生王如博，如今在安德龙集团驻莫
斯科办事处工作，从事高级俄语翻译。
王如博零起点进入绥芬河市职教中心
开始学习俄语，在校期间曾获得黑龙江
省第五届俄语风采大赛冠军，作为黑龙
江省高中组选手代表赴符拉迪沃斯托

克参加国际俄语大赛，并在大赛中获最
佳表达奖。毕业后王如博在安德龙集
团公司驻符拉迪沃斯托克事处从事翻
译工作，由于表现优异，工作一年后调
到莫斯科总部发展，成为该公司的首席
翻译。

为了更好地搭建特色教学平台，该
市将俄语教学“体系化”，出台《绥芬河
市全体系俄语教学实施方案》，幼儿园
开展俄语启蒙，中小学设立俄语班，高
中开设“零起点班”，职业教育实施“俄
语+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体系全学
段俄语教学全覆盖。同时，职业高中针
对旅游市场对俄语人才的需求，通过

“线上+线下”订单式培养，每年开展外
贸俄语相关培训1000余人次，录播“绥
我学俄语”系列抖音作品46期，浏览量
60万余人次。绥芬河市高级中学作为
全国优秀毕业生公派赴俄留学项目基
地，中俄双方互派51名师生实习实训，
共计 105 名优秀应届俄语毕业生被莫
斯科大学、远东联邦大学、新西伯利亚
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录取。

培养俄语人才 打造院校合作跨境平台

绥芬河绥芬河口岸优势释放
教育交流再升级

□文/摄 黄彬 本报记者 杜怀宇

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绥芬河
教育事业发展步
伐强劲，这座承接
东西方文化碰撞
的城市积极响应
我省“教育向北开
放促进行动”，以
区域教育高质量
发展推动教育强
国建设，充分发挥
口岸区位优势，在
对外文化交流、人
才培养等方面走
出特色发展之路。

借助地缘优势，绥芬河因地制宜，在教育
领域“向北开放”，打造文化交流平台。绥芬
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绥芬河
市教育局相继与俄罗斯全俄海洋儿童中心、
符拉迪沃斯托克青少年夏令营基地、潜艇博
物馆等10个俄方教育基地对接，设计开发以
牡丹江为轴、绥芬河为通道、联动牡丹江域内
研学资源的中俄研学线路 5 条，对俄研学课
程 114 节。2023 年以来，分别与俄罗斯滨海
边疆区共青城市、游击队城市、阿尔乔姆市、
拉左市、哈罗尔地区、纳霍德卡等多个城市开
展中小学生研学交流活动15次，4000余名俄
罗斯师生近距离聆听中国历史，沉浸式体验
剪纸、京剧演绎，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进一步推动中俄教育合作。

该市先后开展“汉语桥”“五彩边城”“第
九届中俄文化节”“相约金秋”等中俄品牌交
流展演系列活动 8 场；举办第七届中俄体育
大会、第四届中俄青少年篮球赛、羽毛球赛、
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等中俄体育赛事活动
20 余场，近 8000 名中俄学生参与；联合文旅
等部门组织承办油画展、国际摄影展、中国油
画名家行等各类社会参与度高、具有民间特
色的国际交流活动60余场，参与人次过万。

突出口岸特色
打造文化交流枢纽

夏日里，在绥芬河的校园内经常能
看见俄罗斯中学生的身影，他们在课堂
上认真学习，在书吧里展露笑颜，在操
场上起跳奔跑。

日前，来自俄罗斯波格拉尼奇内区
的10名中学生，来到绥芬河市进行为期
6天的家庭互访交流活动。中俄两国孩
子一起学习生活，开启一场特殊的“留学
经历”。据了解，此项活动自2006年至今
已延续近20年，中俄双方互派中小学生
到双方家庭开展互访交流已成为常态
化，为中俄文化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

阜宁小学的版画课是该校的特色
课程，课堂上，中俄学生结对学习制作版
画，激发了学生绘画兴趣，锻炼了动手能
力。在第二中学的操场上，孩子们尽情
挥洒汗水，通过篮球交流，共同感受到运
动带来的喜悦。悦读书吧里，两国学生
一起阅读和剪纸，他们通过书籍，跨越语
言和文化的界限，相互分享知识与感悟，
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孩子们用五颜六色
的彩纸剪出一幅幅美丽窗花，在指尖感

受着两国文化的魅力。
俄语互动课上欢声笑语不断，学生

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尽情探索语言
的奇妙。音乐课上，歌声伴随着舞蹈，
轻松的氛围里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来
到第二小学，俄罗斯孩子们不仅能够看
到赏心悦目的茶艺展示，还能在泡茶品
茶中感受到茶叶的清香，静静品味中国
茶文化。操场上踢毽子、跳大绳、做间
操……欢声笑语不断，运动没有国界。

孩子们还一同参观了绥芬河和平
天使嘎丽娅纪念馆，了解中俄友谊和平
天使嘎丽娅的英雄故事，在交流互动中
使得中俄友谊薪火相传。

在此次互访交流期间，中俄两国的
孩子们通过亲密互动，收获了珍贵的友
谊和难忘的经历，拓宽了视野，增长了
见识，更建立了深厚的文化联系。俄罗
斯学生艾米尔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收
获，学习和生活都很满意。中俄中学生
们体验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
让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碰撞。

中小学互动研学 友好情谊扎根心中

晾晒木耳晾晒木耳。。维多宝有机木耳种植基地维多宝有机木耳种植基地。。

夏日绥芬河夏日绥芬河。。

中俄学生学习古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