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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晶 温竞华 宋晨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
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年来，中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
领下，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探索宇宙奥

秘、增进人类福祉屡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
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
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4年6月25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湛
蓝的天幕下，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缓缓降落——嫦娥六号返回
器携带月背样品到家了！ （下转第三版）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探月工程纪实

本报22日讯（记者周静 梁金池）22
日，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主场
活动在哈尔滨市方正县拉开帷幕，全省
各地庆祝活动随之接续展开，农民群众
纷纷表达丰收的喜悦之情。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主
场活动以“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
国”为主题，紧紧围绕“报丰收、展丰收、
品丰收、助丰收、乐丰收、庆丰收”6个环
节生动展开。

活动现场，“报丰收”环节通过展板
展示、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
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三农”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和乡
村振兴战略下的繁荣景象，着重体现全
省各地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成果，尤其是第四届全省
印迹乡村创意设计优秀作品引人注目，
黑土优品系列AR冰箱贴、寻味龙江、桦
南紫苏、俄式风情、极境寒养等获奖作
品广受好评。

“展丰收”环节，注重的是传承与创
新。历经两百余年的方正剪纸，凝聚了
方正县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成为大
家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智能化、现代
化国产高端农机装备，则闪耀着创新的

光芒，生动体现了我省现代化大农业的
生动实践和国产农机装备自主研发制
造的跨越发展。

“品丰收”环节通过现场品鉴体验
的形式，展示了方正县及哈尔滨周边地
区特色乡土美食，得莫利炖鱼、方正银
鲫、寒地小龙虾……龙江优质农产品从
地头到餐桌，让大家吃得好更吃得香。

活动现场，还有4个直播带货体验式
直播间，方正县本地企业以及北大荒农
垦集团等龙头企业开展了“助丰收”直播
带货，助力销售和推介特色农产品。

此外，主场活动还组织了农民群众

广泛参与的“乐丰收”和“庆丰收”活
动。在农民趣味运动会、农民秧歌等大
家喜闻乐见的活动中，丰收的快乐一直
在传递，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在
增长。

除主场活动以外，丰收节前后我省
还谋划了“黑土优品”营销季、农产品产
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等 28 项重点庆祝
活动，各地还分别组织了寒地黑米体验
行、寒地小龙虾节、紫苏文化节等 70 余
项重点活动。

水稻开镰。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学用“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国

我省喜庆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惠企利民政策

问：“生存型”“成长型”“发展
型”个体工商户有哪些帮扶政策？

答：对处于初创阶段的“生存型”
个体工商户，侧重优化市场准入服务、
降低经营场所等成本、探索包容审慎
监管机制，激发创业创新活力，让您
更好地“活下来”。例如：在地方政府
权限内提供低价或免费经营场所。

对处于稳定经营阶段的“成长
型”个体工商户，侧重畅通招工用工
渠道、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引导
参加社会保险、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增强其抵御风险、持续经营能力，让
您“走得稳”“行得远”。例如：享受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

对处于持续壮大阶段的“发展型”
个体工商户，侧重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支持引导转型升级为企业、提高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让您

“做得强”“发展好”。例如：鼓励、引
导转型升级为企业，按政策给予其相
应奖励、补贴。

已经成为“生存型”“成长型”“发
展型”的个体工商户可以立即享受相
关帮扶政策措施，具体政策措施可以
登录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查
看。 本报记者 付宇整理

这些帮扶政策不容错过

□本报记者 周静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黑龙江省铧镒农机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铧镒联合社）也到了一年中最紧张忙
碌的时候。

“青贮玉米开始收获了，五六台收割机同时作业，一百五六
十辆货车昼夜不停运输。”铧镒联合社理事长杜滨介绍，今年大
约要收 20万吨青贮，每一车都要保证在 4小时内送到双城雀巢
有限公司、现代牧业（双城）有限公司等合作单位。

“我们做的是玉米带芯全株青贮饲料，是牛最基础的饲料。”
杜滨说，为了保证品质，必须要抢在4小时之内送到。

“我们手机上都有个小程序，发车时在地头扫个码，牧场那
边就知道了。等我们到了牧场，再扫个码，就知道路上用了多长
时间。入库时还得扫码，卸货时还要取样封存。”正在排队等候
装车的师傅热情地介绍。

“这样就实现了全程溯源，流程清晰，责任也非常清晰。”杜
滨补充道。

铧镒联合社由6家农机合作社和2家种植合作社在2017年
4月联合组建而成，目前拥有大中型农机具 500多台，带地入社
农户6000户，年生产总值超过2.4亿元。

联合社坐落于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久援村，“双城区地处
第一积温带，土地平坦，适合大农机作业。”杜滨今年种了15.6万
亩玉米，5000多亩大豆。

“这些年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
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杜滨说。

“地虽然多，但我全程机械化，所以春天一周左右就都种完
了。收的时候分三拨：1/3是鲜食玉米，8月开始收，从田间直接
拉进冷冻车间；1/3做青贮，9月中下旬开始收，直接送到畜牧企
业；还有1/3是干粮，过些天就在地里直接脱粒拉回联合社烘干
上仓。”

这个模式，杜滨总结为“三链同构、三产融合”玉米产业新模式。
作为我省第一大作物，玉米具有饲料、工业原料、能源、油料

和食用“五位一体”多重功能，产业链条延伸最长，贯穿于一、二、
三各个产业。杜滨说的“三链”，是指籽粒机收玉米类型全产业
链、全株青贮类型玉米全产业链、鲜食甜糯类型玉米全产业链。
和过去只管种地不同，杜滨现在操心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我们广泛对接了产业链上的种子、植保、肥料、农机、饲料和工
业加工等优势企业，争取绿色、精准、高效高质量发展。”

铧镒联合社门前，是 2000亩试验田。“种这么多地，保产量
是第一位的。”杜滨说，“无论是新种子还是新的耕作方法，我都
要先在试验田里试验后再进行推广。”

站在试验田边的高台上向下看，远远近近的玉米长势一目
了然。“这片试验田被我们分成了 1000多个方格子。每一个格
子里是一个品种，有原原种，也有不同积温带的新品种。有耐涝
的、有耐旱的、有早熟的、有耐密的。耕作方法也不一样，有小垄
有大垄、有单行有双行、有高空喷淋也有浅埋滴灌。无论是良法
还是良种，我们都要在这里试验好了，再进行大面积推广。”

试验田边，农业物联网设备很是显眼。微型气象站、病虫害
监测设备……这些高科技装备让田间管理变得精准高效。无论
在哪儿，只需轻点手机，田里玉米的植保动态尽在掌握。

“今年我们应用最多的就是大垄双行密植栽培和水肥一体
化灌溉技术。”杜滨算了笔账，“原来种小垄，一亩地 3700 株~
4200株，现在用大垄双行，一亩地最多能达到7000株，最少也能
突破6300株，所以一亩地多打个三四百斤粮一点问题没有。”

“今年我们又迎来了大丰收，力争亩产达到 2200斤。”杜滨
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一片地多收一点，全省的地加起来，千万
吨粮食增产计划就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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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刚 崔明太

近日，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人社局的
会议室内，14名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一一签
字，领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打工钱。“这些
钱对我们来说真是特别重要。之前还不
知道什么时候能要回来，没想到这么快就
解决了拖欠我们工资的事情。”接过装有
现金的信封袋，30岁的农民工林晓龙发出
了感慨。

2024年 6月，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共
和镇长兴村启动道路维修工程项目，工程
结束后，因项目结算等原因，林晓龙等 14
名农民工的工资迟迟没有拿到手，跟用工
单位多次协商依然无果。

今年 7月，该区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
中了解到此情况后，立即主动介入，统筹
人员力量，采取“嵌入式+协作式”监督模
式，联合区信访局、区人社局深入用工单

位开展调查，迅速摸清问题症结，查明欠
薪事实，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服务意识，与
用工单位积极沟通协调。仅用两天时间，
拖欠的共计 60250 元工资就一次性发到
14名农民工的手中。

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人心冷暖，涉及
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纪委监
委推动省人社厅等相关职能部门将资金
拨付不及时、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纳入
整治重点，监督保障各项清欠措施落实落
地，推动职能部门办好“解欠”实事。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把维护农民工
劳动权益作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开展政府
和国企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
工资专项整治，紧盯责任落实，推动市人
社局、市信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根治欠薪“春雨行动”“安薪
行动”等，在全市 110 个建设工地设立了

“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张贴欠薪维权“龙
薪码”，从源头预防新欠问题发生，有效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们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监督检查，
专项整治行动至今，共检查用人单位 210
户，解决政府和国企投资项目欠薪问题12
件，其他建设项目欠薪问题 75 件，共为
511名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664.67万元。”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齐齐哈尔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
实际，同步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梅里
斯区纪委监委推动职能部门大力推广“一
码一平台”应用，夯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制度基础和数智化支撑，切实为农民工

群体解“薪”忧；克山县纪委监委推动县公
安局与县人社局联合设立“根治欠薪”警
务室，及时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案件；讷河市纪委监委推动当地人社局组
织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规范化管理培训，切实提升规范化
管理水平。

一个个务实举措，是专项整治成效的
生动注脚。“我们还将对已经化解的问题
和正在化解问题的处理情况，开展跟踪回
访，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督促职能部
门履行好民生责任，维护农民工兄弟的合
法权益。”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守护“民薪”赢民心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崔立东

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75 号，北
大荒博物馆，这里浓缩了几代北大荒人用
青春和生命创造的历史。和赵国春的对
话，就从这里开始……

退休 8年的原馆长赵国春，再次站在
北大荒博物馆的“故人墙”前，他的眼神里
立刻涌入不同的光彩。

8 月的一天，他和记者一起重回北大

荒博物馆，伸手一一抚摸过铜板墙上父亲
和岳父的名字时，他回头对着记者笑了笑，

“北大荒人，是一群特殊的人！‘北大荒人’
就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标签。”

从事48年文学创作，出版24本文学专
著，赵国春的创作素材和采写对象，没有离
开过北大荒。用文学作品弘扬北大荒精
神，贯穿他的创作始终，或者说弘扬北大荒
精神，是他作品的主旋律。

（下转第三版）

北大荒精神弘扬者赵国春

“北大荒人”是我最骄傲的标签

龙江
故事

身材高大、中气十足，是记者对赵国
春的第一印象，说到关于北大荒的人和事
儿，他眼睛透亮。

路过那面刻满名字的故人墙，他指着
父亲的名字说：“我自己是北大荒人，父母
兄弟和儿子也是，我们都是北大荒历史的
亲历者、记录者，也要当北大荒精神的传
播者……”

赵国春的一生围绕着北大荒进行文
学创作，他把丰富的、枯燥的、有价值的北
大荒开发建设历史，用形象的、读者喜闻
乐见的文学形式，奉献给大家。

“北大荒人是特殊的一群人”是在采

访中让记者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北大荒
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的粮食安
全保驾护航，成为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从赵国春的语气中，肢体语言里，深刻感
受到了北大荒精神对北大荒人的深刻影
响，这种精神带着厚重的力量不断延续传
承。

采访结束时，他说，北大荒的精神永
不褪色，北大荒的故事历久弥新，北大荒
的文学绚丽多彩。我要一如既往走下去，
无愧于北大荒人的称呼，我要和许多同龄
的北大荒人一道，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
弘扬北大荒精神这一伟大事业。

记 者 手 记

详见第二版

详见第三版

杨士莪：选对了路，便不惧其远

四排赫哲族村唱响新时代《乌苏里船歌》

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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