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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伟民

日前，鸡西市委书记鲁长友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鸡西市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发展“十大经
济”，深入开展“十城创建”，在高质量发
展新赛道上晋位争先，在可持续振兴新
征程上赶超跨越，开启了现代化鸡西建
设新航程。

鸡西发展成色更加亮眼。坚持全党
抓经济、重点抓工业、关键上产业、聚力
干实业，全力打造“四大产业集群”，建好

“六大基地”，引进中国建材、中国中车等
世界 500 强企业 10 余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由2012年的122家增加到258家，高
新技术企业由 2012 年的 2 家发展到 71
家，新质生产力加快集聚。以发展现代
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粮食生产实现“二
十连丰”，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由2012
年的 230 万亩增加到 348 万亩，“两品一
标”产品认证是2012年的5倍，乡村呈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

鸡西改革动力更加澎湃。坚持向改
革要发展、要出路、要未来，实施重点改
革任务810项，承担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
128 个，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持续叫响

“六最”营商品牌，实施“五大优化提升”
行动，打造“五张金名片”，城市信用状况

监测位列全省第 1名、东北地区第 2名，
市场主体增加 4.5万户，一场场“双向奔
赴”在鸡西上演。统筹贸易、投资、通道、
平台建设，鸡西市被纳入自贸试验区协
同发展先导区，进出口总额突破百亿元
大关，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

鸡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举全市之力建设“十宜
城市”，民生投入由2012年的92.3亿元增
长到193.8亿元，实现翻一番。深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绿在鸡西”行动，全力打
造森林花园之城、幸福宜居之地、活力时
尚之都，改造老旧小区 420 个、“四网”
1023公里，各类公园由 2012年的 9 个增

加到 163个，市文化中心、市体育中心等
投入使用，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
生机不断涌动。

加强党建工作，鸡西干部更加勤
廉。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鲜明导向，不换
思想就换人、不转作风就转岗、不负责就
问责、不履职就免职，干部能上能下成为
广泛共识。严格落实“十个绝不允许”和

“十个务必从严”，一体推进“三不腐”，政
治生态向上向好。深化能力作风建设，
弘扬“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真抓实干、干
就一流”，全市上下人心思上、人心思干、
人心思进，“我的鸡西，我的奋斗”成为最
靓丽的底色。

晋位争先赶超跨越 开启现代化鸡西建设新航程
访鸡西市委书记鲁长友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壮美中国 现代龙江

本报讯（张国文 李淑霞 记者刘畅）
金秋时节，五花山色、硕果累累，放眼望

去，北大荒集团二龙山农场有限公司呈现
出一片奇幻壮观的秋日美景。

秋风轻拂，带着几分凉意与温柔，悄然
染红了山林，铺黄了田野。天空如洗，湛蓝而

高远，几朵白云悠然自得地游荡着，仿佛是大
自然最悠闲的笔触。

林间，枫叶如火，层林尽染，一片片落叶如
同金色的蝴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最终轻吻大

地，铺就一条条金黄的小径，引领着行
人步入一个静谧而绚烂的世界。

树木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金色
的光点像星星一般闪耀。漫步在秋叶飞舞
的山口栈道上，蓝天白云，林间花草树木尽
收眼底，如读诗如看画。

图①图①：：枫叶如火枫叶如火。。
图②图②：：奇幻壮观的秋日美景奇幻壮观的秋日美景。。
图③图③：：金秋时节金秋时节，，五花山色五花山色。。

张国文摄

二龙山农场风景如画

五花山色五花山色 人在画中人在画中

金秋十月，鸡西市兴凯湖湖岗树洞旅游公路进入最
佳观赏期，外地游客纷纷到湖畔打卡赏秋。这条长81公
里的道路两侧，杏树、椴树、槲栎、柞树、枫树等树木的叶
子开始变色，呈现黄、粉、紫、红等不同颜色。这条路最吸
引人的地方是路两侧的大树树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条
长长的彩色“树洞”。阳光斜射，树洞公路流光溢彩、斑斓
耀眼。 本报记者 张澍摄

深秋兴凯湖深秋兴凯湖 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本报讯（张丹 记者贾红路）连日来，伊春市五
花山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全市旅游人数再
创新高。

伊春市机场路的盘山路段成为热门打卡
地。这里地势开阔，群山错落，五彩森林美景扑
面而来。游客们聚集于此，欣赏连绵不断的五彩
画卷。“伊春的景色真的太美了，看哪儿都像是一
幅精美的画。”来自北京的游客张盈感叹道。

好客伊春也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
活动。在“上春山·晒花福”五花山赶山季活动
中，五花山旅拍、松果集市、秋货大集等火热展
开。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
海、汤旺河林海奇石、铁力透龙山等景区，游客参
与到了松塔叠叠乐、山珍美食品鉴、红松认养等
活动中。各种纯天然、原生态的应季山货备受游
客青睐。在伊森工桦树汁啤酒城举行的秋货大
集文化演艺区，“兴安森林号子”震撼上演，再现
了采伐工人伐木、抬木时的劳动场景，让游客了
解林区人与森林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加快打造“东北亚办事
最便捷”政务服务模式，将境外投资
企业、危化企业、劳务派遣企业等 90
个高频关联事项高效整合为15个高
效办成“一件事”事项，相关经验吸引
多家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学习调研。
今年 1~9月，新增企业 1161家，同比
增长39.2%。

聚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智慧
赋能”水平更高。加强与商务部研究
院、外经贸大学等合作，形成《新形势
下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
河片区发展规划（2022-2035）》等。
成立黑河自贸区创新发展研究院、项
目研究中心、黑河北疆经济研究院等
智库机构。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国立
大学、东南大学、黑龙江大学、黑河学
院等院校建立合作研究关系。

推出新模式，加快高水平
对外开放

坚持国家赋予的打造向北开放
新高地目标，积极构建发展新格局。
贸易额连续 4年高位增长，2020年~
2023 年增幅分别为 63.7%、57.2%、
137.4%、56.9%。2024年 1~9月，对外
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大
力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联合磋商机
制解决黑龙江大桥运营、能源进口等
问题。推动提升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水平，推出的“自走
机械通关新模式”带动企业运输平均
成本下降 60%；“中俄黑河水运旅检
口岸数字固定班期乘船模式”带动黑
河口岸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倍多。

积极培育壮大贸易主体，贸易结
构不断优化，谷物、中草药进口和纸
类、酒类饮料、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均
实现高位增长。巩固和扩大天然气、
大豆、豆油进口和果蔬出口优势。
2024 年新增有外贸实绩企业 58 家。
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大量
对俄贸工企业向黑河集聚。

推动互市贸易蓬勃发展，全国
首单通过互市贸易进口大豆实现落
地加工。建有全省功能最完善的边
民互市贸易交易点，全国首创制发
数字边民证，参贸边民明显增加，国
家政策红利惠及边民。电商直播基
地和边民“互贸+跨境电商”创新发
展区建成投入使用。开发引进“黑
河双子互贸交易服务平台”“边民互
通互贸交易服务平台”，形成双平台
竞争态势。

推动跨境电商实现新突破，9610/
9710/9810监管中心开仓运营，俄速
达跨境中心仓通过哈尔滨海关验收，
中俄阳光跨境电商结算平台上线运
营。引入国欧、艾姆勒等俄罗斯头部
电商平台中方合作企业在黑河建设边
境仓并开展跨境物流运输业务。

培育新动能，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

坚持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把跨境产业合作当
成参与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的
突破口。2024 年，安排重点项目 22
个，1~9 月，开复工率 100%，投资完
成率83.6%。

提升跨境吸引力，产业发展动能
更强劲。打造进口能源公共转运服
务平台。东奥进口气体充装转运场
地项目已完成进口气体转运场地施
工。丰泰集团大豆加工规模不断扩
大，新丝路木材项目启动生产，首列
中欧木材专列成功抵达。推进与深
圳华强北建设数字产品特色市场，打
造黑河首个电子产品出口平台。

培育新业态产业动能。数字经
济大厦封顶，生物经济产业园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启动自贸片区规划馆
新馆设计工作，大黑河岛房车露营地
投入使用，百度数据标注基地项目进
驻大黑河岛国贸城，中国移动云能中
心项目即将竣工。

聚焦重点发展产业链，夯实招
商引资基础。围绕九大特色产业体
系，建立立体化招商机制。共谋划
各类产业项目 104 个。成功招引黑
龙江省首个电子产品出口平台项目
和边境首个集生产展示及交易为一
体的羽绒装备项目。建立华国之窗
中俄企业服务平台，对接外资企业
落户黑河。1~9月，实际利用外资同
比增长339.2%。

建设新通道，融入“一带一
路”格局

坚持以建设国家陆上口岸型物
流枢纽为核心，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
重要节点，立体化多元国际大通道功
能更加完善。黑龙江公路大桥平稳
运营，世界首条跨境索道和北黑铁路
升级改造工程加快建设，黑河公路口
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项目完成
主体和配套设备设施建设。

2024年 1~9月保税物流中心（B
型）进出口贸易完成4.8亿元，出口额
居东北三省首位。“哈尔滨—黑河—
叶卡捷琳堡”国际邮路稳步运行，共
转运国际邮件总计20.7万袋。

强力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连续
两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增幅居全省
地级市首位，2023 年跨境人民币结
算量超 68 亿元，占跨境本外币结算
量的 91.5%，占比全省排名第一。
2024年帮助企业完成结算 2.8亿元，
吸引 161 家企业落户自贸区。1~9
月，跨境人民币收支总额50亿元，占
比90%，跨境支付便利化成为片区竞
争新优势。

黑河自贸片区 奋辑笃行创新领航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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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铁力透龙山景区拍摄写真。 本报记者 贾红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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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连绵的湖岗树洞旅游公路。色彩斑斓的湖岗公路。

□本报记者 杨宁舒

她是藏区孩子眼里的“大庆格桑
花妈妈”。18年来，她从个人捐资助
学到组织成立大庆市杏北爱心志愿
者协会，带领两千多名会员积极投身
公益慈善事业，成为西部藏区孤贫失
学孩子的温暖依靠。

她就是大庆市杏北爱心志愿者
协会会长朱华。9月27日，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朱华
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
誉称号。此前，她曾获得全国“最美
家庭”、“感动龙江”年度人物提名奖、
黑龙江省“巾帼建功标兵”、“优秀青
年志愿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一撇一捺是人，三人合力为众，
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他。”朱华年幼时，父亲的教诲
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助人为乐的美
德从此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抹亮色。

长大后，朱华成为大庆油田第四
采油厂第五作业区的一名注水泵
工。她与藏区孩子结缘，始于 2006
年。朱华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张衣
衫褴褛、双手却紧紧捧着书本的藏区
孩子的照片，她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已为人母的朱华心中五味杂陈，萌生
了资助藏区孩子读书的想法。

经过多方联系，朱华与青海省玉
树州的藏族男孩多扎建立了助学关
系，承担起小多扎的学习、生活费
用。那个学期末，多扎来信了，信的
内容里有 10 道算术题和一幅描绘

“孩子趴在地上画画”的图画，信上写
着：“我能画了，我能算了，感谢爱心
妈妈。”看完信后，朱华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

在朱华的影响下，一家人省吃俭
用，一起加入到爱心助学的行动中，
先后让4名孩子重返课堂。

朱华深知，要想帮助更多的藏
区孩子上学读书，一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她要发动更多的人长期助
学。在单位领导和各级组织的支持
下，2012年，“朱华爱心志愿者协会”
成立。此后，一条条短信、一封封信
件、一个个爱心包裹，穿梭于大庆油
田和藏区之间，给孩子们带去了爱

的鼓励与希望。
2013年11月，朱华收拾好行装，

带着会员们的爱心，在丈夫的陪伴
下踏上了几年里魂牵梦萦的那块土
地——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虽
然 7 年来从未相见，但孩子们得知

“妈妈”来了时，眼里闪耀着激动的光
芒。当孩子扑到朱华怀里叫出“妈
妈”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朱华深知，知识是这些孩子改变
人生命运的关键，于是她又通过家访
挑选了 46 名贫困生确定为资助对
象。回到家后，朱华用了不到 20 天
的时间，让 46 个孩子的资助人都有
了着落。

在给予孤贫儿童物质帮扶的同
时，朱华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关怀和思
想引领。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命运发
生改变时，他们选择了回馈社会，让
这份爱不断地传递下去。

经过 12年的发展，“朱华爱心志
愿者协会”从最初仅有 19 名成员的
志愿服务团体，逐渐成为在全国各地
拥有 2040 名会员的大型公益组织，
并更名为大庆市杏北爱心志愿者协
会，协会如今成立了青海、甘肃、西
藏、黑龙江杜尔伯特四个学区，与 20
所学校、1所托老所形成了长期帮扶
关系，为417名孤儿和特困孩子找到
了“爱心家庭”。

在持续多年的捐资助学中，朱华
渐渐觉得，“西部助学”已不仅仅是帮
助孩子们上学这么简单。这种变化
源于国家对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增加，
随着“两免一补”的全覆盖，孩子们上
学难的问题解决了。两年前，朱华迈
出了助学转型的第一步——关爱女
童行动，协会不仅给孩子送去卫生用
品和内衣裤，更注重推动西部地区健
康教育和提升女童保护观念。

如今，大庆市杏北爱心志愿者协
会已开展“点亮微心愿”“送知识暖童
心”“重温历史·传承精神联建共建”

“大手拉小手”等系列社会公益实践
活动 850余场次，累计帮扶 3万多名
藏区孩子，深化了东西部各族群众交
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青藏
高原留下爱的芳香。

朱华：用爱浇灌“格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