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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两平台”建设，让城乡居民享受“高清”新视
觉；老旧小区改造，让孙吴居民幸福感“旧”地升温；实
施危桥改造工程，让群众走上“放心桥”“幸福路”；做好
黑土地保护，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更受“宠爱”……
2024 年，孙吴县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站稳人民
立场，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
方面，扎实办好“十大民生”实事，不断刷新着群众心中
的幸福指数。

“我们计划投资 3550 万元，实施实验中学综合实
验楼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新建综合实验楼、室外
运动场塑胶地面、4个篮球场和 2个羽毛球场，并购置
智慧校园系统，让教育事业发展更有质量。”孙吴县政
府副县长房红岩说。

教育事业投入不断加大，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三
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引进高
端师资人才 23 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人才基
础。如今，孙吴县教育教学质量连年攀升，教育工作实
现了由“人人有学上”到“人人上好学”的飞跃。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曾经破旧的住宅
小区已换上了新装，院内坑坑洼洼的小道也消失不见，
一个个老旧小区华丽变身，一栋栋居民楼焕发新颜，改
变的不仅是城市整体形象，更是群众的居住条件和生
活环境。为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孙吴县相关部
门通过实地勘测、入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建议，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切实“改”到群众的心坎上。

“今年，孙吴县 20 栋老旧住宅楼进行楼本体和配
套基础设施改造，改造面积 9.58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983 户。目前已完成 19 栋楼本体改造总工程进度的
65%，配套基础设施完成 80%。”孙吴县住建局局长姜
乃伟说。

民生建设力度持续加大，群众幸福满满。“今年总
投资 1730 万元的城区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已经
建设完工。”姜乃伟介绍，新建改造雨水管道 4400 米，
配套建设雨水检查井 110座，雨水口 220个，进一步畅
通城市“微循环”。

“十大民生”工程有序推进，让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到民生改善、福祉增进。智慧广电固边项目计
划投资1500万元，由省广电总局统一建设。边境便民
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为 4809.35 平方米，分为地上 3 层，
地下1层，总投资2100.85万元。治理河道9.998公里、
堤防工程 5.555公里、护坡护岸工程 13.328公里，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4 年度黑土区侵蚀
沟治理工程计划投资9765万元，已完成23条侵蚀沟的
初步治理，预计年末全部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
设项目总用地面积6281.47平方米，建筑面积3295.8平
方米。公益骨灰堂建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进度 70%。
河南大桥、正阳桥危桥改造工程拆除重建，分别完成总
工程量的97%、95%……

“西兴乡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提出
‘四心工作法’，让大量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
消在萌芽，促进社会和谐。今年共调解涉土地边界、婚
恋纠纷、邻里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 17 件，调解成功率
达 98%。”“全国模范调解员”守刚调解室的调解员孙
守刚说到。

孙吴县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四所一庭一中
心”建设为依托，构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131716”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调
委会成功调处矛盾纠纷 800 多件，现代社会治理服务
不断向基层延伸，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逐步攀升。

一个个不断提升的数字，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
是孙吴县以人为本的为民情怀，更是老百姓从生活有
保障向生活更滋润的跨越。未来孙吴的“民生蓝图”，
必将浓墨重彩，更为可期。

一路向北，孙吴真美！站在新的起点上，孙吴正以
崭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展
现新作为，在“五个黑河”“六个龙江”建设中彰显孙吴
担当、贡献孙吴力量。“孙吴县将全力以赴抓好产业转
型升级，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持续深耕‘411’现代化
产业体系，强链壮群，加快补齐安格斯肉牛、汉麻、大果
沙棘全产业链条，聚力打造好‘三乡’名城，引领产业能
级跃升，蓄积产业集群发展新动能，点燃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让全县人民共享发展新成果，持续提升群众的幸
福指数！”刘淼群憧憬着孙吴县的未来。

擦亮幸福孙吴底色 群众幸福感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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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往北再往北，有一个地方特别美，巍巍的青山上白桦摇，弯弯的逊别拉鱼儿追，黑黝黝的土地尽是
宝，春风拂过春光好，孙吴孙吴我的故乡，像一颗明珠镶在祖国边陲，像一幅画卷铺在儿女心扉……”一曲
《美丽孙吴梦千回》唱出了孙吴的美，唱出了孙吴人民对家乡的热爱，更唱出了孙吴儿女奋进新时代的豪情。

孙吴县坐落在小兴安岭北麓、黑河市中部，距黑河市区106公里，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康斯坦丁诺夫卡区
隔黑龙江相望，是北黑铁路升级改造、“醉美331边防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也是省级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和国家级重点公益林建设示范区，被誉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中国汉麻之乡”和“中国大果沙棘之乡”。

近年来，孙吴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
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构
建新发展格局，以感恩之心、奋进之志，加快推进“六个孙吴”建设，写好高质量发
展、可持续振兴答卷。

孙吴县
紧密对接省

“4567”和黑河市
“335”现代化产业体

系，立足特色优势资源，聚
焦构建“411”现代化产业体系，持
续推动安格斯肉牛、汉麻、大果沙

棘及食品大豆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不
断提升“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中国汉麻之乡”和

“中国大果沙棘之乡”品牌的影响力。
为全面展示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发展成果，

凸显孙吴在安格斯肉牛养殖上的产业基础和独特
优势，深化安格斯肉牛高、精、专发展策略，进一步
叫响“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品牌，9月 7日，孙吴
县举办了中国·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大
会，全国肉牛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
孙吴，共襄安格斯肉牛产业发展。

“孙吴县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深刻洞察肉牛产
业细分市场，科学谋划，前瞻布局，持续推进，把安
格斯肉牛打造成孙吴探索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的新模式，成为孙吴县特色产业的一张名片。”中
国农科院副院长孙坦在大会上对孙吴安格斯肉牛
产业发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孙吴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践行
大食物观、合理开发利用东北各类资源、积极发展
现代生态养殖”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高端肉
牛“百千工程”，2016 年，从澳洲引进Ⅰ类系谱纯
种安格斯肉牛3800余头，2018年，被授予“中国安
格斯肉牛之乡”。建立了省农科院“安格斯肉牛专
家工作站”，建成了全省北部最大的“千头安格斯
肉牛育肥场”，创建了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获批安格斯牛省级种畜禽场，成功打造了“黑
尊牛”这一享誉市场的高端牛肉品牌，还建设“国
家级安格斯肉牛屠宰加工基地”，在北纬 49°的这
片寒区沃土上，构建起了“产学研销”全产业链体
系，蹚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牛”路子。目前，安格
斯肉牛存栏量 6800 头，已出售、加工和屠宰两万
余头 ，创造价值 5 亿元。预计年末，安格斯肉牛
存栏量将突破1万余头。

“让孙吴安格斯牛肉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这是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的努力发展方向。”孙吴
县委书记刘淼群对孙吴安格斯牛产业发展充满信
心。

7 月 27 日，孙吴县在“国际纺都”绍兴柯桥与
鸿文集团签署《汉麻全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书》，
鸿文集团计划投资10亿元，分三期深度开发建设
孙吴汉麻项目，将打造纤维、纺织、染整、织布、成
衣的汉麻全产业链。

“此次洽谈签约对完善孙吴汉麻产业布局、推
动孙吴汉麻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具有重要意
义。”孙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余强说。

近年来，孙吴县立足本地资源，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践行“农头工尾”产业实践，持
续深耕汉麻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11”现代化产业

体系，探索出一条发展汉麻特色
产业兴县富民新路子，已经形成

了“科研院所+种植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

式，汉麻种植面积连
续 8 年 保 持 全 国 领

先，初级加工
打麻生产线基

础完备，可为大型纺织企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并
已建成全国首个汉麻专业产业园区，引入汉麻院
士工作站，成功举办两届“中国汉麻发展·孙吴论
坛”，被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汉麻之乡”
终身荣誉称号，“孙吴汉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得
到国家质检总局批复，“孙吴汉麻”纤维作为杭州
G20 峰会和博鳌亚洲论坛赞助服装的主要原材
料，受到普遍好评。与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繁育的
新品种“孙麻 1 号”即将获批。“孙吴汉麻”创意服
装秀走上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T台，文创产品连
续在深圳文博会上获奖，“孙吴汉麻”在业界品牌
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逐渐扩大。

孙吴县围绕“生态县”建设目标，紧紧抓住国
家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机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
审时度势，科学调整发展思路，强力推进大果沙棘
产业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不懈努
力，目前已初步建成了苗木繁育、栽植、加工、科研
四大基地，形成了“标准化基地+龙头企业”的产
业化发展格局。

目前，全县已经建成苗木繁育基地850亩，设
计年产优质扦插苗木能力1200万株，现年可繁育
一二年生沙棘扦插苗 400 万株，建成沙棘园式化
管护栽植基地面积达 3.4万亩。还建立了以中国
林科院、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俄罗斯里萨文科园艺研究所为依托
的科技支撑体系，完善了科研示范、专家指导、专
业培训和病虫害防治的科技服务体系。沙棘原浆
纳入首批“九珍十八品”省域品牌，长乐山沙棘产
品入驻国家“军民融合智慧采购平台”，“健字号”
软胶囊产品获国家市监局批准上市。力争通过未
来几年的发展，使孙吴大果沙棘产业真正形成种
苗繁育规模化、种植管理标准化、科研开发精深
化、产品加工多样化、市场开拓网络化的发展格
局。

“三乡”名城金字招牌熠熠生辉，推动孙吴县
“411”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孙吴县在培育
壮大安格斯肉牛、汉麻、大果沙棘及食品大豆4个
特色产业的同时，谋划推进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
产业，深度开发风电等新能源产业。

孙吴县打造煤炭产业“增长极”，提前谋划布
局煤电、煤化工、煤基新材料等上下游产业链，逐
步打造生产、加工、转化、新材料、新产品相互连
接的产业体系，积极构建煤炭全产业链、全要素
协同发展新格局。孙吴县四季屯煤矿煤炭储量
丰富，是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最好的优质整装煤
田，开发建设四季屯煤矿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 2024 中
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黑龙江）上，孙吴县政
府与中煤能源黑龙江煤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90 亿
元综合能源一体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将有利于
推动黑河地区煤炭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的
加速转化，带动风电、火电、物流等领域协同发
展，全面提升黑河地区经济综合实力。培育新兴
产 业 生 力 军 ，科 学 规 划 、系 统 布 局 中 广 核
200MW、吉电旭兰 100MW 等风电项目，接续大
唐风电（二期）加速形成新能源产业迭代效应，促
进新能源可持续投资，打造新能源产业聚集区。
又与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黑龙江
分公司再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三年间在孙吴
县开发 1GW（1000MW）风电发电项目，目前华电
100MW 风电等项目成功签约，新能源产业加速
聚集。

擦亮擦亮““三乡三乡””名城底色名城底色
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

99..22万亩汉麻喜获丰收万亩汉麻喜获丰收。。

大果沙棘丰收大果沙棘丰收。。 资料片资料片 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孙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孙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大唐新岭风电场大唐新岭风电场。。

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中国汉麻之乡、中国大果沙棘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