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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桑蕾

在夏秋交替之季，龙江迎来新的收
获。2024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黑
龙江）的开幕式上，172个项目签约，总签约
额突破2500亿元，为龙江人民带来惊喜。

这惊喜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项目质量来看。172个项目涵

盖了数字经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智能农机等领域，是我省正
在建设的“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
产业。

这些项目中，战略新兴产业比重高
达 70%，体现出黑龙江牢记嘱托，把“五
大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建
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型
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要能源及原材料
基地、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向北开放新
高地的新作为。体现出黑龙江省在新
时代下对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谋
篇布局。

高质量的项目会带来高速的发展和

全新的可能。龙江产业的未来定会书写
新的传奇。

其次从投资吸引力来看。这次对接
活动中，出现了很多老朋友、“回头客”。

石药集团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链主企
业，此前已经和哈兽研共同建设了哈尔滨
恩维生物。石药控股集团董事长蔡东晨
表示，黑龙江省为他们成立了专班，配备
专人随时为工程建设服务，创造了石药集
团工程建设的新纪录。

去年决定投资龙江的联合飞机董事
长田刚印，今年数次飞来哈尔滨。他说，
早在“尔滨”大火之前，就感受到了龙江人
的热情。今年4月哈尔滨联合飞机产业基
地启动建设，8月就封顶。为了回报龙江
人的热情，今年夏天，田刚印把全国几百
家供应商聚集到黑龙江，希望更多的企业
来投资、配套。

哈尔滨老乡、宁波江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姚力军总结了三句话：黑龙江
是成就创新创业梦想的好地方，黑龙江正
成为人才聚集的新高地，黑龙江正在构建

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他在
发言的最后说：“投资就到黑龙江，成就事
业好地方！”

与智者为友、与强企同行，龙江对投
资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黑龙江实现老工
业振兴的梦想已更为近切。

最后从合作上看。这次活动以“聚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为主题。融入国内大循环，成为本次活动
的关键词。

省工信厅副厅长郭跃华表示，南北产
业有差异，如何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地梯
度转移，促进区域携手合作发展，是一篇
能够推动未来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的大文
章、好文章。

这一次，位于祖国东北的黑龙江，主
动对接长三角、拥抱大湾区，以自信的姿

态向外界展示着资源和产业优势，以敞开
的胸怀迎接着央企总部、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民营 500强、制造业单项冠军、“专
精特新”小巨人等头部企业的到来，用真
诚的态度迎接每一位投资者的审视，赢得
了一片赞誉——上市企业京东方想要在
黑龙江打造文旅数字化产业基地；杭州航
天星寰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到佳木斯三次
就决定投资；金蝶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CEO 徐少春更是坦言，今日的黑龙江将
数字经济与优势产业结合，明日必然枝繁
叶茂。

2024 年的黑龙江热闹至极——冬天
冰雪热，夏日产业火。每次火爆都为龙江
人增强了发展的信心和后劲。信心比金
子更重要。我们的未来正在奋进的路上
越来越红火！

项目质量更优 投资吸引力更强 合作胸怀更广

从172个项目签约看龙江产业转移
本 报 3 日 讯

（记者杨镭）3 日，奥
运冠军、龙江骄傲王
曼昱载誉归乡回到哈
尔滨。

3 日下午，哈尔滨太
平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气氛
热烈非凡，“欢迎奥运冠军
王曼昱回家”的条幅格外醒
目。省体育局和省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的领导、省乒乓球队教练
组、省乒乓球队的小队员早早等
候在此。当王曼昱的身影出现在
到达大厅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热烈欢迎王曼昱回
家，你是龙江的骄傲，你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省乒乓球队的小队员
整齐划一喊着口号，手举横幅和鲜
花，脸上洋溢着兴奋与自豪。

前不久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乒
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王曼昱的表
现堪称卓越。从第一轮到决赛，她
在每场比赛中都是在第一盘双打
和第三盘单打比赛中两次出战，每
场比赛都凭借扎实的实力和坚韧
的毅力帮助中国女队得到两分，为
队伍夺金立下汗马功劳。省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王曼昱的拼搏

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激励一
代又一代龙江体育健儿顽强拼
搏。她的事迹在让大家感受到体
育与梦想的力量的同时，也激励更
多人奋勇向前去追求梦想。

省乒乓球队的小队员纷纷表
示要以王曼昱为目标，努力训练，
为祖国和龙江争光添彩。

王曼昱

本报讯（记者贾红路）2 日至 3
日，全国氧吧经济交流大会在“天然
氧吧城市”伊春召开。来自中国气
象服务协会、中国气象局、中国林学
会疗养分会、省气象局、伊春市和全
国各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气
象、文旅、康养、汽车、新能源等多个
行业的专家和企业家参加会议，重
点围绕氧吧经济发展交流经验，围
绕助力地方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展开
深入探讨，与会人员还深入走访调
研伊春市溪水、铁力等地旅游、氧吧
经济、民宿产业等发展情况。

在中国气象局的指导下，中国
气象服务协会自 2016 年起发起了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目前全
国已有 377 个县级地区和景区加入

“中国天然氧吧”大家庭。通过创建
活动和发挥天然氧吧的产业带动优
势，氧吧+文旅、氧吧+康养、氧吧+
新能源、氧吧+乡村振兴、氧吧+运
动、氧吧+地产、氧吧+会展、氧吧+
双碳等多产业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
态势，已初步构建起天然氧吧绿色
产业集群，积极释放气象经济发展
新动能。

全国氧吧经济交流大会在伊春召开

（上接第一版）围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智能机器
人、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发布12
个重点专项指南171项。

省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续签区域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合作协议，未来 5年共同投入经费 5亿元，支
持重点产业原创性科学研究。

坚持科技创新“四个面向”，我省关键核心技术不
断突破，大庆油田攻关3000米长水平段及大偏移距钻井
技术，古龙页岩油开井148口；鹤岗启动国内首台（套）连
续式石墨纯化装备和提纯工艺，石墨纯度提升到
99.99995%以上……这些“硬核”技术增强了新质生产力

“源头供给”，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龙江力量。

赋能产业推动“硬核”成果“落地生金”

围绕“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载体，提高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率”，省科技厅启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行
动。“主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部署项目、建设平台、培育企
业、集聚人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体

系，强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全链条服务，推动科技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苏表示。

重大成果持续产出，“大尺寸高品质MPCVD金刚石
单晶生长、应用及其装备技术”等9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开展科技成果路演推介对接活动 198场次，对接项
目成果1000余项，实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462项，形成经
济效益50.83亿元。

遴选全省首批 106项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目前
已有40余项成果与企业和投资机构深入对接。

围绕产业链备案产业技术创新联盟23家，总数达到
82家。成立哈工大牵头的省智能机器人产学研用联盟，
联盟理事单位思哲睿研发的康多手术机器人已销售 21
台，营收达9100万元。

握指成拳放大科技创新“增量器”效能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省
科技厅推动资金、项目、技术、人才、平台等创新资源向产
业集聚，建设区域创新载体赋能产业集群发展。

指导哈大齐自创区推动 219个产业项目开复工，其
中今年新建项目 121个。在哈尔滨片区，“中国星谷”启
动建设，智能机器人岛已有21家公司确定入驻。在大庆
片区，首批醇氢新能源专用车正式下线，百度数字人制作
创新中心交付使用。在齐齐哈尔片区，中国一重与北京
建龙集团联合成立龙创新材料公司，启动高端大型铸锻
件制造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提升佳木斯农高区发展能级，协调推动水稻育种及
加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数字农业应用与推广等项目联
合攻关，推进中粮建三江米业20万吨稻谷加工线等产业
项目加快建设。

推动创新创业生态圈内高校院所新成立企业 63
家。设立 3亿元生态圈引导资金并出台管理办法，推动
各生态圈围绕我省产业布局谋划梳理产业项目 70 余
项。哈工大先研院入驻企业和项目 16项，8家入孵企业
与金融机构达成投资意向1.5亿元。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速融合，科技创新
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创新为核 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

□本报记者 薛婧

日前，哈尔滨新区智能机器人岛和中
国星谷“一岛一谷”同时揭牌，并举行了项
目入驻签约仪式。这标志着中国（黑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高质量发
展再添生力军。

据悉，智能机器人岛将深入挖掘整合
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在机器人领域的技
术潜力和可商业化项目，聚焦工业、服务、
特种 3 个方向，覆盖空天、水下、制造、农
业、医疗5个领域，目标是打造新质生产力
实践地示范区、国内一流的智能机器人科
技成果应用转化示范区、国际领先的智能
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预计到2026年产
业规模达到100亿元。中国星谷将围绕链
主企业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加
速推动商业航天供应链企业落户，大力支
持商业航天研发成果落地转化，力争到
2026年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

获批设立 5年来，自贸试验区哈尔滨
片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不断释放科技赋
能和创新引领的新动能，通过聚力科创平
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和
创新生态构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截
至目前，东北地区首个大科学工程“空间

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建成投用，航空航天
高端装备产业园入选“全国十大未来产业
科技园”，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落户。
引进的哈尔滨科技大市场等科技服务平
台，积极搭建起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有效
衔接的桥梁，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

5年来，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集聚
省级以上众创空间、孵化器 51家，其中国
家级孵化器6家、众创空间4家，成为黑龙
江省规模最大的孵化经济群。院士工作
站数量达到18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4个，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 13家。国家级“小巨人”
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 数 量 分 别 占 全 省 的 28.77% 、15.9% 、
28.92%；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4%，
处于国内第一梯队。

“我们还狠抓重大项目建设 ，全力开
拓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赛道。”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委
会专职副主任张建国介绍，哈尔滨片区坚
持把产业高质量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初步
形成了以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为三大主导产业，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体的新型工
业化体系。

9月，秋高气爽，位于自贸试验区哈尔
滨片区的工大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项
目现场，建筑主体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
正在进行外墙装修和内部砌筑工程，各类
大型仪器设备也已开始陆续进场安装，预
计今年10月竣工。

工大卫星成立于2020年12月，作为哈
尔滨工业大学卫星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致力于提供卫星研制全过程解决方案。公
司成立3年多来，先后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黑龙江省新型研发机构、省企业技术
中心、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通过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升行
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工大卫星已承担百余
颗商业卫星的研制、批产任务，覆盖通信、导
航、遥感三类主要商业卫星领域，可提供地
球观测、资源调查、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导
航定位、星地通信等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科研生产能力，工大
卫星新建了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进一
步发挥卫星产业‘链主’引领作用，带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我省加快
形成卫星制造新质生产力。”工大卫星总
经理助理王然说。

同样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哈尔滨龙江
学子创业园二期项目按照既定节点顺利
推进。“创业园二期于 2023年 4月破土动
工，项目建成后将开拓更多新的业务板
块，补充新的动能。”哈尔滨同创普润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启明介绍，创业园二期
将引进全固态无机电致变色电子薄膜产
业化项目，该薄膜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幕
墙、飞机及高铁侧窗、汽车天幕、电子消费
品等产业，前景广阔，预计2026年投产。

据悉，哈尔滨龙江学子创业园（一期）
暨电子材料产业化项目于 2022 年 6 月开
工建设，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厂房建设、
设备安装，主要建设超高纯钛、铝、铜、锰
等超高纯金属的大批量生产线以及超高
纯材料分析检测研发中心，今年 5 月 21
日，铝生产线首个99.9999%高纯度铝锭下
线，预计今年年底所有产品将实现量产。

“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省工研院等高
校院所和工大卫星、同创普润等龙头企
业，哈尔滨片区推动未来产业不断提升关
键技术研发实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目
前已相继获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和‘科
创中国’试点园区。”张建国表示，自贸试
验区哈尔滨片区聚力向“新”，积极打造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聚力向聚力向 开拓特开拓特色色产业转型升级新赛道产业转型升级新赛道
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成立5年来不断释放新动能

本报3日讯（记者刘楠 李民峰）
3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庆祝新
中国成立75周年暨第28届那达慕大
会开幕式在吉禾民族赛马场举行。

开幕式现场，观礼台上座无虚
席，宾客满座。民族团结方队、“男儿
三艺”方队等，身着华丽的传统民族
服饰，精神饱满地依次亮相，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在圣火点燃仪式后，赛马表演激
情上演。骑手们手持五星红旗御风
而驰。奔腾的骏马、骁勇的骑手，一
次次点燃在场观众的热情。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也让观众
大饱眼福。歌舞《欢聚草原》拉开演
出的序幕；《陪你一起看草原》《草原
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从 1957年的首届那达慕大会到
今天，那达慕大会已从一场民族体育
竞技的赛事，发展为一场八方宾朋欢
聚的盛会，不仅成为了吸引各地游客
的一张文旅名片，更是尽情释放杜尔
伯特魅力的重要舞台。

据了解，本次开幕活动当天，共
吸引3万多名市民和游客到场观看。

杜尔伯特第28届那达慕大会开幕

王曼昱回家啦。本报记者 梁晨摄

本报3日讯（记者李淅）3日，“时
代的沃土 绽放的百花——当代文艺
演出节目单精选展”在黑龙江省图书
馆启幕。

据悉，本次展览由黑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黑龙江省图书馆、省
音乐家协会、省演播协会、省艺术品
收藏研究会共同承办，作为全省文艺
类迎庆系列活动之一，将持续到 10
月8日。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一排排玻
璃橱窗里，按年代和文艺类别依次展
示的节目单内容丰富，令人目不暇
接，既有国家文艺院团举办的庆典演
出、中外友好文化交流演出、各省市
著名院团原创首演，还有工矿企业文

艺演出、送歌送戏下乡演出、军民联
欢演出、少年儿童歌舞汇演、艺术院
校文艺汇演等等，可谓万紫千红、百
花争艳。其中，年代最久远的节目单
是 1953年的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的
越剧《西厢》节目单，最新的是今年 8
月末至9月初，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新
近推出的原创城市风情演艺剧场《记
忆·哈尔滨》的节目单。

展出的万余件节目单，根据不同
主题进行精选，按“祖国万岁 党旗飘
扬”“百花纷呈 时代印记”“龙江文
旅 冰城夏都”“艺术交流 民心相通”

“群文异彩 社会赋能”“文化遗产 古
韵悠长”“文化产业 市场景盛”七个
类别展出。

当代文艺演出节目单精选展启幕

身着民族服装入场。 刘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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