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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黑龙江·

□本报记者 张雪地

从建国初期的一间小造纸厂，到如今
年产值超过20亿元的全球特种纸制造业

“领头羊”；从2台需要人工协同操作的纸
机，到如今的“智能工厂”“绿色工厂”……
它是全球最大的烟草工业用纸生产企业，
是全国最大的卷烟辅料用纸生产基地，是
国内首家造纸行业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近
20年来一直保持国内烟草工业用纸行业
龙头地位，贸易伙伴遍布欧洲、亚洲、南美
洲、北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

这家拥有 70 多年历史的老牌国
企——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如何从一个小造纸厂，发展成为特种
纸制造行业冠军的？

“我刚入厂时，公司只有 4 台纸机。
当时的机台，还沿袭着建厂初期的样式，

电机带动着一个直径两米多的大传动
轮，传动轮带动压榨、网部、干燥等设备
运转。当时，纸机车速只有 100 米左右，
非常慢。如果车速快的话，各部位速度
不均，无法调整，抄造损失大。”原造纸厂
机修车间主任赵维在一篇工作记录中提
到，“当时，1 号机生产卷烟纸，为提升纸
机效率，咱们纸厂开展改造大会战。由
于没有镗床、磨床等加工设备，加工工作
只能以手工进行，像蚂蚁啃骨头一样。
工人们都是‘白加黑’地干，每天食堂用
牛车把工作餐送到车间和改造现场……
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奋战，出色地完成了
改造工作，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升。”

“2001年，恒丰纸业开始信息化建设，
20多年来持续推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
视觉检测、AI人工智能算法和数字孪生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产能提升近 5
倍，人员反而减少了四分之一。”恒丰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总监徐禄说。

PM16 生产线是整个智能工厂最早
实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先锋机
台。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成品件智能摆
放项目，生产线可自动包装、传输，并自
行对接捆扎机，实现自动捆扎。在暂存
库区，无人叉车可利用立体空间智能进
行储运规划，实现两层码垛。借助质量
管理系统，生产线可实时在线检测，实现
质量正向逆向全程可追溯。

斗转星移，现在的数字化生产车间
里，原料进厂后，只见机器人剪断包装铁
丝，用机械臂抱起250公斤的木浆原料投
入碎浆机。生产线启动后，根据客户需
求定制的个性化订单开始生产，打浆、抄
造、分切、包装，纸张生产全流程无人化，

每个操作都转化为数据，实时更新显示
在智能控制中心大屏上，一旦某环节出
现异常，哪怕温湿度发生变化，模型算法
就会发出预警。

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如今恒丰
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智能
控制系统，今年入选国务院国资委数字
化转型试点企业。包装机器人、无人叉
车、智能立体库、条码追溯……数字化生
产车间里，尽显智能化魅力。

创新永不止步。今天的恒丰已不满
足于国内全覆盖、卷烟纸销量全球第一的
定位，正以“科技、智能、绿色”发展战略为
引领，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国际化企业集团。

左图：上世纪七十年代老旧造纸生
产线。

右图：新时代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从人工操作纸机到数字化生产车间

恒丰70年，带领我国特种纸走向全球

□本报记者 刘艳

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位于哈尔滨
市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热
闹非凡。中华巴洛克式建筑以其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

近日，记者来到街区看到，人们在街
区悠闲漫步，不时驻足欣赏那些被岁月
雕琢的门楣、窗框，以及那些隐藏在街角
巷尾的巴洛克风格装饰。有的拿着手
机，捕捉这份独特的美；有的站在一旁静
静地欣赏，让心灵在这份历史的沉淀中
得到片刻的宁静与释放。

“置身街区，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来
到了一个充满历史韵味和独特风情的世
界。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众不同，它融合了
中西文化的精髓，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
魅力。”江西游客沈先生不禁惊叹。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是哈市的
重要文化地标和旅游景点，以其独特的
中华巴洛克式建筑风格闻名遐迩。街区
地处松花江畔，历史可追溯到百年前，曾
是一个渔民聚居的小渔村。1890 年，山

东省德平县人傅宝善、傅宝山兄弟来到
这里开设了大车店和小药铺，由此，这里
被称为傅家店，后改为傅家甸。

19 世纪末，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修
筑中东铁路，并将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
工程局驻地。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
的通航，使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
交通枢纽，并于 1898 年开始大规模城市
建设。当时，傅家甸（现道外区）处于中
东铁路附属地以外，是中国居民的集居
地。随着大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百姓

“闯关东”来到傅家甸投亲靠友，许多富
商也纷纷来此投资、开办店铺。20 世纪
初，傅家甸已显现出商业中心迹象。

“老道外”的民族工商业者吃苦耐
劳，思想也比较开放。他们发达后，便在

“老道外”腹地置地盖房，效仿道里、南岗
的外国人，建设“小洋楼”，选择富于装饰
的巴洛克风格来表达欢乐的氛围及炫耀
财富的愿望。他们同时坚守民族传统和
民族自尊，在其中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建
筑的构思与手法，创造出富有鲜明特点、
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由此，

“老道外”街区逐渐形成了中华巴洛克建
筑群落。

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主要特点是，
建筑的临街立面造型精美，装饰华丽，运
用巴洛克装饰手法，但局部装饰的葡萄、
石榴、牡丹等图案则取材于中国传统的
祈福文化，临街立面背后的空间是典型
的中国四合院建筑。这种建筑中西合
璧，气派、简洁而典雅，散发出浓浓的历
史气息，显示出神奇的风采。

在街区保护开发中，道外区始终坚
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以“世
界共识、国内标杆、中华特色、城市名片”
为目标，以“城市为底、街巷为纲、院落为
体、文化为魂”为发展思路，全力推进街
区开发建设，构建了古玩、中医、餐饮、文
创等业态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成为旅
游经济火爆“出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23年，街区游客数量达千万人次，同比
增长160%。

目前，中华巴洛克三期改造项目正
如火如荼进行，预计 2025 年年底前完
成。“现已基本完成25栋历史文化建筑修

缮，另有28栋建筑正在施工。靖宇街（景
阳街—四道街）、头道街（南头道街向南
延伸 90 米处—同发胡同）面包石及同发
胡同—升平街沥青混凝土道路施工也在
同步进行中。”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阚凯说，街区建筑
修缮按照“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
最大限度保留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通
过原工艺、原工法，还原建筑原始风貌；按
照“一栋一策，一楼一档”的原则，采用
VR、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记录建筑原始
数据。针对历史文化建筑不同的损坏情
况，制定相应的修缮策略，在修缮设计中
同步考虑业态规划，在修缮和装修过程中
坚持“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

道外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晗龙告诉
记者，该区将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聚焦中华巴洛克艺术殿堂核心定
位，打造与中央大街相得益彰的城市新
名片”部署，坚持“宜居则居、宜商则商、
宜业则业、宜游则游、宜学则学”，不断优
化中华巴洛克三期规划设计和推进机
制，全力抓好街区保护利用。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中西合璧 穿越古今

本报讯（记者杨镭）1 日，活力中国·
燃擎大庆·超CITY——吉利控股·第四届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大庆汽车文化
月赛事活动在大庆赛车小镇圆满结束。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赛事
项目最全、最具影响力的汽摩盛会，本届中
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共设置七项顶级
赛事，包括中国汽车漂移锦标赛（CDC）、
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CMX）、中国汽车
场地越野锦标赛（COC）、中国青少年摩托
车越野锦标赛（CJMX）、CTCC 中国汽车
（场地）职业联赛、F4方程式中国挑战赛以
及KTM单一品牌赛。这些赛事不仅涵盖
了汽车与摩托车的多个领域，更在全新落
成的3级赛道上首次亮相，为观众带来前
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除了紧张激烈的赛事外，还举办了汽
车特技、花式摩托、赛车宝贝表演、汽摩文
化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汽摩文化活动，
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汽摩运
动的独特魅力。

精彩漂移。 图片由省体育局提供

大庆上演速度与激情

本报讯（宋家兴 记者孙昊）1
日，2024-2025赛季中国女子冰球职
业联赛在齐齐哈尔市正式开赛，这
是该市第二次承办此项赛事首站比
赛。在 7 天赛事中，7 支女子冰球队
伍将开展 21场激情比拼。

首届中国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于 2023 年 11 月创建。今年联赛将
继续采用赛会制，分为常规赛和总
决赛两个阶段，共有北京市女子冰
球队、河北省女子冰球队、上海市
女子冰球队、四川省女子冰球队、
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哈尔滨

市名将女子冰球队、齐齐哈尔兰迪
女子冰球俱乐部的 7 支队伍 212 名
运动员参赛。据了解，常规赛 4 站，
分别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承德、西
安举行，采用单循环赛制，每站 21
场比赛。常规赛结束后，总积分前
4 名的队伍将晋级在深圳举行的总
决赛。

齐齐哈尔站比赛时间为 9 月 1
日至 8 日。除了 5 日休息外，每天都
会进行三场比赛。在首日的揭幕战
中，齐齐哈尔兰迪队以 2：1 战胜深
圳昆仑鸿星队，取得开门红。

中国女子冰球职业联赛在齐齐哈尔揭幕

□本报记者 孙铭阳

潮涌松花江畔，喜迎八方贵客。
九月的第一天，我省迎来了一场

盛会，央企总部、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民营 500 强、制造业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头部企业齐
聚龙江，共建交流平台，共享发展机
遇，共商产业转移合作。

这是一场南来北往、五湖
四海的聚会

吸引企业投资落户最重要的因
素是什么？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2023 年，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
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黑龙江是
进步最明显的5个省份之一。

在 2024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
活动（黑龙江）中，石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蔡东晨特意来为龙江的
发展环境点赞，“我们在黑龙江的投
资，创造了石药集团工程建设中最快
的纪录，这种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和
优良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对黑龙江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

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宁波江丰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
以自己的创业经验为例，向所有企业
家、投资者发出邀请：投资就到黑龙
江，成就事业好地方。他说如今的龙
江正在成为人才聚集的新高地，正在
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是成就创新创业梦想的好地方。

龙江的真诚、热情切实感染了前
来考察的企业家。京东方科技集团
执行副总裁姚项军坦言，期待为龙江
文旅数字化贡献力量；天安数码城
（集团）深圳智慧空间信息有限公司
总经理汪成志说，希望把南方的技术
和创新动能与黑龙江传统的产业优
势相结合，在这片投资兴业的热土上
获得发展机会；丰益国际集团中国区
总裁穆彦魁说，想要加大在黑龙江的
投资，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上寻求
更多突破……

寒地黑土正在成为投资热土，龙
江大地孕育着勃勃生机。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开放
携手的合作

一次来访，念念不忘，这正是黑
龙江的魅力所在。

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田刚印说，在决定投资黑龙江之
前，他一个人背着包在黑龙江待了将
近两个星期，深入调研了这里的供应
链、应用环境、企业对政府的评价等，
调研结果远超预期，因此决心投资黑
龙江。

一个人投资还不够，7 月 25 日，
联合飞机集团把全国几百家供应商
聚集到黑龙江开会，“我们要把这里
的行业生态建立起来，带动龙江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田刚印说。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俊峰说，科大讯飞和黑龙江的合作
由来已久，其中和哈工大共建的人工
智能联合实验室，使得科大讯飞在智

能语音技术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
希望未来能够把科大讯飞已经积累
的经验在龙江大地上充分实践，与黑
龙江省的制造业、农业以及教育、医
疗等应用领域相结合，激发龙江产业
优势动能，助推龙江高质量发展。

“我们 2023 年第一次到黑龙江
佳木斯考察，今年 7 月就签约落户，
整个过程中只洽谈了三次，如此快速
的落地离不开当地政府在政策、发展
环境各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支持。”杭
州航天星寰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姚一鸣说，8月28日刚刚举行的
第二届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汇
聚了多家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
遥感应用领域企业，与佳木斯共建商
业航天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企业家们的选择充分证明：今天
在龙江的投资，必将在明天收获丰厚
的回报。

这是一场收获满满、硕果
累累的交流

活动期间，共签约项目 172 个、
签约资金突破 2500 亿元，其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近70%。

省工信厅副厅长郭跃华说，这
些项目落地后一定会对黑龙江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构建

“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强有
力的支撑。

当前，我省正在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全面振兴，加快构建“4567”现代
化产业体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
践地。

在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秘书长胡振鹏看来，黑龙江发
展新材料产业除了有资源优势，产业
基础和下游应用端的配套也非常完
备。他说，目前，产业联盟已经跟鹤
岗、鸡西等地达成了石墨高质化利用
协同创新基地的合作意向，计划把国
家石墨烯创新中心和国内其他石墨
下游高能级创新平台的优质创新资
源导入龙江。

全国智能农机的领军企业江苏
常发集团看好佳木斯的智能农机装
备产业，产品副总经理张明说，他们
将与北大荒集团、佳木斯市在围绕高
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及制造开展深
度战略合作，促进农业节本增效、保
障粮食安全。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与黑龙江
在数据要素的流通、流转方面加强合
作，链接数据要素的供给方和使用
方。我们将在黑龙江落地多个数据
要素工作站，一起用市场化的方式，
增加龙江数据的赋能效用和价值。”
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阳说。

2024 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
动（黑龙江）落下帷幕，共建合作平
台、承接产业转移的大幕徐徐拉开，
龙江大地处处升腾着蓬勃发展的景
象。我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持续完善政策体系赋能产业发展，真
心实意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让企业
享受到更多制度红利、发展红利，让
企业家在龙江创造价值、成就梦想。

聚焦黑龙江 投资向北方
来自2024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黑龙江）的报道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日前，
亚布力雪上赛区亚布力广电国
际、亚雪假日、滑雪者之家亚雪宾
馆等亚冬会接待酒店完成装修改
造任务。此次改造总面积超 7 万
平方米，预计可以接待亚冬会运
动员、技术官员、媒体记者等 1200
余人。

“作为亚冬会指定的新闻媒体
转播中心，亚布力广电国际酒店修
缮工程于 3 月底正式启动，经过

150天的奋战完成改造，为下一步
服务接待打下基础。”负责该项目
施工的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生元告诉
记者，此次修缮结合安全办赛理
念，对接待酒店结构安全、室内外
装饰装修、消防系统、厨房等进行
改造修缮。结合“平急两用”对公
共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包括新风系
统、通风滤毒、污水处理及危废处
置系统、三区两通道等。

亚布力部分接待酒店装修改造工程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