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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春海 记者吴树江）为让孩子们快
乐成长，让家长安心工作，暑假伊始，鹤岗市教育
局南山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暑期班就开课了。

据悉，鹤岗市南山青少年活动中心已连续14
年开展公益性爱心托管服务，今年开设了科技
类、书画类、艺体类、语言文学类等 25 门专业课
程，共30个学生社团，预计服务青少年近万人次，
旨在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更为优质的校外教育平
台，在家门口度过愉快的暑期时光。

孩子们在活动中心学习乐器。 刘春海摄

快乐过暑假

本报讯（高媛 记者吴树江）鹤岗市工农区人
民法院着力构建数字法院体系，切实减轻群众诉
累。

据了解，该法院一是打造全流程一站式诉
讼服务体系。开通一站式诉讼服务窗口，为当
事人提供立案、咨询、执行等一号通办服务，当
事人可通过手机小程序进行民事和执行案件立
案、在线法律咨询等业务办理，年初以来，共接
收当事人咨询 3000 余人次，接通率 99.75%。二
是积极推广智能服务平台。推广使用鉴定、在
线保全、送达等平台，实现在线委托鉴定等功
能，提高办案效率。三是抓实诉源治理。实施
多方联合，形成“法院+司法局”“法院+仲裁委”

“法院+保险公司”等调解方式，与所辖 14 个社
区构建“法院+社区”调解机制，法官与社区调解
员“一对一”结成调解小组，推动审判触角延伸到
基层。

“数字法院”便捷办案

本报讯（王慧 李畅 记者吴树江）日前，鹤岗
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积极引导本市司法鉴定机
构天正司法鉴定中心把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司法鉴
定为民举措，积极推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落地
生效，实现司法鉴定服务优化、司法鉴定质量提
升，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鉴定工作的满意
度、获得感、安全感。

上门鉴定解民忧，真诚服务暖民心。为加快
鉴定工作流转速度，缩短鉴定周期，天正司法鉴定
中心认真做好延伸服务工作，向当事人提供司法
技术咨询，告知当事人应准备的相关鉴定材料，并
对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预审，省去当事人
因不懂程序反复奔波，确保了鉴定工作顺利进
行。天正司法鉴定提出10项便民举措以及“鉴定
不求人”10项承诺，并公布上墙，更好地为人民群
众做好司法鉴定工作。

优化司法鉴定服务

本报讯（吴晓丽 记者吴树江）截至 7月底，鹤
岗市成功组建了康养、汽车维修、畜禽生产技术3
个“政校企”技能人才培养联盟。联盟的组建是鹤
岗市人社局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有
关要求，致力为鹤岗产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的又一创新举措。

据悉，自联盟成立以来，50 余家单位入盟，
100余名学生到成员单位实习实训，参与实际的
生产和管理，60 余名教师到企业指导实践、送
技能，组织培训技能人才 300 余人。组织开展
技能人才等级评价工作，共同制定技能人才培
养计划和课程体系，积极为学生搭建实习实训
平台，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探索开展项
目合作和技术创新，实现成员单位设施设备、
师资生源、项目投资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产生

“1＋1＞2”的协同效应，为推动鹤岗市产业发
展注入新的动能。

“政校企”携手育才

本报讯（王加芳记者吴树江）近来，绥滨县
绥滨镇吉长村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逐渐提
升。这得益于该县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全面提升网格化治理能力，激发党员干部服务
群众热情，构建了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

据悉，吉长村搭建服务平台，拓宽网格治
理新渠道，建立了由村党支部牵头、党员群
众参与、凝聚各方力量的网格治理格局，将

全村划分为 3个网格，组建由镇包村领导、村
“两委”成员、驻村干部等构成的“三级网格”
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村民信息采集、矛盾
纠纷调解、社会治安巡查、政策法规宣传等活
动。有效实现了村民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
出村，服务送到家门口的目标。这个村全面
激活文化资源内生力量，村党支部积极挖掘
村内文艺能人，壮大村文化队伍，通过文艺演

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在
全村营造出“人人有责、家家参与、户户受益”
的浓厚氛围。依托“村规民约”“红黑榜”等形
式，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效力，收集民情民意、
解决群众诉求，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诉求
30 余项，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激发基
层治理活力。

村民事“格”中办

本报讯（陈丽娜 记者吴树江）日前，鹤岗市以
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以思想转变
带动机制转变、作风转变、能力提升。通过向政策
理论学、向先进典型学、向身边榜样学，深入座谈
研讨，召开县域经济发展座谈会，探索形成了一批
新机制、新办法，为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能。

通过“信用轨迹”数据模型，免费为经营主体
提供“增容报告”，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 7000 余
次，为融资担保事前风险提供良性屏障超2000万
元。

在全省首创“水资源+检察官”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将取水户信息进行“身份证式”管理；在全省
首创“法院+不动产”遗产继承房屋登记变更“直
通车”机制等，平均办理时长由原来 10 天以上缩
短至即时办结，最大限度节约当事人时间成本和
经济成本。

创新机制提效能

□潘雪 本报记者 吴树江

“我们是一家以经营木材加
工、家具制造、工艺品制造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研发制造公司，设
计的产品远销美国、西班牙等
国。企业将继续加强工业设计
水平，进一步完善企业发展和生
产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市场核心
竞争力。”鹤岗格润森博木业有
限公司经理乔树海说。

鹤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围绕自然资
源、绿色农产品、历史文化等优
势，开展多领域深入对接，不断
挖掘产业发展潜能，激活产业创
新创造活力。

鹤岗市发挥资源优势，着
力在活动形式和活动载体上加
强创新，进一步激发创意设计
产业发展活力。举办鹤岗市创
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题培训，创
意设计产业专班等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及 50 余家相关企业代表
参加活动。开展黑龙江创意设
计精品展——鹤岗专场活动，
现场展出创意设计作品 30 余
件，在拓展新视野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鹤岗市创意设计者们的
创新创造能力。举办“美好生
活 鹤岗创意”全市根石文化创
意大集，组织市内外近百家商
户参展，现场展品万余件，现场
销售额达30余万元。开展“美好
生活 鹤岗创意”全市首届伴手礼
征集活动，征集食品、生活用品、
文创、电子产品等类作品，评选
出优秀作品，并择优进行宣传推
广，帮助对接合作，促进产品的
市场转化。

“我们专注于生产加工北红
玛瑙、北沉香、蛇纹玉及其他雕
刻艺术品，公司已先后研发摆件
类、民俗类、文娱类九大系列 30
多个北红玛瑙产品，同时北沉香
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将成为助推
创意设计产业向好向上发展的
蓬勃动力。”鹤北亿达工艺品有
限公司经理王东告诉记者。

围绕创意设计产业发展，鹤
岗市精准开展供需对接，推动企业协作。举办
2024 黑龙江创意设计产业招商对接会——鹤岗
市专场活动，邀请来自深圳市、哈尔滨市的创意设
计中心和企业与鹤岗市13家创意设计企业对接，
围绕创意设计产业聚集地建设、产品品牌打造等
方面进行研讨交流、洽谈合作。组织参加了紫丁
香创意设计奖系列发布会，围绕鹤岗市创意设计
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绿色农业等特色资源征集了
13 个创意设计需求，着重对鹤岗小串、龙江三峡
中俄风情旅游集合区、鹤北创意设计产业园区等
5 个项目进行需求发布，并对鹤岗市数字创意设
计产业园区概况及招商政策进行现场推介，进一
步探求合作机会。

鹤岗市南山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春光
介绍：“为建设鹤岗市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园区，我
们立足区位优势，以‘服务+孵化’为工作理念，通
过强化制度、搭建平台、政策支持等方式，完善和
强化创意设计产业链条，进一步扩大鹤岗市创意
设计产业的市场影响力。”

强化宣传推介，促进产业发展。鹤岗市挖掘
优秀资源，整合创意设计产品，在加大宣传力度的
同时，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广。组织玉锦堂珠宝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格润森博木业有限公司、黑龙江
誉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企业参加中俄博览会和
深圳文博会，现场展出展品共计 500 余件。文博
会期间，黑龙江玉锦堂珠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
深圳自在居生活美学空间、深圳中华旗袍博物馆
等企业达成加工销售北红玛瑙首饰合作协议。组
织鹤岗市名优特产品参加2024龙商大会，并同期
召开了鹤岗市招商引资大会，组织两县六区、宝泉
岭、鹤北林业局共20余家企业参展，展出北沉香、
玛瑙、冰花瓷等产品共计150余件，邀请全国知名
品牌龙王食品和飞鹤奶粉来鹤岗市参展，共同商
讨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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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天堂候鸟天堂苍鹭岛苍鹭岛

在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一个四面环水
的小岛，自从20年前这里人工种植了落叶松树林，越
来越多的鹭类候鸟就陆续来此繁衍生息，如今，万余只
鹭类候鸟在这里筑巢安家。每当清晨，鸟儿齐声欢歌，
堪称鸟类的天堂，被人们誉为“苍鹭岛”……

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最美县域”萝
北县境内、嘟噜河下游至松花江流域，总面积
15899.01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11184 公顷，是我国
为数不多的岛屿型临江国界自然保护区。区内岛屿众多，
泡沼星罗棋布，湿地发育良好，类型多样，蕴藏着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珍稀物种较多，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保护
区内有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野生动物204种，是东北亚
鸟类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和坐标区。

中国鸟类研究专家、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晓民作鸟情调
查时确认，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苍鹭岛”，现有5种鹭
鸟繁殖栖息，仅一片5公顷的落叶松树上就有窝巢3000余个，
鹭鸟种类之多，种群数量之大，窝巢之密集，不仅在省内首屈一
指，在国内也很罕见。

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疫源疫病监测站站长王海波告
诉记者：“每年春季候鸟回归，在岛上共筑爱巢、产卵，经过 3个多
月的孵化、哺育，幼鸟羽毛才能丰满。”

为保护岛上生态环境，游客禁止登岛，记者经允许随工作人员
进入岛内拍摄。登高眺望，只见鹭鸟们或站立枝头，或展翅起舞，
一幅和美的生态画卷跃入眼帘。树梢上摇摇晃晃的鸟巢里，苍鹭
幼鸟有的伸着小嘴等待喂食，有的则扇动翅膀练习飞翔……数只
成年的苍鹭安静地站在水边，直待猎物游过，便迅速出击；一群群
因对自然环境要求非常高而被称为“生态鸟”的白鹭，飞姿曼妙地
在水面上觅食、嬉戏、翱翔，它们羽毛洁白，身形苗条，步履优雅，翩
然若仙。

“1月 1日实施协同立法以来，周边百姓对嘟噜河湿地的保护
意识更强了，未出现非法捕猎、捕鱼等现象。今年春季，候鸟回归
明显增多，食物链也日渐充足。目前，已观测到 20多万只候鸟在
此栖息，尤其是东方白鹳的数量明显增加。”王海波说。

为了更好保护湿地，2023年 11月，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鹤岗市嘟噜河湿地保
护条例》的决定，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鹤岗市对嘟
噜河湿地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

除了政策保护，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良好的生态环境也
离不开湿地守护者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曾在 2009年荣获中国生
态贡献奖的湿地保护志愿者李启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建
议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护这片湿地，他和当地志愿者队伍一起，常
年守护这片湿地，欣喜地看到湿地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为保护这片候鸟的家园，保护区的巡护员日夜坚守，曾繁富就
是其中一名。他和妻子常年居住在湿地附近，守护着这片湿地。
每天早晨4点左右，他就开始进行巡护，遇到偷钓者，他立即劝返；
看到湿地有垃圾，他就及时清理；发现鸟出现疫情了，他马上上
报。他对记者说：“我在这儿住8年了，在这里生活一天，我就对鸟
类和动植物保护一天。”

据了解，鹤岗市通过实施协同立法保护等有力措施，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植被得到明显恢复，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
每年春秋季，到嘟噜河湿地中转的各种鸟类达 120 多种、25 万余
只。今年已观测到80余种，有东方白鹳、白枕鹤、苍鹭、草鹭，还有
白琵鹭、红嘴鸥等。嘟噜河湿地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疫源疫病监测
站和省级重要湿地，目前，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中心正在筹备申报
国家级重要湿地。

□文/田林 王梓伊 本报记者 吴树江
摄/胡振辉 本报记者 吴树江

如诗如画的苍鹭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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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鹭一家。四面环水的“苍鹭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