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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宏伟 温殿辉 记者刘大泳）“这个问题我
们一定考虑在内，尽快处理，大家还有什么需求？”日前，
在佳木斯市向阳区长安街道办育才社区，规划师们针对
临街设置收费停车场造成的信访问题，深入施工现场了
解群众诉求，解答群众疑惑，协调建设单位退让业主共有
停车空间，化解了社会矛盾。

自 9 月初开始，针对市民群众所急、所想、所问、所
惑，同时为了让规划工作服务更亲民、近民、惠民，佳木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主动开展“规划师进社区”活
动，先后与向阳区、前进区、郊区、东风区举行“规划师进
社区”签约仪式，建立了“1+4”工作站模式，组织广大注
册规划师专业技术骨干深入基层社区，全面开展基层规
划服务工作。

佳木斯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抽调 22 名社区规划
师，组建 4 个工作组，经过与各区政府进行点对点、面对
面座谈交流、现场对接，建立了工作咨询机制与共商共享
平台，切实提高基层社区对土地、规划、建设等相关政策
认知，让居民看得懂规划蓝图、听得懂规划语言、体会到
规划陪伴。

“规划师进社区”活动，重点围绕详细规划、城市设
计、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推进、绿化景观提升、公共空间治
理、回应百姓对规划设计的困惑等方面问题，协助各县

（市）区政府进行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宣传、解读规划成果、
就规划设计相关问题答疑解惑。

“活动期间，我们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调研，了解百姓
需求，掌握社情民情，解决实际问题，引导公众参与，开创
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局面，推动城市
工作共商共建共享。”佳木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
记、局长于寿宏介绍，“下一步，将定期组织规划师进入社
区与百姓面对面交流，根据群众需求和城市发展需要进行
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帮助社区提升颜值和空间品质，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与各区政府进行深度合作，对规划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服
务咨询、全要素技术支撑，为政府与百姓、专业规划团队三
者之间建立起规划决策公开、规划成果公示的互动平台，
真正实现市民参与规划、理解规划、监督规划。”

“规划师进社区”
城市工作共商共建

本报讯（修立 李凯然 记者刘大泳）今年 8月，佳木斯
市佳电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在东风区高新技
术开发区成功设立新项目。为便于经营管理，企业决定
申请将新增的生产经营场所纳入前进区的营业执照，实
现“一照多址”的运营模式。

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企业的这一需求
后，迅速响应，主动与企业取得联系，并深入了解其具体
需求。同时，市场局积极协调各方资源，针对佳电股份公
司的特殊情况，量身定制了“一企一策”的解决方案，以支
持其“一照多址”的申请。

据市场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了解企业需求后，立
即启动了主动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与指导。同
时，对“一照多址”的登记申请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减少
了不必要的环节和材料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此
外，市场局还加强了跨部门协作机制，实现了信息共享和
协同审批，避免了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和多头奔波的困扰。

值得一提的是，跨区办理“一照多址”在我省尚属首
次。近年来，佳木斯市市场监管局一直致力于“全市系统
行风建设三年行动”，积极主动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致
力于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助力其发展壮大。在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市场局不断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让
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了便捷与高效的服务。

“一照多址”跨区办理
携手共筑优良行风

本报讯（王冰 记者刘大泳）今年 6 月以来，为有效解
决生产经营类企业、九小场所电气线路敷设安装不规范、
隐患问题较多，且生产生活用电量大，安全风险突出等实
际问题，同江市政府研究决定将电气线路安全风险排查
及整改提升纳入“助企服务”民生工程，并出资 56.9万元，
采取购买社会服务方式，聘请来自省、市的 13 名电力工
程岗位专家组和同江市消防救援大队组成三个检查组，
对全市重点企业、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实施电气线路排
查整改提升工程。

据介绍，此次行动历时 80 天，覆盖同江市范围内的
343 家企业、单位，其中，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129 家，旅店
业和小作坊 214 家。通过此次排查，共排查发现电气线
路安全隐患 2993 项，立查立改 318 项，限期整改 2677
项。针对排查问题，由市政府安委办牵头，按行业划分，
向 25 个行业下发督办整改通知 343 份，逐一落实包保整
改责任人，每月汇总通报整改前后“对照表”，确保“照单
销号”，力争年底前问题整改率达到 90%以上。

同江
排查电气线路风险保安全

秋花怡人，秋叶绚烂。
佳木斯的秋天，是醉人的五
彩斑斓的秋色。行走于佳木
斯的公园小路，绚烂多彩美
轮美奂，充满秋的韵味。双
拥公园、水源山公园、外滩公
园、西林公园、西浦植物园、
杏林湖公园、杏林路街心公
园、四丰山水库……美丽的
景色令人心驰神往。和家人
朋友到公园走走，走向更深
更美的秋色，不负韶华，不负
意象万千的秋景。

鞠秋月 张大炜 王冰摄

东极大地东极大地 粮粮满仓满仓 人人欢笑欢笑
□文/张鑫 商岩岩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宋洋

秋风送爽，东极大地尽是丰收美景。稻田里，金黄色
的波浪翻滚，预示着又一个粮食满仓的好年景。

今年，佳木斯市的粮食作物单产水平预计达到每亩
883.9斤，较上年提升 5.7%，粮食总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为端稳“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食”贡献佳木斯力量的同
时，也让广大农民朋友的钱袋子更加鼓胀，生活更加甜蜜。

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农民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智
慧收获幸福。他们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学习现代农业技
术，引进先进农机设备，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华丽转身。

在同江城投现代农业园区大豆收割现场，收割机正开
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排排大豆植株被卷入收割机，金
黄色的豆粒随即被收入“囊”中。脱粒后，金黄色的豆粒通
过收割机的出粮口落入运输车中，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我们现拥有 5台大型收割机及 25台大马力设备，当
前正在进行大豆收割作业。今年种植了六万亩大豆，自
10月 3日起，我们正式启动了大豆收割工作。10月 13日
启动玉米收割工作，并计划 10天左右完成玉米收割任务，
确保粮食的及时归仓与后续处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江
市新宏瑞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董事长管金柱说。

万亩沃野遍地“金”，良田美景入画来。今年，佳木斯

市聚焦“作业精细、典型示范”，在高产标杆打造上
谋良策。以主攻单产、改善品质、提升效益为目标，
打造集标准化、科技化、集约化于一体的高标准示

范田 166处，建设总规模 12.8万亩；打造千亩以上技
术集成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7个，建设规模达 3.5万亩，
各类示范典型单产水平较常规地块提高 7%以上。
风吹稻田，稻浪泛着金黄滚滚成潮，玉米地上，一棵棵

秸秆捧起已经熟透的玉米，奏响丰收的喜悦。
“通过前期对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良种及栽培模式

的鉴评，三大作物的田间长势良好，相较去年，预计今年水
稻单产提升 5%左右，大豆单产提升 23%左右。受恶劣天
气等自然条件影响，今年玉米预计依然能保持与去年产量
相持平，这点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望着农作物的良好长
势，佳木斯市桦川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杨忠生对产量增收
心中有数。

今年以来，桦川县在苏家店镇新胜村百禾浆果合作
社、协胜村、新胜村等地落实玉米园区 2800亩，东河乡东
方红马场示范基地落实大豆示范区 1200亩，星火乡燎原
村水稻示范园区、悦来镇双兴村玉成合作社建设水稻园区
2000亩，以院县合作方式，通过农作物示范项目，引导全

县广大农民采取有效措施助力增产，以实际
行动助力农作物单产提升，让农业增效有

“路”农民增产有“方”。
在佳木斯市汤原县胜利乡荣丰村稻田蟹

养殖基地，饱满的稻穗压弯了枝头，稻田蟹在
这里自在畅游。农户们忙着收网、打捞，个大
肥美的螃蟹让农户分外欣喜。

“我们在这里放了 500多斤蟹苗，河蟹收了 1500多斤，
每亩地河蟹就能挣 400多块钱，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收完
河蟹就该收水稻了。”汤原县胜利乡荣丰村农民韩树生笑
着说道。

钱包鼓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粮食产量与质量双提
升，让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这份丰收的喜
悦，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近日，佳木斯市富锦市上街基镇举办“情满金秋·共庆丰
收”专场文艺演出。此次演出不仅满足了大家的精神文化
需求，更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艺活动和文化服
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奏响文化建设主旋律，助
力乡村振兴。

同时，佳木斯市还积极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人居环
境整治，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道两旁绿树成荫，文化
广场热闹非凡，农家书屋书香四溢，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也提升了乡村的整体形象和气质。村民们
在享受丰收果实的同时，也享受着更加宜居宜业的生活
环境。

佳木斯市的秋收，是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图景，是国
家仓廪充实、百姓生活幸福的真实写照。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土地上，农民们用勤劳的双手绘制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篇
章，共同书写着新时代的辉煌与梦想。

□文/胡耘翰 韩维鑫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陈刚

十月，佳木斯市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
呈的文化旅游活动。从交响电声音乐会
到千人非遗秧歌展演，从惠民宣传文艺演
出到各县（市）区的文化大集，线上线下联
动，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假期生活，展现
了佳木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
魅力。

十米赫哲族鱼皮画《百鸟朝凤》壁画的
首展备受瞩目。这幅由市级非遗传承人赵
同华与 158 名团队成员耗时三年共同创作
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工
艺，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赏。

在佳木斯市的各大景区、景点，游客
们 同 样 感 受 到 了 秋 季 旅 游 的 热 闹 与 欢
乐。汤原县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

了游客们亲近自然、享受假期的热门选
择。听林海松涛，赏五花美景，无论是拍
摄秋日大片，还是与家人共度温馨时光，
这里都是绝佳的选择。而景区推出的免
除停车费、景区门票和免费乘坐观光游览
车的政策，更是让游客们感受到了满满的
诚意和关怀。

“星火村好玩儿的也太多了，在玩儿
的同时还能让孩子们增长知识。”“我来这
儿当了一天的朝鲜族公主，拍了美美的照
片，吃了朝鲜特色的美食，完全去除了‘班
味儿’，缓解了工作的压力……”

金秋时节，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
村旅游景区火爆出圈。朝鲜族姑娘们一边
跳着舞，一边向络绎不绝的游客们送上朝
鲜族特有的祝福，让游客们更直观地了解
朝鲜族人的日常生活。

“星火这个地方很出片，而且游玩的性

价比很高，累了饿了直接进饭店吃饭，特别
方便。”游客郭女士说。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佳木斯市推出
了跨境游、康养游、研学游等 17条旅游线路
和 10条旅游攻略，涵盖了富锦水稻公园、同
江赫哲文化、抚远东极风光等热门景点。
同时，部分景区还推出了打折门票和“三
免”政策。无论是喜欢跨国风情、边境风
光，还是红色文化、丰收景象，亦或是研学
之旅、两极探险，让游客们找到适合自己的
旅游线路，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优惠。

这个十月，佳木斯市的文旅市场呈现
出了一片红火的景象。无论是市民还是游
客，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
乐和满足。而佳木斯市也以其独特的魅力
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无数游客的赞誉和
喜爱。

地域特色点亮文旅市场

□文/摄 张鑫 王伟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在佳木斯市，一场以电动自行
车充电桩建设为核心的城市基础
设施升级行动正全面铺开。

随着《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
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的深入实施，
佳木斯市住建局携手佳木斯市新
时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及多个职能部门，
共同绘制了一幅电动自行车绿色
充电的蓝图。

从摸底调查到规划布局，从设
计施工到投入使用，每一个环节都
凝聚着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怀。
通过精准对接居民需求，科学规划
充电点位，佳木斯市计划为城区居
民打造 4776个安全充电端口，已建
成并投入试运行的充电桩达数十
个。

从五一村的试点成功，到江南
水岸、西郊福苑等棚改小区的全面
铺开，再到光大、合作等旧改小区
及人流密集地的贴心布局，佳木斯
初步形成了“绿色充电圈”的雏形。

走进小区院里，两个车棚都涂
上了白漆，看着十分明亮整洁，充
电桩投入使用后可同时供 12 辆电
动车充电，充电桩附近的地面划出
了停车位，同时还贴心地设置了缓
坡方便车辆移动。

记者看到有两辆电动车正在
充电，其中一位车主娓娓道来她的
感受：“在屋里充电不安全，屋外飞
线也不安全，这多好呀！”

佳木斯市民泰物业有限公司
物业经理正现场指导居民正确使
用充电桩，他说：“这些充电桩不仅
外观时尚，而且功能齐全，每个充
电桩布设 12个充电端口，同时保证
24 台电动自行车 24 小时不间断供
电，还支持手机 APP 充值，计费合
理透明，让居民们能够轻松解决充
电难题。同时，充电桩的建设还配
备了完善的消防设施，确保充电过

程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在推进充电桩建设的过程

中，还特别注重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推出了经济实惠
的充电方案，4小时为 1个区间计费标准，综合费用 1元，
如中间暂停充电，按 1元计费，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一
民生工程带来的实惠。此外，相关部门还加大了宣传力
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普及安全充电知识，引导居民
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

佳木斯市新时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说：“下一步，公司将在全市开展 100 个汽
车充电桩和 33个助力车充电桩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能
为全市居民解决电动自行车飞线问题，解决充电难问
题。”

随着“绿色充电圈”的逐步完善，佳木斯市的电动自
行车充电将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不仅是对传统充电
方式的革新，更是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优质、便捷、安全的
公共服务。

建好的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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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

农户在收网农户在收网、、打捞稻田蟹打捞稻田蟹。。

孩子们对赫哲族非孩子们对赫哲族非
遗作品产生浓厚兴趣遗作品产生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