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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壮美中国 现代龙江

中国一重始建于1954年，是我国“一
五”期间国家建设的 156 项重点工程之
一。作为国内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领军企
业，中国一重曾研发出多个打破国外垄
断、被称为“国之重器”的产品——

1966 年 7 月，浇注成功全国最大的
230吨的钢锭，用来锻造刘家峡水电站水
轮发电机大轴锻件，锻件重122吨；

1970 年 8 月，为葫芦岛造船厂研制
的 2500吨单臂油压机交货，这是国内最
大的单臂油压机；

1979年4月，全国最大的250吨真空
铁锭装置试浇四次后正式投产；

1986 年 7 月 19 日，为齐齐哈尔车辆
厂研制的国内最大的 4000/4500 吨双动
冲压水压机试车成功；

1991 年 1 月 25 日，我国最大电站锻
件30万千瓦低压转子在一重锻造成功；

1999年12月18日，一重为庆铃汽车
厂研制的5000吨机械压力机完成总装并
现场演示成功。这是集机电液一体化、国
内工作台面最大的双点单动机械压力机；

2003 年 6 月 9 日，世界最大的 2000
吨级神华煤液化容器上的首支超大、超
重筒节锻件在一重采用“转角度锻造法”
锻造成功；

2004 年 2 月 26 日，一重为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3500毫米炉卷轧机
完工验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生产的最
大一套炉卷轧机；

2005年11月28日，一重为鞍钢制造
的5米轧机第一片机架浇注成功，此机架
所用钢水 716吨，采用 5包合浇，是公司
有史以来生产的最大整体铸钢件；

2010年7月3日，公司史上钢水吨位
最重的上冠浇注成功；

2015年，一重锻造出世界最大的筒
型锻件，直径 9米，法兰直径达 9.5米，重
210吨……

装备中国、走向世界。作为新中国第
一个重型机器厂，中国一重为国民经济建
设累计提供机械产品600多万吨，开发研

制新产品435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
空白 534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牢牢
把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责任扛在肩上。

全球首台“华龙一号”、全球首台“国
和一号”、全球首台“玲龙一号”……从国
内最早开发生产核能设备的企业到完全
掌握第三代、第四代核电一回路主设备
全套制造技术，中国一重成为中国核岛
装备的领导者、国际先进的核岛设备供
应商和服务商，产出了目前在建核电站
80%以上的核电锻件、70%以上的核反应
堆压力容器。 （下转第二版）

中国一重：初心不忘 勇担使命

左图：全球首台“华龙一号”福清 5
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

右图：2020年6月1日，由中国一重
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承制的全球
首台 3000 吨超级浆态床浙江石化锻焊
加氢反应器完工发运、列装起航。

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

□陶传阳

前不久，绥化市兰西县远大镇丰
收村村民孙某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先
后接受了二尖瓣生物瓣膜置换、左房
血栓清除等手术。然而，高额的手术
费用让他不堪重负。

“就在我犯难的时候，民政部门给
我送来5000元临时救助金，还为我办
理了低保，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真是
将温暖送到了心坎上啊。”兰西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来到远大镇丰收村开展
低保领域专项监督检查时，孙某紧握
对方双手说。

社会救助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开展以来，省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
映强烈的“关系保”“人情保”等问题，
推动民政部门开展社会救助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以治护“保”，坚决守牢
民生保障底线。

省民政厅聚焦困难群众比对摸排
不全面、基本生活状况和困难需求掌
握不准确等问题，推动全省上下全面
排查，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
平台，实时对比。截至目前，共排查出
社会救助领域问题 146 个，立行立改
126个，制度性整改20个。

绥化市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深入
基层调研走访、梳理排查信访台账、
强化监督检查等方式，推动民政部门
落实落细行业部门主体责任，做到应
保尽保、应助尽助、应退尽退，兜住、
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民生底线。

为提升监督工作质效，绥化市县
两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推动民政部门
与乡村振兴、医保、住建等部门定期交
换、比对数据，充分运用“大数据+铁脚
板+网格化”主动发现机制，及时跟踪
社会救助资金流向，让“人情保”“关系
保”没有可乘之机。

“在监督推动下，目前全省最大的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已在我市
建立，通过常态化排查低收入人口，相
关部门数据信息监测预警，可以及时
发现困难群众，精准实施救助帮扶。”
绥化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日，安达市民政部门通过社会
救助系统比对筛查，发现疑点信息 25
条，立即向相关乡镇、社区管理办公室
下发提示函，经过认真调查、实地核
准，根据相关政策排查、清退不符合条
件低保户3人。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堵塞社会救助领域风
险点，绥化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民政
部门出台《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
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监
督检查长效机制的通知》等制度文件。

“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靶向纠治
社会救助资金落实中存在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
效，有针对性地提出纪检监察建议，对
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问题的将严肃追
责问责，以实际行动纾民困、解民忧、暖
民心，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绥
化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让低保“晒”在阳光下

惠企利民政策

问：在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
新工作中，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作出
了哪些调整？

答：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及以
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2018年4
月 30 日（含当日）前注册登记的新
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
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
新能源乘用车或 2.0升及以下排量
燃油乘用车，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

贴标准由以前的 1万元提高至 2万
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
车补贴标准由以前的 7000 元提高
至1.5万元。自《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实施细则》印发之日（2024年7月25
日含当日）起申请补贴的消费者，按
照本实施细则标准执行补贴。消费
者申请补贴，相应报废机动车须在
实施细则印发之日（2024 年 7 月 25
日含当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作了哪些调整？

□新华社记者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的
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惬意；
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祝
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群
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家团
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
G1202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制
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月亮
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车上举
办庆中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
节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一

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站提
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中
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团
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人
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
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
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下转第二版）

明月共此时，家国同奋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吴桂欣 本报记者 孙昊

火花四溅不停歇，国之重器锻造忙。70年来，位于齐齐哈尔市的中国一重
集团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初心、勇担历史使命，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啃”最硬的

“骨头”，为国家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关键成套设备和基础材料保障，
为保障国家国防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做出了突出贡
献，挺起了民族工业的脊梁。

□光明日报记者
殷泓 张士英 马姗姗 郝泽华

本报记者
周静 桑蕾 孙铭阳 吴玉玺

这次采访，走透了黑龙江！
要问记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字：新！

“老字号”新了，“新字号”大了——
工业一路向“新”

初秋时节，松辽盆地北部，“油城”大庆一派繁
忙。

“这些绿、黄、红、蓝小点，是我们管理的油水
井。你看，每口井的生产数据一清二楚！”在大庆
油田采油四厂第一作业区北六采油队数字化集控
中心，班长梁超边说边轻点鼠标。

星罗棋布的抽油机，是大庆最鲜明的工业符
号。这里，地面上有数万口油井、注水井，并在千
米之下相互贯通，组成一座巨大的“迷宫”。

“以前，油井安全作业全靠人工巡查，如果井
上停机没能及时发现，影响开井率不说，冬天还容
易冻堵。”说起往昔，梁超眉宇间竖起了一个“川”
字。

不过，说起现在，“川”字一下子抻平了：“我们
的采油工，都成了‘数字化能手’！井上出现啥故
障，通过智能管理平台都能第一时间处理。”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智慧大脑”支撑。2019
年，大庆油田智慧指挥中心上线运行，如今，全油
田82%的油气站场实现了集中监控。

“老工业基地的价值在‘老’，出路在‘新’。以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目前，黑龙江已培
育省级智能工厂 19个、数字化车间 316个，传统产
业加速转型升级。”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刘伟说。
老油田因数字化转型焕发新生，传统制造业

因新机制而“轻装上阵”。
工人在触摸屏上输入指令，智能机器人舞动

机械臂，一台台电机组装下线……这是记者在哈
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装
配车间看到的场景。

佳电股份曾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防爆电机、

第一台起重冶金电机，2015年，却因遭遇市场“寒
冬”濒临破产。

如何走过“生死线”？只有刀刃向内“动真
格”！

机构合并、岗位精简、股权激励、“头雁”计
划……一系列改革，使佳电股份降本增效，一举扭
转连续亏损局面。

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新兴产业加快布局。

哈尔滨平房区联合飞机基地，一架架农业无
人机整齐排列，静待起飞。

“黑龙江上下游产业链齐全，原隰沃野，一望
无际，发展低空经济既有基础，也有潜力。”黑龙江
省航空产业协会秘书长霍光雷说。

嗅到了商机，联合飞机集团董事长田刚印立
即从深圳赶来，考察了一圈，很快决定：投资建厂！

政府部门牵头组建专班，从项目选址到施工

许可全流程“快马加鞭”……
“4月动工，8月封顶，只用了 126天！”田刚印

语气中透着兴奋，“建成后，预计年产无人机 1 万
架，还准备建大型无人机研究院、生产制造和应用
示范基地。”

创新引领，老工业基地撕掉“黑大重粗”的旧
标签，一批“新字号”产业项目蓬勃生长——

数字龙江智算中心项目三期即将动工，承接
南模北训、数字兴边、智慧城市等重要任务……

“现在的黑龙江，不管是航空航天、新材料、人
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深空、深海、深地
等未来产业，都在落地。”刘伟兴奋地说，“就一个
词儿——高大上！”

种田方式新了，组织方式新了——
农业不停创“新”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大兴农场，说起种
植户胡春光，人人都竖大拇指——每次推广新技
术，他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一开始，听说胡春光要掏 16 万元把家里 500
亩水稻进行格田改造，老伴儿一万个不同意。

可老胡拗得九头牛也拉不回——现在的田都
是“小池子”，大机械进不去，赶上秋涝，粮食都没
法及时抢收！

转年开春，204个“小池子”变成了 24个“大池
子”。秋天一算账：池埂、水渠“让”出的 17亩地打
了10多吨粮，加上节约的各种成本，投入改造的钱
不到两年就收回来了。

黑龙江是我国著名的“粮仓”，怎样才能“仓满
囤流”？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农业新科技。

“叮叮叮……”听到手机提示音，水稻种植户
周德华点开了微信群。

（下转第二版）

创“新”美了黑龙江

哈尔滨新区。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