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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黑龙江·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哈尔滨，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百年来，它的城市
公交也带着一份时尚气质。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叮叮当
当”穿梭在城市主干道的有轨电车（“摩电”），到无轨电车线
路的开通，再到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登上历史舞台，追溯哈
尔滨百年公交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可以感受哈尔滨公交翻
天覆地的变化。

1921年，哈尔滨开始筹办有轨电车线路，1927年 10月
10日两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

有轨电车线路的运营，给人们出行提供了便利，但是线
路固定、行驶速度慢，也成了有轨电车发展的掣肘。1958年
12月31日，哈市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开通，线路由省政府至
汽轮机厂，全程6.14公里，配车2台。也正是从上世纪50年
代开始，无轨电车开始替代有轨电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但
随着城市发展，无轨电车的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大规模
线网直接影响城市改造升级。于是，电车开始逐步被汽车所
替换。2009年，哈市最后一条无轨电车线路117路全部更换
为汽车，无轨电车从此告别冰城交通历史舞台。公交迎来汽
车时代——街头柴油车、汽油车、天然气车、纯电动车等多种
能源的新式车在加速迭代。而这也面临一个共同的时代课
题——公共交通如何做到更节能、更环保？

2012年，哈市成为全国首批“公交都市”示范工程创建
城市，伴随着越来越多新能源公交车上道运营，哈市开始以
每年600台的速度更新、新增纯电动公交车辆，街头绿色环
保型公交车逐渐增多。目前，主城六区公交车数量达到
6000余台，其中绿色环保车型占98%，城区主干线路实现环
保车型全覆盖。

从地上到地下，则开启了哈尔滨公交的时代性跨越。
2013年 9月 26日，哈尔滨首条地铁线路开通，经过 10余年
的发展，哈尔滨地铁线网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运营里程
由原来的 1条线 17.24公里，发展到如今 3条线 82.13公里，
地铁车站发展到70座。2023年，哈尔滨地铁线网累计客运
量达 28128.29万人次，城市多元化的公共交通体系极大满
足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出行需求。

图①：2012年10月15日，首列地铁车厢运抵哈市。
图②：纯电动公交车。
图③：“大辫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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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摩电”到地铁

冰城公共交通的百年变迁
□李颖江 郭中毅
本报记者 潘宏宇

“一年深翻，两年松耙，一年免
耕，秸秆全量还田，每四年一个循环，
这黑土地就能越种越肥，年年好收
成！”日前，在集贤县升昌镇永胜村刚
收割后的大豆地里，刘明坤一边指挥
着正在秋整地的几台大型机械，一边
在空当中跟记者唠起“农经”。

年经营耕地 35000亩、生产鲜食
玉米 4500 万穗，生态猪场、肉牛养
殖、有机肥料、休闲农业旅游……眼
前的这位新时代的农民是如何在黑
土地上耕耘，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
上不断探索突破，把一个个农业产业
项目发展壮大，从一位普通农民成长
为远近闻名的新时代农民企业家？
记者带着一系列的好奇对刘明坤展
开了采访。

2010 年元旦刚过，中央“一号文
件”刚刚出台，刘明坤盘坐在自家热
炕头上，被电视里反复出现的“合作
社”三个字深深吸引。“别人能干的
事，咱也能行！”成立合作社这个想法
在刘明坤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主意
打定，他联合了几个村里的好哥们，
不到半个月，刘明坤的“永胜农机专
业合作社”就敲响了锣鼓。

当年，合作社就流转了村里两千
多亩土地，清一色种上了大苞米。

春种，夏管，秋收，入冬卖粮。年
底一算账：没挣钱！

“就是瞎忙乎”“这回应该能消停
了”……流言蜚语四起，好哥们也开
始打退堂鼓。

“咋回事儿？”“啥原因？”刘明坤
不服输，一点一滴查原因找问题。地
块零散，增加经营成本；技术落后，单
产少效益低；种植面积小，体现不出
规模化效应……

找准了问题，刘明坤一样一样去
解决。地块零散，他找村民“串地”；
技术落后，他到镇里县里取经、请能
人；面积小，他借钱贷款增加流转土
地面积。

“合作社能够发展壮大，功劳是
国家出台助力农业发展的好政策！”
刘明坤说，当年出台的农机补贴政策
让他们合作社享受到了百万余元的
政策补贴。

2011 年春耕时节，永胜农机专
业合作社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买回的
现代化大农机纵横驰骋在黑土地上，
效率“以一当十”，作用“以一当百”。
刘明坤说：“之前难以想象，从来没想
到地可以那样去种！”

“夏天啃棒子，冬天做豆包。”鲜
食玉米一直是一家一户种在自家园

子里作为佐餐调剂的辅食，从来没有
人想过超大面积种植。

刘明坤胆子大，一次种了 5000
亩。村里有人等着看笑话，合作社里
有人不同意，刘明坤却一点也不着
急，笑着说：“咱有底气。”刘明坤的底
气来自于 2016年省里出台的两个文
件：《关于扶持标准化绿色蔬菜生产
基地建设的意见》和《黑龙江省 2017
年耕地轮作试点工作方案》，两个文
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支持现代农业
的发展方向。

通过合作社几年来的运营，刘明
坤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农产品越来越
市场化，种地挣钱已经不再天经地
义，生产出市场喜欢的产品，才能保
证收益。“鲜食玉米就是符合国家、省
市政策，符合合作社实际的最佳品
种。”刘明坤说。

这年秋天，5000 亩鲜食玉米卖
了好价钱。刘明坤瞄准的方向一发
不可收：建冷库4000平方米、保鲜库
4000 平方米及其配套设备和设施，
建现代化鲜食玉米、速冻玉米加工
流水线 12 条，形成年加工能力 3.5
万吨……合作社发展鲜食玉米产业
的脚步更加坚定。

2017 年，就在刘明坤的鲜食玉
米产业阔步向前之际，省发展鲜食玉
米产业扶持龙头企业专项资金 2000
万元落实到永胜农机合作社。好风
凭借力，刘明坤又一次感受到了政策
的宏大力量。

2023年，合作社进入了公司化稳
步发展阶段。当年带动鲜食玉米种
植总面积实现 25000亩，解决当地人
员就业240人，增设农民就业培训、品
质溯源监控、产品质量检测、电商销
售部等综合服务中心，在保障农民就
业转化的基础上，稳定产品质量，创
新销售业态，形成有效的产业闭环。

目前，合作社资产达到5308.2万
元，主营产品“黑龙永胜”系列农副产
品，采用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
将产品销售至全国各地。合作社
2022 年完成年销售收入 6354.7 万
元，实现利润330.6万元……

“无论是发展鲜食玉米，还是发
展种—养—加闭环农业，我都在中央
和省里下发的农业政策里找到了明
确的方向。”刘明坤说，包括生态发展
思想下的秸秆资源化、粪污资源化，
只要你做的产业符合国家发展方向，
则无往不达！

“有国家的好政策，有地方上的
大力支持，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让
永胜农机专业合作社在智慧农业、现
代化农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提起下一步发展，刘明坤信心满怀。

“新农人”走实兴农路

□张莹 刘聪

“这是魏巍为英雄马玉祥亲手佩戴过
印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献给最可爱的
人’的红领巾……”绥化市青冈县马玉祥纪
念馆的讲解员向参观者展示。10月中旬，
绥化市公布了全市首批8个廉洁教育基地
名单，将庆安、绥棱、青冈等县的红色文化
教育资源纳入到廉洁文化教育体系中，进
一步挖掘提炼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内涵。

让廉洁文化入耳、入眼、入脑、入心。
近年来，绥化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全市上下
共谋建设路径，注重统筹推进，常抓不懈、
久久为功，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常态化制度
化长效化，让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在全市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个实践课

题。为进一步落实落细工作责任，绥化市
着力打造“廉润沃土”廉洁文化品牌，确定
了廉洁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医院、进校
园、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网络“八
进”工作内容，以工作具体化、任务清单化
的方式，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在
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

绥化市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经营者
开展旁听案件庭审，向企业法人、财务人
员共计1100余人宣讲；市教育系统组织全
市师生共上开学“大思政课”第一课、编撰
中小学廉洁教育读本；市妇联推进“好家
风进万家”活动，组织开展“诵读革命先辈
红色家书”“廉洁家风故事”宣传活动……

廉洁文化“八进”活动切实提升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绥化将

“一厅一馆一基地”作为推进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和前沿阵地，以市级展
馆为牵动，推动 10个县（市、区）建设打造
县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全市各乡、村结合
实际充分利用村级办公场所、场院建设打
造廉洁文化教育长廊、示范站92个。

2022年 12月，由市纪委监委牵头，整
合绥化学院、市委党校等部门组建成立

“绥化市廉洁文化研究中心”，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建立廉政宣
讲、廉洁教育“人才库”。2022 年至今，绥
化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共接待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学生2.4万余人。今年，绥化市
社科联将相关课题立项。

厚植廉洁文化土壤，是绥化市廉洁
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积极推动廉洁文化与地域文化相融
合，庆安县、肇东市、北林区分别发挥版
画、国画、龙江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优势，持续打造“一县一品”廉洁文化品
牌。同时，开展廉洁文化“进网络”活动，
利用新媒体平台吸引了尚廉、倡廉、颂廉
的忠实粉丝，进一步构建廉洁文化网络
传播阵地。

绥化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将以有力政治监督督促全市各级党
组织切实担负起相关工作责任，持续提升

“廉润沃土”廉洁文化品牌影响力和吸引
力，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遍结
硕果、走深走实。

绥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当丰收的季节来临，北大荒这片黑土地就如同一块绚丽多彩的画布，被大自然用它那神奇的画笔，描绘
出一幅五色斑斓的丰收画卷。

金黄色，是北大荒这片土地上最为耀眼的色彩之一。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水稻，宛如金色的海
洋，在微风的吹拂下，涌起层层稻浪，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与水稻一同闪
耀着黄色光芒的还有大豆和玉米。大豆的豆荚圆鼓鼓，像是怀揣着无数颗金色的小珍珠；一排排
整齐站立的玉米秆上，金黄的玉米粒紧密排列，就像一排排金色的牙齿，咧嘴笑着，展示着自己
的饱满与丰硕。

红色，如同燃烧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炽热火焰，象征着丰收的激情与活力。红红的高粱穗子像
是一个个燃烧的火把，高高地举向天空。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挂满了枝头，宛如一串串喜庆的鞭
炮，给整个田野增添了一份浓浓的火辣气息。

绿色的白菜郁郁葱葱地生长着，展示着生命的活力。紫色的葡萄园里，一串串紫莹
莹的葡萄挂满了藤蔓，像是一颗颗紫色的宝石。青色的稻田蟹，在稻田的水洼里横行

霸道，挥舞着青色的大钳子。白色的大鹅，在黑土地上的田园间走来走去……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那片肥沃的北大荒黑土地。深厚的黑色土

壤，蕴含着丰富的养分，如同一位默默奉献的母亲，无私地滋养着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种农作物、每一只动物。正是因为有

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才有了这五色斑斓的丰
收景象，才有了黑土地上人们富足、幸

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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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乃波 记者刘楠 李民
峰）近日，大庆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全市公安机关政务服务

“一窗通办”工作正式启动。
“一窗通办”是指到一个公安窗

口，即可办理多项公安业务。具体结
合大庆公安实际，将户政、交管、治
安、网警、出入境5个警种118项政务
服务事项，统一纳入到全市公安分县
局服务窗口进行“一窗式”受理、“一
站式”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实
现企业群众“进一门、全办理”。

为将“一窗通办”服务落地，大庆

市公安局先期在下辖县的 4 家派出
所进行了试点，8 月 15 日运行以来，
共办理户政、交管、出入境等各类公
安业务事项2800余件。

“一窗通办”工作正式落地后，将
把与群众关系最密切、办件量最多的
公安服务事项向各分县局服务窗口
下沉和集成。首批下放包括户政业
务、交警业务、治安业务、网警业务、
出入境业务在内的 36 项业务权限。
加上原有 82 项户政业务，全市公安
分县局“一窗通办”服务窗口可办理
或代办公安服务业务共计118项。

大庆市118项公安业务“一窗通办”

□田兆军 张东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日前，龙江森工大海林局公司举
办了“消防竞技 勇攀高峰”技能比武
竞赛。

本次技能比武立足实战需要，设
置了单人两盘水带连接、原地着装佩
戴空气呼吸器、两人五盘水带连接、一
百米负重跑四个竞技科目及队列表
演、单干线两支水枪出水操、水炮出水
操、举高消防车出水操展示科目。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广
场上，由 22 人组成的队列表演方阵
着装整齐、步调一致、身姿挺拔、士气
高昂，充分展现了消防队员严格的组
织性、纪律性和严整队容队貌。

“加油、加油……”业务技能竞赛

场气氛紧张而热烈，赛前，参赛队员
们认真检查装备、整理器材，做好充
分准备。比赛过程中，选手们奋勇
争先、斗志昂扬，以最短的时间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竞赛科目，
展示了勇往直前的斗志和拼搏向上
的精神。

合成科目展示中，消防队员一切
行动听指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
业，准确无误地对“起火点”进行包
抄、歼灭，进一步检验了训练成果和
战时实战要求。

年初以来，大海林局公司林区消
防大队累计出警87次、出动车辆235
车次、出动指战员 504 人次，扑救火
灾 21 起，抢险救援 2 起，为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服务林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技能比武淬炼消防铁军

全情投入比赛。 本报记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