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绥芬河新闻 责编：姚艳春（0451-84655776） 执编/版式：仲一鸣仲一鸣 6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坚持把“党课开讲啦”活动作为
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重点在丰富
教学方式、拓展活动阵地、创新活动形式上持
续发力，在全市掀起讲党课、上党课、学党课
的热潮，推动绥芬河市党员教育走新走实。

着力点在“基层一线”，注重以“讲”来
提高能力。组建由机关干部、教师、企业职
工等群体为成员的红色经典志愿宣讲团，
全力打造百场“红色经典故事会”，深入机
关、乡村、社区、企业、校园等地，为群众宣
讲，使党的创新理论和光荣历史飞进寻常
百 姓 家 ，打 通 基 层 理 论 学 习“ 最 后 一 公
里”。开展“送课上门”爱心活动，充分利用
党员教育师资队伍、理论宣讲团队伍等资
源优势，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分享式教学
模式，为行动不便党员、老党员等群体送去
100 余堂“精神食粮”，确保每一名党员“不
缺课”“不掉队”，让“党课开讲啦”活动触角
延伸至每一个角落。

关键点在“红色资源”，讲求以“准”来靶
向发力。利用本地红色资源优势，实施“红色
基地一体化”工程，将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
秘密交通线纪念馆等 15 个党性教育基地“串
点联线”，绘制覆盖全域的“绥芬河红色地
图”，为“党课开讲啦”高质量开展提供坚强阵
地保障。近年来，相继拍摄了《寻红色印记，
承百年芳华》《特工爷爷赵兴东》等精品党课
40 余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重走红色路
线、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积极探索

“红色+乡村振兴”“红色+文创产品”一系列
深度融合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着力打造“一
村一品”规划建设，开展红色主题研学实践活
动，实现红色资源利用与党员教育、旅游发
展、农户增收互促共赢的良好局面。

突破点在“创新载体”，致力于“新”来标
注动力。坚持把开展“党课开讲啦”活动与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指导
各基层党组织依托“在职党员双报到”、驻村
工作队、深入党建联系点等开展“家门口党
课”，主动走村入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解决

“急难愁盼”。举办“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
央”绥芬河市基层党组织微型党课大赛，涌现
出《赵一曼 家书》《青春 如愿》等优秀党课作
品，持续增强党员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凝
聚力，达到以赛促学、以学促干、以干提能。
同时依托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党课作品，建
立绥芬河市精品党课资源库，持续深化“党课
开讲啦”活动，创作出一批讲得透党的声音、
走得近党员心窝、受到基层受众欢迎的优质
党课。

以“三点”聚“三力”
党课开讲啦！

本报讯（记者杜怀宇）绥芬河作为拥有全
省最大陆路口岸的城市，积极打造向北开放
新高地的特色边境旅游城市样板，跨境旅游
热度持续升温。自 2023 年 9 月以来，绥芬河
跨境旅游人数累计达 86 万人次，每月保持在
6 万人次左右，日均出入境突破 2300 人次。
在跨境旅游火爆同时，休闲亲子游、研学体验
游、避暑康养游成为旅游的主力。G331 边境
旅游联盟活动强势入驻以来，绥芬河更是获
得全国各地青睐边境自驾游爱好者的光临。

今年截至 8 月 31 日，绥芬河旅游总人数
实现 16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其中跨境
旅游人数占旅游总人数的 35%，暑期旅游人
数占总人数的 32%。带动旅游总收入 16.5 亿
元，同比增长 143%。

今年来绥旅游人次
同比增三成

本报讯（记者杜怀宇）为全面推进数据共享
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推进企业和群众办事更
便捷、更高效，绥芬河市营商局大力协调全市各
有关部门积极推广数据共享的普及应用，助力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增强群众和企
业办事体验感、获得感、满意度。

绥芬河市营商局依托数据共享应用，创新
接入了异常名录主体信息接口，为筛选优质企
业成为营商环境监测点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让信用红利被更多的企业重视；申请重大违法
行为失信名单查询接口，能够形成更精准的个
人信用画像，实现诚信监测状况量化评价，成
为诚信个人实施“信用惠民”激励措施的有力
保障；通过申请偷税信息接口，大大提高核验
企业信用信息效率，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
展，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和社会风气；绥芬河
市水务局及绥芬河市烟草专卖局通过申请企
业基本信息查询接口，方便快速办理取水许可
证及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有效缩短了审批事项
办结时限，实现了减材料、减环节、办事流程统
一规范。

绥芬河市多家单位积极申请使用相应的数
据接口，减少企业申请牌匾时提交场所证照次
数、缩短群众办理不动产相关业务等待时间，实
现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过程中“零跑腿”“网上
办”“即时办”等应用场景。减少群众办理材料
和跑动频率，群众办事便利度大幅提升。

下一步，绥芬河市将继续发挥数字政府建
设对实体经济、政府履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
撑作用，聚焦提高数据汇聚质量、拓展数字场景
应用、深化数据共享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创新
突破，助力全市营商环境持续向上向好发展。

数据协同共享
助力智慧政务

□文/摄 付晓军 赵海鹏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自贸片区深入践行“为
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
责任，突出沿边优势和特色，坚持走
开放路、打自贸牌，聚焦对外开放，
围绕进口产品落地加工，发展生物
经济，形成了跨境产业融合发展模
式。

在绥芬河边合区俄蜜源生物科
技产业园，这家企业使用先进的全
自动生产线打造数字化蜂业产业
园，开拓新思路、研发新产品，将蜂
蜜产业做精做细。与传统蜂蜜企业
不同，这家企业不仅将进口的蜂蜜
进行罐装，还制作成蜂蜜糖、蜂蜜水
以及蜂蜜酒类的衍生产品。

在绥芬河自贸片区，像俄蜜源
这种利用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的企
业，还有绥芬河国际首站进口冷链
商品物流集散港。企业从国外进口
海产品进行加工，建有万吨大型智
能超低温仓储库、常温仓储库、SC
洁净食品加工车间等，是一家面对
国际市场来料加工业务，及保税加
工出口等业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
区。公司负责人表示，绥芬河有区
位优势，我们在国外有合作的海域
面积，再加上国外的海产品资源比
较丰富，所以我们选择在此建厂。
未来将充分结合绥芬河自贸区政
策，加大海产品的进口力度和深加
工能力，深耕全产业链的发展，为海
洋经济发展作贡献。

绥芬河自贸片区以制度创新赋
能产业发展，招引了泓睿肉类进口
等重点企业，落地了俄蜜源生物科
技、辛巴赫精酿啤酒、首站进口冷链
商品物流集散港等加工项目，培育
构建“生产加工型”和“现代服务型”
多元化产业，积极打造与新质生产
力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
以来推进的重点项目中，产业项目
投资占比 82%。片区获批以来，累
计新设企业超 5000家，进出口贸易
额年均增速超20%。

绥芬河自贸片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宫冰表示，未来

绥芬河自贸片区将继续落实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428”重点产业平台招商指引，用好境内境外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坚持贸工联动、贸工一体，发挥绥芬河片
区地缘、枢纽、跨境资源等优势，充分释放综保区、边合
区、互贸区等平台的载体功能，强化园区的产业协同配
套，提升园区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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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张超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近年来，绥芬河市阜宁镇以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为目标，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新路径，因
地制宜发展大棚果蔬特色农业，不断做大做
强“菜篮子”“果盘子”经济工程，形成“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打响阜宁特色农产品知名度，
为百姓增收致富拓宽新渠道，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在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的过程中，阜宁镇
建新村与南寒村合作，在原有的4栋温室大棚
中，种植新引进的 400 多棵蟠桃树，种植面积
约2000平方米，经过半年的辛勤培育，成活率
达到了95%。眼下，蟠桃树结满了粉嫩嫩的桃
子，一阵阵清甜的桃儿香扑鼻而来，让人不禁
垂涎欲滴，现日采摘量约50余斤。近日，阜宁
镇还举办了第二届蟠桃采摘节，当天有千余
名市民及游客被蟠桃吸引，步入桃园里快乐
采摘。

同时，在阜宁镇南寒村桃花岛草莓种植大
棚内，工人们正在对草莓种苗进行采挖、移
栽、浇水等工作，现场一派火热的忙碌场面。
今年是南寒村草莓种植的第二年，两栋大棚
共培育1.6万棵草莓苗。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新引进了“黑珍珠”“白雪公主”等 4个高端
草莓品种。南寒村创新产业发展，抢占市场
机遇，不仅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也为村民提
供了新的就业渠道。第一批草莓预计元旦前

后成熟上市，采摘期能持续到次年的5月份。
在阜宁镇建新村大岭下屯还有 7 栋特别

的温室大棚，大棚内一排排田埂整齐划一，翠
绿的叶子中间缀满了水果黄瓜和草莓柿子，
果实、绿叶、黄花交相辉映。为合理规划大棚
空间，温室大棚采用“错茬种植、一棚多产”的
发展模式，大棚每年可种植两到三茬蔬菜，草
莓、柿子、豆角、辣椒、菠菜、黄瓜等果蔬轮番
种植，提高大棚的利用率，实现一棚多用、一
地多季、一年多收。之后将综合考量市场需
求，采取“种植+采摘+休闲”的模式融合发展，
以打造绿色、有机蔬果为目标，不断提升蔬果
品质和知名度。

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在阜
宁镇，一栋栋大棚特色农业种植产业如同一
颗璀璨明珠，闪耀着希望之光，照亮了乡村振
兴的广阔道路。下一步，阜宁镇坚持以绿色、
健康、环保的种植理念，做足做好“特色农产
品”文章，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引进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新项目，在技术、政策等方
面大力扶持，保障乡村特色农业不断发展壮
大。

特色农业
带动乡村振兴大步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走进质检站家属楼小区，楼体新安装的

外墙保温层平整整洁，中行 1号楼内，作业机
械轰鸣，工人们有序施工。中行 1 号楼近年
来楼体逐渐显现出管道老化、墙皮脱落、栏
杆生锈等现象。今年更换了单元门、塑钢
窗、楼梯扶手、单元台阶，还安装了监控，进
行了线缆整理，通过改造，从凌乱的老旧小
区变成宜居整洁的新小区，“颜值”更高、功
能更全，群众居住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
升。

2019年至 2023年，绥芬河共投资 4700万
元，改造老旧小区 51 栋楼 29.79 万平方米，惠
及 3356 户，新建改造供热、供水、排水老旧管
网 68.98 公里。今年，该市住建局共投资
5845万元，改造老旧小区 25个。

为切实改善街道整体风貌，提升居民的
归属感与幸福感，市住建局启动了绥芬河市
区破损道路维修工程，着力优化宜居宜业环
境。截至目前，共维修花园路、会展路、通天
路等街道路面约 2.5 万平方米，新建、改造教
育路、中福街等人行道 4100 平方米，更换路
缘石 1329延长米。

记者在新兴街至步行街段的施工处看
到，工人正在做现浇雨水检查井支模工作，
检查井建成后可以检查排水管道的状况，及
时发现和解决排水问题，保证该路路面排水
系统的正常运行。新兴街作为城市主干道
之一，其排水效率直接影响到城区市民的出
行环境。市住建局通过实地勘察与测量，对
管网布局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调整，并连接
至步行街的排水系统，进一步完善雨水管

网。通过改造可以有效减少管道淤堵，提高
路面排水效能，降低内涝风险，有效减轻雨
天路面积水问题。

五年来，城市道路建设投资达到了 8700
万元，维修道路路面约 25 万平方米，改造人
行道 10 余万平方米，对市区街路、小区等千
余处进行路面罩面维修 20 余万平方米，增设
停车位万余个，满足了市民日益增多的停车
需求。

绥芬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立
军表示，今年绥芬河正在加大城市更新改造
的力度，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加快老旧小区
改造，抓紧抓实保障性住房建设；着力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建
设，以此推动城乡建设向绿色、低碳发展，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和服务功能。

生态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这是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百姓的共同感受。一座有

“温度”更有“靓度”百年口岸正在展露英
姿。

小区改造小区改造““旧貌换新颜旧貌换新颜””

打造打造宜居宜业宜居宜业口岸城市口岸城市
绥芬河绥芬河

秋日，道路两旁的树木正由蓊郁的绿
色转为淡黄、绯红，微风吹拂，如诗如画。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如今，每一个生活在绥芬河的人都切
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道路平了，交
通畅了，夜景靓了，公园美了，环境越来越
怡人了……良好的宜居环境让百年口岸
正散发出更加独特的魅力。

近年来，绥芬河相继获得“中国天然
氧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生态文
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黑龙江省特色气候小镇、
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等殊荣，着力打造
百姓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文/摄 历彦竹 黄彬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近日，记者走进建成使用不久的馨园公
园，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在和煦的阳光下
悠闲地打着扑克；数十米长的“悦读边城”文化
墙又为公园增添了文化气质……绥芬河市政
府建设工程实施中心工作人员刘鑫介绍，新建
的这处公园占地约 4700 平方米，绿化面积
3253 平方米，公园内设六角亭、廊架、圆树池
和坐凳等设施。

绥芬河高品位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休
闲娱乐景观增多、绿化美化亮化持续提升。五
年来，绥芬河市在建设城市公园上持续用力，
打造泉园、友园、怡园等 9 个市政公园；建设、
维修改造万福华公园和幸福家园南广场等 6
个公园广场；新建新华足球场、南环足球场、阜

宁足球场和东山足球场；修葺完成的火车头文
化广场和日月湖音乐喷泉，成为市民的网红打
卡地；盘活城市“零碎空间”，推进“口袋公园”
建设，今年还建成了勤园、乐园2处口袋公园。

走在绥芬河大街小巷，四向环望，道路整
洁，交通井然有序，孩子们在玩耍嬉笑着。一
座靓丽、整洁、宜居的“温度之城”正悄然改变
着绥芬河百姓的生活。

足球爱好者王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绥
芬河变得非常漂亮，不仅街道社区非常整洁，
而且周边多了很多公园、足球场。他每天早
上都来小区附近的足球场跑步提高身体素
质，现在绥芬河增建了高标准的足球场，每逢
周末，他都会约朋友来足球场踢上一会儿。

美化增添城市幸福指数美化增添城市幸福指数

城市之美，美在“颜值”。座落在天长山
与地久山间的爱情谷主题公园成为中外游
客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地”。这里总占地
面积 2.45 万平方米，住建部门每年在此栽植
12.5 万株花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绥芬河采取林地、农地、
建设用地“三地合一”，完成了土地储备资源
库、国有资产数据库“两库融合”。

在城市绿化方面，该市提出增绿地、存
净地，通过清理乱建、乱占、治污、治水等“五

清五治”举措，整治“小开荒”16.66万平方米，
新增绿地 87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95%。五年来播种草坪 33.68万平方米，使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5.85%，不仅美化了道
路景观，还起到了吸尘降噪、调节微气候的
作用，为城市打造了一道道绿色的生态走
廊。

在水体治理方面，将头道沟河堤向上游
延伸 2.3 公里，在河道两岸进行绿化种植，共
栽种松树 2300 余株，并建立日常保洁制度，

安排人员定期巡河，对河道垃圾及时清理，
确保水体长治久清，让河堤变成城市亮点。

在河道治理方面，该市累计完成北大
河、黑瞎峙子河等 5 条河道治理 40 余公里，
定期对全市雨水口、检查井和易内涝点开展
隐患排查和维护。目前已完成新建改造污
水管网 31公里；2024年已开工建设污水管网
改造 7.8公里。

居住在绥芬河市沿河路边上的沈大爷
每天走在北大河沿岸林荫道上遛弯，心情特
别爽朗。“河道内哗哗的山水流过，清澈的河
底卵石一览无余，岸边优美的环境真是太好
了。”沈大爷高兴地说。

匠心扮靓城市“颜值”

秋日绥芬河秋日绥芬河。。

老年人在公园老年人在公园
里参加活动里参加活动。。

楼体墙面焕然一新。

俄蜜源生产车间俄蜜源生产车间。。

采摘蟠桃采摘蟠桃。。

诱人的草莓诱人的草莓。。
““桃桃””醉金秋活动现场醉金秋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