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24年9月16日 星期一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一、二版责编：车 轮（0451-84630038）
一版执编/版式：史向阳史向阳（（04510451--8465506784655067））二版执编/版式：刘柏森（0451-84655248）

一、二版美编：赵 博（0451-84655238）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14日，全省今冬明春
供热保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安排部署全省今冬明春供热保
供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王岚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23-2024年采暖期，各地党委
政府、供热主管部门、供热企业和有关部门单
位，认真履职尽责，紧密协作配合，全力做好供
暖保障各项工作，实现了供热安全、平稳运行、
温暖过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牢固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完善供热保供长效稳
定机制，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做好今
冬明春供暖保障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
会议要求，要超前做好煤源、资金、运输等

各方面准备工作，组织发电供热企业多渠道开
拓煤源、增加储备，保障供暖季全省发电供热用
煤需求。要抢前抓早做好开栓供热各项准备，
加快管网和楼内供热设施改造进度，强化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如期完成年度改造任务。切实
抓好供热问题检视整改，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再
排查，确保正式开栓即全面达标、平稳运行。要
压实保供属地责任、行业部门责任和供热企业
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及时拨
付并严格管理补贴资金。要常态化开展“访民
问暖”活动，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要重点关
注供热初期、强降温天气、严寒期和元旦、春节
等时间节点，全面加强供暖监测调度，用心用情
用力把这件民生实事大事办实办好。

我省召开今冬明春供热保供工作视频会议

□李刚 本报记者 吴玉玺

——加大投入，率先把基本农
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步扩大黑土
地保护实施范围，配套实施河湖连
通、大型灌区续建改造工程，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建设适宜耕作、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守护好森林、江河、湖泊、
湿地、冰雪等原生态风貌，改善边
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积极发展边
境旅游，更好地促进兴边富民、稳
边固边。

——加快边境地区交通、通信、
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
建设，加强边境村屯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留住
现有人口，同时鼓励发展边境贸易、
边境旅游和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
业，支持在边境城市新建职业教育
院校，帮助县城和小城镇提升产业
承载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

省水利厅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
重要论述精神，锚定龙江水利建设国
家粮食安全水利保障先导区、国家水
资源基地建设重点区、国家水生态治
理示范区“三个定位”，统筹水利高质
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和高水平保护，
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

“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中展现水利
担当，为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振兴作出水利贡献。

水“利”而土沃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为
了维护好粮食安全，我省以侵蚀沟
治理为突破口，切实把黑土地保护
好，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
的大粮仓。

省水利厅持续加大侵蚀沟治理
力度，成立包片督导组和技术服务
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督促指
导，加快推进各地侵蚀沟治理工程
建设。

为了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保
证各地侵蚀沟治理成效，省水利厅
积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侵蚀
沟治理工作纳入年度河湖长制、田
长制、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黑土
地上的一道道裂痕被有力“缝合”，生
长出满载希望的粮食。据统计，2023
年我省治理黑土区侵蚀沟 9000条，
粮食产能稳步提升。2024年，我省侵
蚀沟治理投资54.92亿元，计划治理
侵蚀沟1.3万条，年度治理投资、条数
位居东北四省区之首。

水“利”而粮丰

二十连丰！2023年，黑土地上
传来丰收的好消息——粮食总产量
1557.64亿斤，连续14年居全国第一。

丰收背后，蕴含着水利贡献。
2023 年 9 月，关门嘴子水库大

坝封顶；
2024 年 1 月，林海水库导流洞

贯通；
2024年3月，十六道岗水库、小

白河水库相继开工建设；
2024 年 6 月，关门嘴子水库主

线部分全部完工；
2024 年 9 月，我省打响水利工

程建设“百日攻坚战”
……
工程建设的步伐没有停歇，龙

江水利的发展铿锵向前。
2023年，“十四五”期间我省列入

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的5个重大
项目全部实现开工建设，被水利部和
省政府称赞为开创重大水利项目前
期工作“龙江模式”“龙江速度”。

截至 8月 15日，全省共落实水
利 投 资 278.12 亿 元 ，累 计 完 成
123.45 亿元，创历年新高。争取国
债项目 297 个、国债资金 191.71 亿
元，额度居东北四省区之首，4月底
前全部实现开工，创造东北高寒地
区水利项目开工最好成绩。9月初，
省水利厅打响全省水利工程建设

“百日攻坚战”，要求抢抓入秋后至
入冬前施工“黄金期”，采取挂图作
战、压茬推进、人歇机不歇、连续作
战等超常规措施抓进度，加快推动
全省水利工程建设，为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水“利”而民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

我省水系发达，4大江河、18条

中河纵横交错，一条条“母亲河”养
育着沿岸一城城的百姓。如今，我
省正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书写美水
兴水文章。

随着生态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我省江河治理迈向了打造“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新阶段。2023年6月，
我省签发第 7 号省总河湖长令《黑
龙江省幸福河湖建设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提出要建设流
域内人民具有高度安全感、获得感
与满意度的河流湖泊。

2023年，我省共完成建设幸福
河湖 41 个，其中依兰县牡丹江、齐
齐哈尔市龙沙区嫩江劳动湖、佳木
斯市城区段松花江、宝清县宝石
河、铁力市呼兰河、漠河市黑龙江
获 评 省 级“ 五 星 级 ”幸 福 河 湖 。
2024 年，我省计划建设幸福河湖
123 个，目前已完成建设待成效评
估的幸福河湖 35 个，其余正依方
案有序推进建设。

自开展幸福河湖建设以来，全
省各地成效显著，持续带动提升群
众幸福感。铁力市呼兰河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入选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虎林市乌苏里
江水利风景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全省建成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 31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25个；
鸡西市虎林市、大兴安岭地区漠河
市入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河湖已成为城乡发展、
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书写兴水惠民水利发展新篇章

惠企利民政策

本报15日讯（记者杨镭）15日，哈尔滨韩国
人迎中秋运动会在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举
行，在哈工作、学习、生活的韩国友人以此种方
式共度中秋佳节。

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韩国人商会主办、黑龙
江新闻报协办。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
动的既有白发老者，也有年轻的留学生。比赛
项目设置突出参与性和趣味性，充分满足了不

同年龄参与者的参与体验，全程欢声笑语不断。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读大

四的韩国留学生李始玧表示：“中秋佳节虽然不
能回国与家人团聚，但还是很开心能够和朋友
们在哈尔滨一起过节。通过趣味运动，大家增
进了彼此间的友谊，真的很高兴。”

据介绍，哈尔滨韩国人商会成立于 1994
年，至今已有30年历史。

在哈韩国人迎中秋运动会举行

问：什么是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
保险补贴？补贴期限多长？如何申请？

答：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
贴，是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单位，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
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
缴纳的部分。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

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
最长不超过 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
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符合条件单位可以向当地人社部门提出
申请，经人社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
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
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
件等材料。 本报记者 李播整理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如何申请补贴

本报讯（记者薛婧）近日，工信部公布了
2024 年度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公示
名单，哈尔滨市平房区航空配套产业集群继获
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后，成功入选国
家级公示名单，成为本次全省唯一入围的国家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据悉，平房区立足现有航空产业基础，勇于
探索、大胆实践，持续发挥中航哈飞、航发东安
两大央企溢出效应，推动主机厂进行“小核心、
大协作”，大力培育航空产业专业化配套企业，
推动产业链条加速壮大完善，共建高效协同、互
利共赢的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航空产业发展
不断取得新突破。

平房区航空配套产业集群占地面积 94平
方米，以新质生产力为发展新动力，逐步形成优
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生态。集群企业涵
盖了航空发动机、航空材料、航空零部件等多个
领域，构建中小企业培育成长、转型升级、集聚
成群的良好机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

下一步，平房区将继续巩固提升航空产
业传统优势，持续发挥龙头产业带动作用，
积极抢占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全力为集群
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争取更多生产、
研发项目落地，不断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

哈尔滨市平房区航空配套产业集群晋升国家级

本报15日讯（范世友 记者吴
利红）15日，“行在乡村 游在路上”
最美自驾精品路线主题推选黑龙江
站宣传活动在密山市启动。现场来
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爱好者，沿着
美丽浩瀚的兴凯湖畔出发，一路感
受路景交融的北国风光。

今年 8 月，交通运输部联合文

旅部、中央网信办等部委举办了“行
在乡村 游在路上”最美自驾精品路
线推选活动，密山市申报的“走进北
大荒·畅游兴凯湖”精品自驾路线，
在全国 135 条路线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围20强，这也是黑龙江省唯一
入围的路线。

“走进北大荒·畅游兴凯湖”

最美自驾精品路线，沿着 G331 国
道出发，起点为密山市，经王震将
军点燃第一把垦荒戍边篝火的
850 农场，到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终点为饶河四排乡赫哲风景区。
畅安舒美的 G331 国道与国省干
线 公 路 、高 速 公 路 、“ 四 好 农 村
路”、彩色音乐公路将沿途 100 余

个历史、生态景点连成片，把沿途
丰富的民间故事、风土传说串成
链，将新农村、新场区排成行，将
公路服务区、景点服务区、房车宿
营地、农家驿站画成线。自驾游
爱好者在美路、美景、美食中，感
受“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的
交旅融合新画卷。

最美自驾精品路线主题推选黑龙江站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杨军 记者潘宏宇）“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俺家房顶给修好了，今后再也不怕刮风下
雨天了，真是太感谢党和政府了……”近日，在
双鸭山市宝山区双阳街道办事处新兴社区残疾
人居民王磊家，他握着入户回访的区纪委监委
干部的手连声道谢。

宝山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走访时了解
到，辖区很多住宅楼顶破损漏水、居民屋内墙
皮脱落，而住户多为老年、残疾和困难群体，
无力修缮。宝山区纪委监委积极发挥监督职
能，督促区住建部门迅速开展摸底排查并尽快
解决，最后由政府出资 38万余元对 3个老矿区
有问题的居民楼顶进行维修，受益群众达 300
余户。

这是宝山区紧盯民心所向、民意所盼，着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
真实写照。本着“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工作
原则，宝山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
向，打好为民服务“组合拳”，在全区形成“我为
群众办实事”合力，针对群众关心、关切的“烦心
事”“忧心事”，一次次去处理、一件件去解决。

聚焦民生关切，解决群众反映的办事难。
宝山区通过流程优化与再造，对涉及多部门的
事项进行梳理，整合审批环节，减少重复提交材
料。通过网上申报、审批、查询等功能，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办事流程最优化、办
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不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双鸭山宝山区打好为民服务“组合拳”

15日，中秋假期第一天，哈
尔滨市群力外滩湿地公园，秋季
的江畔湿地，风光旖旎、美景如
画，许多游人在观光游玩，有的
走在湿地栈道上观赏美丽风景，
有的在百日菊花海中留下精彩
瞬间，有的与孩子一起骑车在林
间小道上穿行。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15日讯（记者王晓丹）15日，省总工会
和省妇联共同牵头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个人信息保护日”活动。
省总工会和省妇联组织各级工会、妇联同

步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面向不同群体制
作推出多样化网络安全宣传产品，帮助广大职
工和妇女更好地感知网络安全风险，不断提升
网络安全意识，提高自身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保
护个人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以更高水平的网
络文明素养，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省总工会以微信公
众号“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专区为主阵
地，以全省工会融媒体矩阵为辅助宣传渠道，开
展网络安全教学案例视频学习、个人信息保护
趣味小游戏等多种宣传活动，用感同身受的案
例将网络安全知识进行深入人心地宣传。省妇
联通过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的活动，深化网络
安全宣传教育，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引导广大妇
女树立依法文明上网理念，提升全省妇女网络
安全意识。

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程瑶）为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放大器”作用，橇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
科技创新中小企业，近日，省金控集团权属鑫正
担保集团在哈尔滨举行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担保
计划暨“鑫担科创贷”银担签约仪式。仪式上，
省鑫正担保集团与邮储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龙江银行就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担保计划分
别签署合作协议，并对“鑫担科创贷”产品进行
专题推介。

据悉，为将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金融监
管总局《关于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
的通知》要求落实落靠，省鑫正担保集团第一时
间制定支持科技创新担保计划实施方案，推出

“鑫担科创贷”专项贷款担保产品，将专精特新、
高新技术等7类科技创新中小企业全部纳入支
持范围。根据科技企业“轻资产”“重科研”特
点，“鑫担科创贷”改变原有授信评价模式，从关
注历史报表看过去，改为关注发展前景看未来，
将科研能力、科创资质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设
置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多种灵活反担保措施，
单户企业支持额度提高到3000万元，进一步提
升了科技创新类企业融资便利度、精准度和可
得性。

截至目前，省鑫正担保集团已完成向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 10笔、4200万元的业务备案，实
现“科技创新担保计划”业务在我省正式落地。

支持科技创新担保计划签约仪式举行

（上接第一版）“大庆的地下，还
有多少油？”

“大庆油田还能开采多久？”
诞生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

大庆油田正在创造新的奇迹：
2021 年，有力止住下滑趋势；

2023年，成长“第二曲线”正式开启；
2024 年，成长“第二曲线”开始加速
上扬。

“一稳三增两提升”——“一稳”，
即原油3000万吨稳产；“三增”，即非
常规增、天然气增、新能源增；“两提
升”，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发展
质量效益。

在油田领导班子引领和全体油田
职工共同努力下，一条能源总当量、科
技贡献率、劳动生产率、清洁替代率、
效益增长率持续向上的成长“第二曲
线”，被逐渐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 2024年伊始的领导工作例会
上，大庆油田党委发出“勘探要突飞
猛进、油要稳中求进、气要跨步跃进、
新能源要大干快进”的动员令，加速
向油、气、新能源“三足鼎立”式立体
成长。

科技创新始终是大庆油田保持
历史主动的“金钥匙”。

大庆油田拥有领跑世界的陆相
砂岩油田开发技术，水驱、聚驱、三元
复合驱技术等迭代共用。如今，这里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基地，
年三次采油量约占大庆油田国内原
油产量的 1/3。开创了可采储量在
采出程度 90%、综合含水 95%以上保
持 稳 产 的 先 河 ，全 油 田 采 收 率
45.1%，喇萨杏采收率达 57.5%，远远
领先世界油田34%的平均采收率。

目前，更加前沿的四次采油技术

已在大庆油田实现地质认识、驱油机
理等多方面突破，全面推广后大庆油
田可增加可采储量2.78亿吨，相当于
又找到一个10亿吨以上储量的优质
油田。

战略接替，新能源也必不可少。
作为共和国曾经的战略储备油

田和大庆油田大试验区，2023 年 7
月，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吨级油田规模
最大的低碳示范区——大庆喇嘛甸
油田低碳示范区全面开工建设。截
至今年8月26日，大庆喇嘛甸油田风
光项目累计总发电量突破 1 亿千瓦
时，迈入第二个 50 年征程的老区油
田焕发“新”生。

近年来，聚焦“双碳”目标，大庆
油田提出“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
转型”三步走，规划建设低碳油气生
产 、清 洁 能 源 供 应 、氢 能 产 业 、

CCUS/CCS 四大基地，到 2035 年形
成油、气、新能源“三足鼎立”的发展
格局。

林甸 160 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
劳动竞赛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石油
首个碳中和林、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首个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先后落户，获
得国内首例原油碳足迹评价证书，标
志着油田在碳足迹评价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

产业“含绿量”“含金量”“含新
量”大幅提升，大庆油田新能源业务
按下了“快进键”。截至 6 月底，大
庆油田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超 8 亿千
瓦时。

新能源，新活力；新项目，新产
业。

新时代的大庆油田不只守住根
本，更加“新新”向荣。

大庆油田：为共和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