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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 黑龙江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标准化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
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7月10日，全省标准化创新发展推进大会召开，进一步
明确坚持质量引领、标准先行，统筹推进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建设，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厚植竞争新优势，全
力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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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 韩丽 本报记者 曲静

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全省上下
认真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紧盯黑龙
江省开展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方案
总目标，聚焦八项标准化工程，扎实推进标准
化工作“四个转变”，着力探索服务现代化龙
江建设的新机制、新路径、新举措。试点以
来，我省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58
项，占任务目标的 76.3%；完成和在建国家级
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40个，占总目标的80%；
重点培育优质团体标准 277 项，企业自我声
明公开标准超过 5 万项，已提前完成任务。
在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的新赛道上，奋力谱
写着龙江标准化创新发展新篇章。

我省获批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以
来，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试点建设工作。省
政府常务会会前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全面部署标准化工作。2024年 4月 12
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签署了《关于共
同推进黑龙江省标准化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在推动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构
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等六个方面支
持我省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由42个省
直部门和13个市（地）政府（行署）组成的试点
工作专班，在省政府分管领导调度指挥下，多
次赴基层调研标准化需求。在黑土地保护利
用、卫生健康、知识产权、中医药、冰雪装备、
网络安全等领域相继成立省级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全方位推动标准化工作。

一个省级专班牵头抓总，各市（地）、各行
业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人
民群众共同参与的“1+7”工作模式运行良好，

“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
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高位推动
形成标准化工作新格局

构建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打造标准化创新试点“龙江样本”

黑龙江：谱写标准化创新发展

采取五项创新举措。加强省部战
略合作，省政府与国家标准委、国家体
育总局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制定标
准化激励政策，将支持标准化创新发展
试点建设写入省委、省政府《关于新时
代加快推动创新龙江建设的意见》，设
立黑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筹建黑龙
江省数字标准馆，完善具有龙江特色的
标准馆藏体系，开展标准数字化探索；
推动技术、标准、专利互动发展，实施标
准与科技成果转化“五化融合”，16 项
省级在研科技成果结题时转化为标准；
开展城市标准化工作，七台河市、哈尔
滨市松北区等 6 个市(县、区)创建城市
标准化试点。

开辟六条新路径。开展黑土地保
护利用标准攻坚，构建了黑土地保护利
用标准体系；开展北大荒农垦标准引
领，垦地共建，全省绿色有机种植面积
增加到 9400 万亩；开展制造业全产业
链对标达标质量提升行动，1189 户企
业对标产品 2071 项，制造业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开展冰雪产业标准提质工
程，广泛应用冰雪产业标准体系，促进

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俄罗斯标准
化（黑龙江）研究中心建设，开展中俄初
级产品标准比对研究，举办中俄标准化
双边会议，促进对俄贸易标准融通；强
化兴边富民标准支撑，满族旗袍制作工
艺、赫哲族鱼皮服饰等民俗标准支持少
数民族乡村振兴。

建立六项新机制。建立以八项标
准化工程为牵引的试点建设机制，带
动全省标准化水平整体提升；建立“龙
江品质”标识制度，2 项地方标准、13
项团体标准构建“龙江品质”标准体
系；建立技术专利标准导航机制，制定

《专利标准融合操作指南》和《地方标
准涉及专利处置指南》，推动专利、标
准融合发展；建立民营经济标准化合
作机制，指导、推动 38 家民营企业成
为标准创新型企业；建立地方标准实
施效果评估机制，制定《地方标准实施
效果评估工作指南》；建立区域标准协
同工作机制，四大煤城签署了矿山生
态修复区域协同标准化合作框架协
议，建立了“三省一区”北方物流标准
化联盟。

锐意改革 探索新机制、新路径、新举措

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
府与市场并重转变。全省自我
声明公开团体标准 273项、企业
标准 50378 项。市场经营主体
参与制定标准积极踊跃，哈尔
滨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制

《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远程手
术技术规范》等 3项手术机器人
领域团体标准，省粮油协会发
布黑龙江好粮油系列团体标
准，省林学会发布“九珍十八
品”全产业链团体标准，这些标
准的实施应用均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
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我省
新增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中，服
务业及社会事业试点占比达
45.5%。14 项产品和服务标准
成为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
省自然资源厅整合国土、地质、
矿产、测绘等领域标准化需求，
成立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构建了统一的自然资源
标准体系。哈尔滨市残联应用
实施涵盖 141项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和服务组织内

部标准构成的残疾人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体系，实践经验作为
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
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国
际标准化组织石油和天然气
工业技术委员会提高采收率
分委会（ISO/TC67/SC10）主席
和秘书处“落户”大庆油田。
大 庆 油 田 主 导 制 定 的 ISO
6398-1《包括低碳能源在内的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人工举升
用潜油直线电机系统 第 1 部
分：潜油直线电机》填补了我
国在采油设备领域发布国际
标准的空白。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有限公司在英国组
织召开 IEC/TC85 全体会议，
研究与 IEC/TC1 术语技术委
员会建立联合工作机制。我
省国际标准化组织国内技术
对口单位数量增至 18 个，29 家
企事业单位踊跃参加国际标
准化活动。中俄标准互认在
服务业领域取得突破，《跨境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双语团体
标准发布实施。

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黑龙江省
标准化条例》提交省人大年内
审定。《黑龙江省标准化创新发
展奖补资金项目实施细则》通
过专家评估论证。梳理排查与
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不符的地
方标准存量，集中废止、修订省
级地方标准 300 余项。制定实
施《黑龙江省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标准提
升行动方案》，以标准升级促进
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标
准化发展基础，获批国家光刻
机 产 业 计 量 测 试 中 心（哈 尔
滨），筹建超精密装备制造国家
标准质量实验室。省农科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等 4 家单
位承担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
情况统计分析任务。加强标准
化人才培养和宣传工作，参加
全国“1+X”标准编审培训班 19
期，114 人获得标准编审证书。
与国家标准委秘书处建立了标
准宣贯联系机制，向全省推送
标准宣贯资料 56 件次，在各类
媒体发稿千余篇。

创新发展推进标准化工作“四个转变”

试点以来，围绕我省“4567”产业振
兴，先后发布了冰雪产业、石墨新材料、
文化旅游、四大粮食作物、寒地园艺、寒
地中药材等标准体系汇编，制修订地方
标准 350项，为我省现代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标准技术支撑。支持品牌农
业建设，对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
盟等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开展大米、
黑木耳、纯牛奶等10类产品比对分析，
助力打造“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区
域公用品牌。支持冰雪产业发展，完善
冰雪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在冰雪装备、
冰雪文旅、冰雪体育等领域立项 26 项

地方标准，冰雪大世界、红河谷寒区汽
车测试有限公司开展国家级标准化试
点取得明显成效。支持制造业产业提
质，我省企业主导和参与制修订《绿色
制造 评价指标》等国家标准 232 项，制
修订《鳞片石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
地方标准 87 项，在高新技术、智能制
造、循环经济等领域获批 12 个国家级
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支持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在文旅、创意设计、康
养、电商、医疗卫生、家政等领域发布
47 项地方标准，培育 10 个国家级和 86
个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服务大局推动“4567”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全省标准化创新发展推进
大会召开后，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各市（地）政府（行署）将试
点工作摆上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研究提升试点成效的对策，积极
筹备召开部署落实大会精神的
会议，推动本地标准化创新发
展。各行业部门立足行业发展，
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和支撑作
用，深入研究本行业本领域标准
化创新发展的思路举措，加快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标准
研制应用，新增参与制修订国家
标准 9 项。参加会议的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提升了对标准化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加重视企
业标准化工作，企业申报标准创
新型企业的热情高涨，申报标准
创新型企业数量增至54家。

省市场监管局作为牵头部
门，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坚持系统观念，聚焦以标
准化支撑产业创新发展、服务农
业强省建设、打造向北开放新高
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等工作任务，细化全
省标准化创新发展推进大会工
作部署的贯彻落实举措，大力实
施现代农业品牌标准提升“一号
工程”、冰雪产业标准提质“二号

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筑
基“三号工程”；加强协调配合，
以标准为牵引促进产业提质，以
标准为核心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以标准为桥梁服务互联互通，以
标准为保障推进生态共融，与省
标准化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各成
员单位合力推进标准化建设各
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释放标准
化服务我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新动能，争取更多的龙江实践
成果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
至国际标准，为高质量振兴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聚力打造标准化
创新试点更多“龙江样本”。

助推高质量发展 打造标准化创新试点“龙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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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欣竹 赵航 记者吴树江）16 日，由鹤
岗市总工会主办的“烧烤见英姿 小串识匠心”2024
鹤岗市第二届串王争霸赛在萝北县名山镇黑龙江
畔举行。

此次比赛共有28支队伍参加，比赛内容分为规
定项目和自选项目两部分，评委们会根据食材的选
择、处理、烤制技巧、口味、造型等多个方面进行评
分和投票。火焰升腾，焦香扑鼻，参赛选手们在赛
场上展示着自己的精湛绝活和技艺，鹤岗小串的独
特味道萦绕整个名山、香飘界江。

本次活动旨在提升广大烧烤从业者劳动技能和
综合素质，培养选拔更多更优的烧烤行业高技能人
才，搭建鹤岗餐饮服务企业交流学习平台，进一步提
高鹤岗小串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擦亮“鹤岗小
串”城市名片，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称号增项
赋能，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市场活力，
吸引中外游客，促进鹤岗旅游业持续升温。

来，尝尝我家小串的味道。本报记者 吴树江摄

本报讯（记者刘楠 李民
峰）随着盛夏的到来，肇源县西
海湿地公园以其独特的湿地风
光和万亩清荷，成为了市民和
游客心中的避暑天堂。

该公园地处松嫩平原腹
地，位于松花江、嫩江两江北
岸，总面积达 280公顷，是肇源
县着力打造的近郊湿地公园。
目前，正值莲花盛放期，公园内
万朵莲花竞相绽放，与碧绿的
荷叶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生态画卷。除了赏荷，公
园内还设有观鸥亭、水上舞台
和休闲广场等景点，为游客提
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体验。

近年来，肇源县坚持“湿地
资源保护、科普宣传和生态旅
游于一体”的发展理念，通过实
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有效
提升了西海湿地公园的生态环
境质量。同时，该县还整合全
县旅游资源，推动全域旅游发
展，西海湿地公园作为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步成为推
动县域旅游产业稳步发展的新
引擎。今年初，西海湿地公园
更是荣获了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称号，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
和吸引力。

荡舟万亩荷塘，如临仙境。
图片由肇源县委宣传部提

供

北国小九寨
□郑文超 顾妍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进入暑期，龙江森工柴河局公司威虎山九寨景区
迎来旅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走进这片充满生态魅
力与人文底蕴的旅游胜地，领略独特自然风光。

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溪流潺潺。时下，走进柴河局公
司威虎山九寨景区，仿佛置身于一幅生动的山水画卷。沿
着蜿蜒的林间栈道前行，游客们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溪流在
山间流淌，感叹情侣峰的鬼斧神工，体验穿越水帘洞的惊险
刺激，感受九天瀑布的雄浑力量。玻璃栈道则是勇敢者的游
戏，它高悬于半空之中，游客行走其上，仿佛漫步云端，四周
是绝美风光，既惊险刺激又能将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是大庆来的。感觉景区的空气特别清新，环境特
别舒适，都有点醉氧了。”游客张女士说。

为迎接旅游黄金季的到来，威虎山景区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工作。威虎山九寨、水上乐园、漂流、莲花湖四大景区
联动，实现一体畅游。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维
护力度，充实景区服务人员，强化专业技能培训，确保每
位游客都能得到优质的服务体验。

人在画中游。 本报记者 李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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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蓝莓

16日，在伊春市友好万亩蓝莓产业园，硕果满枝、人
头攒动，“扮靓生态林都 赋能莓好生活”中国伊春第十
一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此启幕。图为游客采摘品尝
蓝莓。 图片由伊春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