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明睿 本报记者 蔡韬

在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个派出所，它
历经 78载风雨，它从寻常巷陌里的基层
派出所，成长为龙江的骄傲、全国公安战
线永不褪色的一面红色旗帜和享誉全国
的金字招牌。它，就是哈尔滨市公安局
道外分局东莱街派出所。

1946 年 8 月，东莱街派出所成立，
“化军为警”的第一代东莱民警保持着部
队的传统和作风，为东莱种下了红色和
忠诚的种子。当时前线硝烟正浓，派出
所着眼对敌斗争，亮剑出击、斩除沉疴、
整治痼疾，维护了社区的治安稳定。

而后，一代代东莱民警励精图治、接
续奋斗，攒下来三件“传家宝”——“进百

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的
“百家熟”；78年前，这里有“前方战火硝
烟，后方糖衣炮弹，守住清廉就是守住生
命线”的“拒腐蚀、永不沾”；78年后，这里
是“宁受千番冰霜苦，甘为人民挡风寒”
的“警民鱼水情”。

进入新时代，东莱街派出所积极探
索平安建设新模式，让三件“传家宝”在
创新中赓续绵延，形成了以“讲忠诚、爱
人民、守清廉、创平安”为基本内涵的新
时代“东莱精神”。尤其是自 2022年起，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重心下移、警力下
沉、保障下倾”等务实举措的保障下，“两
队一室”警务模式改革在哈尔滨市基层
派出所全面推进。按照“做专、做强、做
精”的思路，健全“一室牵动两队、两队支

撑一室、两队互为协同”的基层警务体
系，传统警务向现代警务成功转型，警务
架构、勤务模式、服务方式“三个转型”和
责任效力、警务效能、社会效益“三个提
升”的改革成果逐步显现，推动形成了紧
贴实战、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
的“两队一室”警务模式新格局，东莱街
派出所被评选为哈尔滨市公安派出所

“两队一室”警务模式改革先进单位。
凭借着改革激发的强大战力，立足派

出所主防理念，东莱街派出所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源头防范管理等基础工作上来，

“治安前哨”功能日益显现，实现了警情、
发案率的大幅下降；警务团队的壮大、警
网的深入融合，工作由“被动保平安”向

“主动创平安”转变，推进了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提档升级；矛盾纠纷及发及化，化解
率达到了 100%，东莱的解纷“五聚焦”工
作法成功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并获
授牌“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时代变迁，岁月更替。78年来，东莱
街派出所所容所貌数次变化，一代又一
代民警在这里成长变迁，但始终不变的
是全体民辅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新一代东莱人将争做新时代“东莱
精神”第一传承人为己任，用初心与使
命、用责任与担当，打造“能力自信、服务
自信”的新时代公安派出所。

左图：民警深入居民家中走访登记
人口信息。

右图：东莱街派出所举行升旗仪式。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哈尔滨市东莱街派出所

七十八载星移斗转 一心为民矢志不渝

镜头里的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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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名村 本报记者 王彦

近日，中央电视台《和美万家 向
幸福出发》国庆 75 周年特别节目摄
制组来到牡丹江宁安市渤海镇上官
地村，与褚丽娟、陈雨佳母女俩一道
庆祝丰收节。

节目中，褚丽娟一家讲述了创业
成长过程中对乡村的深情与坚守，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与智慧，更展
现了我省大美乡村的独特文化魅力
和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褚丽娟不仅是上官地村的党支
部书记，全国巾帼示范基地带头人，
更是丈夫眼里温柔贤惠的好妻子，女
儿心中慈爱体贴的好妈妈，公婆身边
孝顺的好儿媳，奶奶婆嘴中逢人就夸
的孙媳妇。

27 岁那年，禇丽娟拿出家里的
全部积蓄6万块钱投资，成为全村搞
农家乐的第一人。丈夫支持，婆婆比
娘家妈还体谅，褚丽娟全身心打拼，
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靠着智慧和勤
劳将自己的小家经营得有声有色，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

褚丽娟热爱农村和农业，多年的
农家乐经营也使她有着超前的眼光
和嗅觉。因此，当女儿陈雨佳提出放
弃稳定的教师岗位回到家乡种水稻
时，禇丽娟和家人全力支持。“家乡需
要补给新鲜的血液。2016年到 2017
年正是互联网电商平台兴起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雨佳，带动村里
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网络直播，为村里
的石板大米找到新的销售路径。”禇
丽娟说。

陈雨佳带领直播团队深入水稻
育秧、田间管理和秋收的各个环节，
与丈夫和父亲紧密配合，将上官地村
的水稻生产细节、生态环境、管理流
程通过直播镜头完全展现给消费者，
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有机稻米，什么
是稻田鸭和稻田小龙虾。

逐渐地，渤海镇石板大米、上官
地村“守护人”褚丽娟以及“种米姑
娘”陈雨佳的名头，在互联网唱响。

褚丽娟执着“种植绿色有机米，

守护中华大粮仓”的行为深深感染并
启发了陈雨佳，“我们不仅要将大米
卖出去，还要将游客请进来，真正实
现‘绿色新龙江’的理想愿景，让绿色
振兴农村的道路越走越宽。”

陈雨佳以网络直播为契机，积极
响应“我在三江有亩田”特色项目，在
上官地村推出了“庄主田”“我的田·
您做主·妇联娘家来代言”等活动，并
设立了“挑选农田、确认支付、专享管
家、农事体验、云上监管、恒温锁鲜、
预约加工、精米现磨、快递到家、分销
得利”的认养流程，在探索订单式种
植模式的基础上培养了一大批黏性
极高的用户。

在褚丽娟的带领下，随着多年来
对“河湖治理、美丽庭院”行动的深度
实施，上官地村已是旧貌换新颜，共
同塑造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健康
的绿色“大家庭”。

褚丽娟、陈雨佳母女俩将村庄变
景区，让田园成景点，不仅实现了田
间体验游、历史文化游、研学基地游
的深度融合，更将绿色种植、乡村旅
游、经营民宿打造成了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产业链。

褚丽娟向记者描绘了一幅唯美
的画卷：“七月是上官地村一年中最
美的时节。玄武湖畔修建了环湖景
观栈道，湖色宜人，垂柳飘扬，游客泛
舟；不远处就是稻田小火车，一望无
际的翠绿稻浪随着清风起伏翻滚；民
宿区则是白墙青瓦、草木葱茏、遍植
花树。游客们不仅可以野炊露营、沙
滩晒浴，到了饭点还可以到各处小菜
园打卡采摘，品尝石板米、农家菜，体
验田园之美。”

褚丽娟以扎根黑土、实干兴乡的
精神火种，点亮了女儿陈雨佳的逐梦
之路。陈雨佳承继了这份情怀，更将
其深植于绿色沃土，借助互联网之
翼，打造出一方绿色健康的“桃花
源”，展现了小家梦想融入国家大局
的生动实践。母女俩在家人的支持
下，一路前行，不仅将“小家”打造成
了全国五好家庭，更共同书写了守护
黑土、振兴家乡的“大家”篇章。

超越“小家”成就“大家”

□滕岩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前不久，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发布了首批 50个数字中国建设典型
案例，绥化市农业农村局智慧农业发展中
心“基于数据链打造农业托管智慧链”案
例入选，是我省唯一入选案例。

绥化是农业大市，该市以打通农业数
据链为引领，围绕“农业大数据+产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的平台建设思路和“数据要
素×N”的平台运营思路，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农业遥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建设完成了“农业托管智慧链服务平
台”，为全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构建了一
片“云”、绘制了一张“图”、打通了一条

“链”，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服务创新模式，
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今年秋收时节，无人驾驶收割机在庆
安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应

用已不是新鲜事，工作人员站在稻田旁，
操纵平板，先选取好地块，然后规划路线，
点击“开始”，无人驾驶收割机自动进入田
间，收割、转运、放粮……一系列动作一气
呵成，全程无人驾驶。

“传统收割机作业时，灰尘较大，作业
强度较大。使用无人收割机，就完全避免
了这些缺陷，它就像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一
样，提前规划好作业路径后，就能在田间
自动收割，省时省力，拿着平板就能实现
操作，一天能收割 60亩地左右，还节省了
雇佣驾驶员的费用。”庆安县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王旭介绍说。

依托“农业托管智慧链服务平台”的建
设，无人驾驶、智慧平台，这些科技的力量
正在绥化市现代化农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据悉，“农业托管智慧链服
务平台”利用数据实现了为托管服务组织
赋能、为农业主管部门赋能、为金融机构赋

能、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赋能，对扩大托管
服务规模、强化托管服务管理、促进金融支
农成效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绥化市通过对农业遥感及物联网数
据的深入分析，为农业主管部门提供种植
结构、作物长势、灾情损失、粮食产量、补
贴资金预测分析的“图”向导，为农业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托管智慧链服务平台”引入了
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能力支撑。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卫星遥感数据进行解
译分析，对气象监测站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警，对孢子、虫情影像进行快速识别和预
警，对土壤墒情数据进行分析和预警，对
农机轨迹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为托管服
务组织提供在线专家问答。

另外，“农业托管智慧链服务平台”利
用微信等小程序为农户提供了托管服务
对接、托管服务监控、托管服务验收等功

能，通过微信的实名认证功能解决了数据
安全性、服务真实性等问题，利用农业遥
感数据和农机作业数据让托管农户能够
实时了解托管地块的生产情况，进一步保
障了农户的基本权益。

“农业托管智慧链服务平台”系统还
提供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数据、农业生
产托管补助资金认证数据、土地确权数据
等作为金融机构的授信依据，农业遥感数
据、农机作业轨迹数据、农资、农产品进销
存数据均可用于金融机构贷后风险管
理。系统可在农业生产托管组织授权下
为金融机构提供上述数据，并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加持为银行及担保机构提供贷后
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服务，为保险公司
提供保后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服务。托
管组织或农业服务组织在贷款方面通过
数据链贯通和价值挖掘，贷款额度基本实
现了翻番，数据链价值凸显。

绥化：当大数据遇见土地托管

（上接第一版）资金管理不透明、
监管责任缺失、制度安排有漏洞……
为彻底根除病灶，解决案件折射出的
问题，七台河市纪委监委坚持“查改结
合”、边查边改，督促市教育局以“安全
营养实惠、持续稳健运营、家长学生满
意”为目标，敞开大门供应“校园餐”，
确保把钱都花在孩子的餐盘里。与此
同时，推动建立健全《中小学食堂财务
管理制度》《中小学校配餐管理办法》

《学校食堂“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制度》《中小学生校内学生餐营养指南
规范》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人、
管事、管钱、管权的长效机制。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
集中整治以来，七台河市教育局把好

采购、存储、加工、监管每一关，全方
位、全要素监管日常“校园餐”质量和
安全，并定期发放调查问卷，征求学
生和家长意见建议，确保各幼儿园、
学校食堂饭菜更加美味可口，让学生
吃好每一餐，让家长更放心。近日，
市教育局投资 40.5 万元，为直属 18
所义务教育学校配备饮水设施，进一
步改善了2万余名学生的饮水环境。

“我们将开展‘回头看’监督，防
止问题复发的同时，对制度执行落实
情况进行评估，构建常态长效监管体
系，不断提升‘校园餐’管理服务水
平，确保学生的‘盘中餐’真正成为

‘良心餐’‘放心餐’。”七台河市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托起孩子们的“幸福餐盘”

□本报记者 刘晓云

项目去年7月份落地，当年底就
投入运营；3小时就能分发好上万个
小件的医药产品；上午接到订单，下
午就可及时配送到医院……

这是广药牡丹江医药有限公司
的速度。

广药牡丹江医药有限公司位于
牡丹江开发区产业孵化中心。走进
公司，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现代化的 4
层仓库。在二楼自动化分拣线上，源
源不断的药品正被传送到相应的出
口。“我们企业主要解决医院药物仓
储问题，为医院提供库存丰富、品类
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大幅降低了他
们的运营成本。”公司储运主管肖振
亮说。

据介绍，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多年来连续荣登中国制药工业百
强榜榜首，依托牡丹江交通枢纽作
用，以及道地药材优势，成立了广药
牡丹江医药有限公司。投资 2 亿
元，建设广药集团药品及医疗器械
全自动化批发仓项目，利用全自动
化智能立体仓库设施、药品物流分
拣存储设备进行药品及医疗器械的
批发和自动化仓储配送，打造黑龙
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现代化药业物
流仓储配送中心。

“新项目落户后，我们唯一的目
标就是项目推进能够‘快快快’。”广
药牡丹江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
国庆说。

“专班工作人员的优质服务，保
障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牡丹江市开
发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涛
表示，在项目建设初期，他们制定项
目推进方案，组建项目工作专班，优
化服务流程，实行清单化管理，明确

建设时间表。“一周一通报、半月一协
调、一月一调度”，第一时间解决企业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全力
推进项目开工、建设、投产。

“项目建设过程中，因电缆突发
故障导致停电。而我们需要48小时
内迅速恢复供电，要不所有数据都没
有了。”付国庆回忆，“我们立即跟开
发区沟通，他们连夜组织抢修了将近
30个小时后恢复供电。”

付国庆说，他们跟牡丹江市开发
区合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舒心、安心、
放心。像办证、验收等各种事项，工
作专班都帮企业协调沟通，使项目能
尽快投产达效。“这里的营商环境更
加坚定了我们和牡丹江开发区合作
的信心。”

项目投产运行后营业额已达
8000 万元，预计到今年年底有望实
现 2 亿元。目前，公司正在追加投
资，谋划二期药厂项目和饮料灌装生
产线的建设。

近年来，牡丹江市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着力构建“4567”现代化
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物经济、医药
等重点产业的战略部署，充分利用俄
罗斯中药材进口地缘优势及本地中
药材种植优势，形成了以友博药业为
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

“广药集团药品及医疗器械全自
动化批发仓项目的引进，填补了我市
绿色食品生物医药产业链药品仓储
运输的空白，同时也打通了我们与广
药集团的战略合作通道。”牡丹江市
政府副秘书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
庆帅表示，通过健全医药营销和流通
体系，积极引进医药战略资源和投资
者，培育壮大优势企业集群，为打造
牡丹江医药产业新格局、促进牡丹江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牡丹江

以“营商”换“商赢”发力新赛道

金秋十月，331国道东宁市段两侧的峰岭披上斑斓秋装，层林尽染，如诗如画。
在“醉美331公路龙江首站东宁”碑前，来自云南昆明的几位自驾女士，刚刚走完331国道黑龙江

段全程。在打卡之余，她们不断称赞：“331国道太美了，黑龙江省太美了，我们没玩够！”
本报记者 张澍摄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近日，七台河市
农投集团成功举办了“冬奥冠军城 冰雪
研学游”产品（浙江）线上发布会。发布会
吸引了华中、华东地区众多教培机构及家
长的关注，当日确定意向客户30余位。

据介绍，今年 8月，七台河市教育局
组织浙江义乌黑龙江商会的文旅企业到
七台河市农投集团考察，农投集团文化公
司推介了七台河市的冰雪旅游资源以及
旅游研学承接能力。此后，双方经过多次

对接达成合作，并共同组建了项目团队。
历经 40余天的精心打磨，第一款产品终
于成功发布。会上，七台河市农投集团文
化公司副总经理孟丹详细介绍了“冬奥冠
军城 冰雪研学游”的内容和七台河发展

研学的优势，并表示农投集团文化公司将
以此次产品发布会为起点，全面启动冬季
冰雪旅游计划，深度开发更多研学旅游产
品，吸引更多青少年来七台河体验冰雪魅
力、感悟冠军文化、共迎亚冬盛会。

七台河举办“冬奥冠军城 冰雪研学游”产品线上（浙江）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