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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郭建梅 本报记者 刘大泳

近年来，汤原县按照广泛引才、精心培
育、优化服务的思路，实施青年人才培育工
程，充分激发青年人才潜能，让人才“马达”
释放出更大动能。

汤原县通过搭建“学校+校友+企业”
三方合作平台，设立 19 处联络点，积极宣
传人才政策。发挥汤原籍在外人才作用，

对接联络 80 余名汤原籍高校在校生，着力
打造青年人才宣传推介“新门户”、招才引
智“前哨站”。调动现有人才“朋友圈”，让
一线专家和企业人才等真正有才能、懂人
才 的“ 伯 乐 ”举 荐 人 才 ，回 引 青 年 人 才
12 人。

汤旺朝鲜族乡任龙便是返乡创业的
一员。 2024 年，他在裕红村修建 80 亩稻
田蟹养殖基地，将中华绒螯蟹作为主要养

殖 品 种 ，螃 蟹 上 市 后 收 益 达 60 余 万 元 。
“这次在村里养殖蟹稻给了我继续创业的
信心，2025 年我打算打造集种植养殖、观
光、采摘、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综合体，带领乡亲们共同增收。”任龙说
道。

同时，汤原县注重锻造和挖掘青年人
才特长和潜力。年初以来，累计开展“薪火
计划”培训班、专业人才考察式集训班等 12
期，培训 500 余人次。倡导青年人才多接

“烫手山芋”，经历“风吹浪打”。近年来，累
计选派 279名青年人才参与到信访接待、驻
企服务、招商引资等重点难点工作。

作为驻企 3年多的“老同志”，黑龙江谱
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驻企服务专员董单
伟感触颇多。“驻企期间，我了解到企业缺
少新产品研发方面的技术人才，于是我结
合自身所学专业，主动承担起企业新产品
的研发工作。截至目前，我共帮助企业设
计奶粉配方 165 个，其中 109 个配方已经批
量生产。很高兴在企业能够让我发挥所
长。”董单伟笑着说。

“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新时代
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人才，汤原
县始终致力于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质的发展
环境，持续营造青年友好、发展友好的浓厚
氛围，凝心聚力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工作，
在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让青年人才出圈更出彩

□王崴湧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在农村，玉米叶随处可见。在汤原农场学
校美术教师任宏的手中，玉米叶变废为宝，成为
了粘贴画，以崭新的姿态摆上书桌，贴上墙壁，
成为独具特色的工艺品。

走进任宏的玉米叶粘贴画非遗社团，一幅
幅精美的玉米叶粘贴画作品映入眼帘。从吉祥
物的呆萌可爱，到孔雀的宁静优雅，再到首饰的
精致繁复，每一幅作品都凝结着他对生活的细
致观察。“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亚冬会吉祥物‘滨
滨’和‘妮妮’，想以自己的方式助力‘尔滨’热，
支持亚冬会。”任宏边做边说。

制作玉米叶粘贴画的工艺，任宏是从他爷
爷那辈传承下来的。玉米叶粘贴画对原材料的
要求比较高，经过筛选、防腐、展平、上色等多道
工序，才能让玉米叶成为合格的原材料。从最
初用玉米叶制作实用品，到如今将玉米叶粘贴
画变成艺术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让这项工艺
有了“质”的飞跃。如今，任宏经常带着学生们
在非遗社团教室里一起制作玉米叶粘贴画，将
这门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玉米叶粘贴画在 2018 年被佳木斯市认
定为市级非遗传承项目，我成为传承人。在学
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玉米叶粘贴画社
团，我和我学生的作品多次代表汤原县参加展
出，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也取得了很好成
绩。我将继续努力，把这个技艺发扬光大。”任
宏说。

玉米叶
制作粘贴画

本报讯（常文 宣奇圣 记者刘大泳）近日，黑龙
江呆呆婆农林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黏豆包生产线正
式投产，以日生产 300斤的规模，将这款极具黑龙江
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推向全国，让更多人品尝到家
乡的味道。

黑龙江呆呆婆农林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由李红梅
于 2016年创办。在李红梅的童年记忆中，黏豆包的
香气始终伴随左右，这份温暖的味道最终成为了她
创业的选择。“我们每年 10 月到次年 1 月制作生产，
秋冬时节，可带动周边 10余名妇女实现就业并增加
收入。为了让更多的人吃上我们的黏豆包，我们在
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个冬天，销售额就可以达到
10 万元。”李红梅说，“每年在我这里订购最多的都
是身在异地的东北人，一口黏豆包，一生故乡情，这
也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呆呆婆”黏豆包的制作过程也别具匠心，精心
选用优质大米，经陶瓷缸泡米、低温自然发酵后，
采用水磨精细磨米，再由纯手工制作，保留了黏豆
包的自然质感和香味。红小豆馅料用低糖调配，不
添加任何防腐剂或添加剂，确保风味的纯正与健
康。

“借助冬季旅游热，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发
新产品，比如速冻玉米鲜香包，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

‘地道东北味’，也让我们的黏豆包系列产品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李红梅说。

黏豆包生产线投产

本报讯（孙凤金 记者刘大泳）“尔滨”有多火，
“鹅司令”就有多热。作为龙江本土羽绒品牌，在网
友们热切的期盼中，“鹅司令”新品羽绒服火热上线！

在汤原鹅司令羽绒服专卖店，往来顾客络绎不
绝。今冬，“鹅司令”推出 60 余款新品羽绒服，从面
料选择到鹅绒品质、从时尚潮流到质优价廉，每一个
细节，都彰显了本土羽绒服的“暖和更暖心”。店长
齐丽娜介绍：“随着冬季旅游热的到来，越来越多的
顾客到店选购羽绒服，很多外地顾客就是奔着鹅司
令的牌子来的，像我今天就接待了来自辽宁和河北
的顾客。”

针对今年的冰雪旅游旺季，生产企业开足马力
忙生产、赶订单、忙销售。在黑龙江省鹅司令服装有
限公司的羽绒服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操作机器飞针
走线，铆劲赶订单。“从 4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完成了
5万件羽绒服的订单，我们现在有员工 60多名，实行
两班倒，全力以赴，在原有订单的基础上，我们将备
出 3 万至 5 万件羽绒服供应市场，助力亚冬会和‘尔
滨’冰雪季。”黑龙江省鹅司令服装有限公司销售部
经理高歆茗说。

今年，企业为了满足市场对产品需求，新引进了
4条数字化、智能化羽绒服生产线，目前设备已经进
入安装调试阶段，将于年底投付使用。“新引进的生
产线采用了先进的智能吊挂系统，使原来的平线分
区缝制转变为 24道工序的流水线作业，这样生产效
率和品控效率可以提高 20%以上，也可以让企业羽
绒服年生产能力达到 30 万件以上。”黑龙江省鹅司
令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子仲说。

“鹅司令”羽绒服上市

本报讯（冉雨 记者刘大泳）年初以来，汤原县把
乳业作为立县支柱产业，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积
极推进乳制品加工、万头牧场等上下游优质项目建
设，大力构建乳品全产业链，全力撑起乳业发展的

“半壁江山”，争当农业农村现代化排头兵。
饲喂车缓缓驶过，撒下精确配比的营养饲料；奶

牛排队走上转盘式全自动挤奶机，新鲜牛奶通过封
闭管道进入奶罐；一个个包装盒在高速运转的流水
线上“飞奔”，一盒盒新鲜的乳制品被机械臂整齐装
箱……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自落户汤原
县以来，五年来投资近 10亿元，建设牧草种植、奶牛
养殖、乳品加工、产品销售为一体的乳品全产业链
条，发展态势良好，产业稳步提升。企业部分产品被
列为“黑龙江省重点新产品”，成功打造黑龙江省企
业技术中心，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同
时，汤原县以谱华威乳业为龙头，充分发挥奶乳一体
化全产业链带动效应，谱华威万头牧场未来几个月
将继续分批次购进奶牛，预计到 2024 年底，奶牛存
栏量可达到 10000 头，现已吸纳 200 多人就业，助力
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如今，一个个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好项目正在
汤原县相继落地，为高质量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新
动能。汤原县将全力以赴谋发展、惠民生、保安全，
加强龙头企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招商引
资与产业规划联动发展。

打造乳业产业集群

本报讯（孙玮鸿 记者刘大泳）在法治建设的征
程中，汤原县香兰法庭以其创新的理念和务实的举
措，积极推行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为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运行过程中，香兰法
庭注重信息化建设。利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

“龙法和”云法庭等，实现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立案、
参与庭审。同时，通过电子送达、远程庭审等方式，
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截至 11月
21 日，成功化解纠纷 30 件，诉前成功调解纠纷 220
件，民事一审收案 226件，调解指导 15次。大量的矛
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化解，避免了矛盾激化和诉讼升
级，节约了司法资源。

一站式多元解纠纷

谱华威生产车间谱华威生产车间。。冉雨冉雨摄摄

纯手工制作的黏豆包纯手工制作的黏豆包。。常文常文摄摄

““鹅司令鹅司令””羽绒服正在忙碌生产中羽绒服正在忙碌生产中。。孙凤金孙凤金摄摄

驻企服务专员董单伟在实验室研制配方奶粉。

“小汤圆儿”数智人运用最先进的 AI技术，通过全景交互
的方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可理解并回答群众的各
种问题，协助群众完成各种政务申请和手续，成为我省县域数
字政府建设的一道“盆景”。

2023年末，“小汤圆儿”项目以其独特的创意和卓越的实
际应用效果，先后获得首届黑龙江省数字政府数智创新应用
大赛十佳案例和全国第一批次数字城市创新典型案例。随着

“小汤圆儿”引导更智能、导办更多元、服务更便捷，项目成效
显著可圈可点。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领导和中国移动董
事长杨杰在汤原县考察时，纷纷对汤原数字政府建设取得的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11月初，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
室摘要刊发了汤原县创新开发应用全景交互数智人“小汤圆
儿”相关做法，供全省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截至目前，“小汤圆儿”已服务 3万余人次，仅社保生存认
证一项就服务群众 2 万余人次，并在佳木斯市全面推广。近
期，汤原县营商环境局还陆续接待了七台河、伊春、黑河、哈尔
滨和牡丹江等地考察团。

孙洪娟表示，下一步，汤原县营商环境局将继续以全省数
字政府建设算力为支撑，以“数跑龙江”为引领，打造一个无处
不在的“小汤圆儿”，创新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让服
务更温暖、更便捷，更好地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无处不在的“小汤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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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发应用全景交互数智人“小汤圆儿”，推动营商环境向好向优

汤
原

11 月
18日 9时许，

孙大爷走进汤原
县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社保生存认证，
正在大厅巡视的县大
数据中心副主任王禹
权立即拿来上网本，
登录“帮您认证”APP
录入系统“小汤圆儿”，
经过身份证读卡、刷脸
两道程序，15 秒办妥
完毕，获得孙大爷点赞：“这项服务
做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解决了长时

间排队等候的大问题。”
这项“帮您认证”APP，仅

是汤原县创新推出的全景
交互数智人——“小汤圆

儿 ”的 应 用 场 景 之
一。一年多来，

汤原县紧

抓“小汤圆儿”项目发展契机，以
“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理念为基
础，以集成先进的LLM大语言模型
引擎等技术手段为支撑，搭
建智能、高效、便捷的政务服
务新平台，实现了政务服
务由“治理”向“智理”的
有效转变，推动营商
环境持续向好。

走进汤原县
政务服务大厅，

数字化、现代感扑面
而来。入口处，呆萌

可爱的政务服务引导式机
器人“小汤圆儿”，更是将
大厅的科技感拉满。

“小汤圆儿，带我去社保专区”“办结
婚 证 需 要 什 么 手 续 ”“ 锅 包 肉 怎 么
做”……面对市民们的轰炸式提问，“小

汤圆儿”精准输出、相当靠谱。
事实上，“小汤圆儿”不仅仅是一台机器人，而是一整套

人工智能系统。
王禹权告诉记者，“小汤圆儿”的语言模型易于拓展，办

事大厅内的电脑端、智慧大屏和群众的微信小程序、支付宝
小程序，都可以随时连接“小汤圆儿”的应用服务，打破了政
务服务的时空限制。大厅帮代办专区对面的智慧大屏，能
根据群众需求快速解答疑问，还可根据社保缴费基数、缴费
年限等信息，测算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另外，大厅内开辟自
助服务专区，保护问询者隐私。

汤原县在“小汤圆儿”项目中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已创
新开发出“帮您认证、帮您预约、帮您投诉”3 个应用场景。
其中，“小汤圆儿—帮您认证”功能是项目的核心功能，即通
过不断优化技术手段，实现社保生存认证全自动化、快速
化，操作步骤由原来的 8 步变为 2 步，认证时间由 180 秒缩
短至 15秒。

目前，“小汤圆儿—帮您认证”功能正逐步覆盖全县所
有乡镇、社区和行政村，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以前，每月上旬来大厅进行农保生存认证的群众，一
天最多达 600 余人。就算加开窗口一起办，很多工作人员
中午都忙得吃不上饭。”帮代办专区窗口主任高圣敏深有体
会地说，“小汤圆儿—帮您认证”服务，不仅提升了百姓的幸
福感获得感，也减轻了基层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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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叫“小汤圆儿”？如何保证技术支持？汤原县营商环
境局局长孙洪娟为记者解答了一连串的疑问。

“汤圆，象征幸福和谐团圆美满、南北通吃，它还是汤原县
的谐音，叫起来朗朗上口，特别可爱。”孙洪娟说，县里成立“小
汤圆儿”项目办公室，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同时充分与省
市数字政府建设技术团队对接，引入中国移动的 5G 通信网络
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积极与哈工大专家和中国移动技术
团队对接，强化项目人才支撑、定位核心需求，完善功能服务。

项目语言模型又是如何建立的？王禹权说，他们持续深
挖群众急难愁盼的高频问题，采集收入办理身份证、医保报
销、退休手续等高频文本语料 600多条，对“小汤圆儿”进行投
喂，使其可以拟人化进行沟通，让对话更高效、更精准、更有温
度,从群众反馈来看效果良好。

除了借助外力，县大数据中心的“后浪”们，也用创新精神
为“小汤圆儿”注入了更多智力。为实现社保生存认证的全自
动化，“95 后”刘橦屿与同事们不断优化脚本、测试设备，经过
不到十天的时间，做出一款令人惊艳的自动化生存认证脚本，
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汤原样本”贡献了智慧。

汤原县营商环境局持续创新的动力源自哪里？孙洪娟表
示，2023年,汤原被确立为全省数字政府试点示范县。全县紧
紧围绕“六最”营商环境品牌建设，紧扣民生主线，着力提升政
府服务效能，打造汤原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围绕打造‘六最’
营商环境的目标干、坚定干，就没有不能优化的事。”她总结道。

围绕“六最”品牌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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