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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坚持
“人才兴企”战略，不断健全企业人才引进、培养、保障
链条，多措并举打出助企暖企“组合拳”，变“被动服务”
为“主动服务”，变“接收业务”为“送策到企”，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送岗到校园纾解企业“招才难”

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积极组织参加 2024年度
“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活动，宣传绥芬河市引进人才
生活补贴、购房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一揽子”优惠政
策，诚邀高校学子来绥就业创业。围绕经济贸易、生物
经济、文化旅游等重点企业征集人才需求信息，11家
企业提供优质岗位28个，引才小组赴东北农业大学等
5所高校宣讲推介，助推企业和人才“双向奔赴”。在
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人才服务窗口，建立
2个乡镇就业服务中心、15个社区就业保障服务站、13
个村就业服务站，覆盖全市人才服务网络，为人才提供
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全方位服务，解决
人才后顾之忧，让人才服务真正“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

送岗到社区优选岗位“送上门”

开展“1+N”流动招聘会。突破传统固定地点开展
招聘的形式，2024年绥芬河市“‘绥’意招‘职’等你”春
风行动现场招聘会采取 1个主会场和 3个流动分会场
的形式，组织84家企业优选609个岗位，分区域分时段
开展招聘活动，最大限度辐射周边社区。“招聘车队”直
通田间地头。为更好地服务北寒村、谷盈村等13个行
政村周边村民，有针对性地提供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岗位624个，组织专人专车深入村屯，把就业政策
送到田间地头。探索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定期向
2个乡镇就业服务中心和15个社区就业保障服务站配
送就业创业政策汇编宣传资料，延伸就业服务触角。

送岗到云端实现服务“不打烊”

开展直播带岗，借助“就”在龙江智慧招聘平台、
“绥芬河就业服务在线”抖音号等媒介举办春风行动直
播带岗退役军人专场、民营企业服务月“夜市”招聘会，
向求职者介绍企业情况、岗位需求和薪资待遇等信息，
有效打通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开展访
企探岗，“就业岗位推荐官”主动深入北大荒集团丰缘
绥芬河分公司、澜海古典家具公司等8家企业，制作访
企探岗招聘视频8期，让求职者直观了解企业环境、岗
位职责等信息。开展云端招聘，依托就业微信公众号、
社区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勤园”“乐园”LED屏幕等载
体，定期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年初以来共推送318家企
业招聘信息4464条，真正做到“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

汇聚人才 兴企创能

□本报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委立足城市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加
强“两企三新”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有效激活党建
活力。

夯实基础，在强基固本中提升组织力。健全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讲体系，推出“边城理论好
声音”基层理论宣讲品牌，组织“两企三新”党组
织书记和党员职工开展集中学习及主题党日活
动。先后成立快递、电商、“小个专”、文旅、交通
运输、物业和互联网 7 个行业（综合）党委，在 43
家新业态企业中建立党组织 6个，辐射带动相关
从业人员近万人。制定《绥芬河市“两新”组织党
组织建设标准》，选优配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
员 85名，构建起社会工作部牵头抓总、行业部门
具体负责、乡镇社区兜底管理的工作体系，确保

“两企三新”党建工作责任压实落靠。
促进融合，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引领力。在队

伍建设、人才服务、重点项目、行业规范等方面积
极构建党建引领自贸片区发展“1+7”工作体系，
创建“自贸大讲堂”学习平台，探索在 18 个重点
工作专班组建临时党支部，“五争一树”案例入选
首届全国自贸片区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积极构
建“党建引领+特色基地+网红带动+政策引导”
的新业态发展体系，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创
新、创造、创意策源能力，全面赋能保税进口、直
播电商、海外仓出口等外贸新模式发展。实施

“百企兴村”专项行动，指导维多宝公司党总支打
造“育、产、供、销”一体产业链，累计解决 1000余
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帮助采摘季就业农民实现人
均增收万余元，引导电商企业与社区村屯联动打
造“红色直播间”，累计销售木耳、小米等农产品
20余万单。

搭好平台，在优化服务中提升凝聚力。面向
“两企三新”组织开展政策服务进企业、政策兑现
进企业”活动，打造“企业之家”政企沟通新阵
地。深入实施“星火筑梦绥芬河”计划，建立新就
业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机制，引导新就
业群体努力钻研、提升技能，推动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构建“16+4+N”全市十分钟暖

“蜂”服务驿站；为近 300名新业态从业人员提高
人身意外保险额度。积极打造“边城轻骑兵”“边
城红播客”“边城红的哥”“边城红速递”4个特色
党建品牌，组建 12 支“蜜蜂义工队”，聘任 120 名
外卖骑手担任市场监督员和兼职网格员。

党建工作激活
“两企三新”红色动能

本报讯（记者杜怀宇）绥芬河市坚持以“政府主
导+资源禀赋+业态培育”为导向，深化中俄双边文
化、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构建中俄文化交流
合作新模式。

通过文旅产业专班量身定制式“把脉问诊”，逐一
破解食、住、行、游、购、娱传统文旅六要素供需矛
盾。成立文旅产业工作专班，制定引客入绥旅游奖
励办法、冰雪经济发展行动计划、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等系列政策，打造“人城共荣、主客共享”的旅游 IP，
统筹联动文旅、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心“绥”我动 畅
游边城、“边城子夜归·最美绥芬河”、旅游警察护游
等专项行动。

以中俄风情破题，突出生态资源、文旅产品和服务
优势，擦亮中国天然氧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黑龙江
特色气候小镇金字招牌，让中俄文旅交流成为发展新
动力、消费新场景。设计推出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冬季狩猎、堪察加半岛雪地温泉垂钓等路线，打造独具
特色的中俄边境旅游路线，推动绥芬河边境旅游项目
内容和品质提档升级。打造“百年啤酒屋”“百年面包
房”“百年欧罗巴旅馆”等品牌，与哈尔滨祖研共同合作
开发文创冰棍，助推成为中俄游客网红打卡拍照 IP，
实现火热“出圈”，累计销售额60余万元。

增强文旅业态“竞争力”，举办第七届中俄油画
展、第八届中俄国际摄影展、中国油画名家从绥芬河
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创作行等各类社会参与度高、具
有民间特色的文旅活动 60 余场，把中俄文旅活动带
来的“人气”转化为真金白银的“财气”。打造智慧旅
游“绥意游”平台，激发文旅业态“新活力”，打造全要
素冰雪旅游体系，举办“极境边城·银龙劲舞”中俄文
化年启动仪式、中俄雪地电音、中俄雪地蹦迪、烟花
表演等活动，推动中俄交流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消
费链不断延伸。

文旅融合延伸消费链

本报讯（记者杜怀宇）今年以来，绥芬河市群
众艺术馆开展了民间文化和非遗传承教学进乡村
社区活动，推动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播与传承，让民间文化普及工作在乡村社区焕发
新的活力。

在活动中，群众艺术馆邀请了校外活动中心
“旗镇雕花剪纸”代表周兆艳、割绒技艺非遗传承
人高桂花等人，为阜宁镇阜华社区、谷盈新邨、绥
芬河镇光华社区和市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带来了
丰富多彩的民间手工技艺和非遗体验课程。课
程内容涵盖了“旗镇雕花剪纸”技艺、割绒技艺
等，让居民们亲身体验到了民间文化和非遗技艺
的魅力。

在剪纸和割绒技艺课堂中，他们学习剪纸和
割绒的技巧和步骤，一步一步地尝试着剪出各种
图案，一张张活灵活现的作品就在他们的手中诞
生了。市群众艺术馆还组织开展了“旗镇雕花剪
纸”作品展，共有 50余幅作品参展。“旗镇雕花剪
纸”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样式、图案、寓意、色
彩等都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契合中国
人民审美情趣，流露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底
蕴。割绒技艺制作的作品，图案精美，花样繁多，
色彩艳丽，直观简约，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彰显
了民间艺人深厚的艺术技能。

非遗课程
丰富群众生活

本报讯（赵海鹏 记者杜怀宇）近日，随着亚冬
会的临近，边合区双信经贸有限公司的激光雕刻
机一刻不停，全力生产亚冬会文创产品。

记者在边合区双信经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
到，经过浮雕、削形、抛光、打磨等生产环节后，一
个个带有“滨滨”“妮妮”样式的文创冰箱贴就制作
完成了。双信经贸有限公司生产出来的这款产品
不仅外形好看，还能当作手机支架和“瓶起子”，非
常实用。随着订单的增多，公司正在准备购置新
的生产设备。

双信经贸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孙忠芹说：“这次
与哈尔滨的一家文创公司合作，在我们这里定制
了亚冬会文创产品，大概订单在一万个以上，现在
我们公司正在加班加点地制作。”双信经贸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6年，是一家生产、经营实木制品的
企业。公司先后自主研发了百余种木制产品，获
得5项国家专利。近年来，公司不断创新研发，推
出了单只红酒支架、实木手机支架、蜂蜜包装盒等
40 多种小巧实用的木制产品，增加了产品附加
值，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创新发展之路。

冰雪文创出新品

□文/摄 张超 本报记者 杜怀宇

“中了，中了，我套中了！”一位阿姨兴
奋地说道，随着掌声四起，路过的村民们也
纷纷过来看个究竟。原来，绥芬河市阜宁
镇谷盈社区正在这里举办一场主题为“你
好·邻居”之“冬季囤菜，欢乐套圈”的活动。

广场上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萝卜、地

瓜、土豆等应季蔬菜，是东北人过冬必囤的
蔬菜主力军。村民们一个个手持套圈，各
自站在指定位置，选好目标，瞄准投掷。每
当有人成功套中蔬菜时，现场就会爆发出
一阵欢呼声，一时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
民参与其中，套圈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大爷大娘们的手法那叫一个精准，不一会
儿的功夫就收获颇丰。刚套中一颗白菜的

张阿姨激动地说：“这个活动有创意，有趣
又实用，中午的菜都有着落了。”

一阵儿热闹的套圈过后，社区工作人
员组织大家围聚在广场上交流分享自己的
囤菜经验、烹饪技巧等；同时向村民们宣传
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和2025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的流程，广泛动员
全民参保。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提
高了村民们对社区基层治理的参与度和满
意度。

“你好·邻居”基层治理项目是阜宁镇
针对“邻里有效沟通难”“小区规范管理
难”“城乡融合发展难”等问题，探索推行
的一项工作机制，旨在通过“冬季囤菜，欢
乐套圈”这类新颖多彩的活动，搭建邻里
互动的平台，促使社区居民在游戏中增进
友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营造邻里守望
相助、共建和谐社区的浓厚氛围。自今年
创建以来，已开展活动 20 余场，服务群众
6000余人次。

接下来，阜宁镇将持续优化“你好·邻
居”品牌，形成独具特色的社区工作新模
式，走出一条以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居民自
治为内核的基层治理新路径，让百姓“住有
所居、居有所乐、乐有所享”，实现居民生活
品质和基层治理水平“双提升”。

阜宁镇你好·邻居助力基层治理

精准投入精准投入让乡村美农民富让乡村美农民富

□文/摄 黄彬 本报记者 杜怀宇

进入冬季，寒意渐浓，绥芬河市的乡村和农家院里却是热潮涌动——光伏发
电板熠熠生辉，源源不断地将光能转为电能持续给村集体带来收入；蔬菜（花卉）
基地里温暖如春，菜农忙碌，草莓结果，蜜蜂飞舞；乡村道路项目建设进入路面硬
化阶段，一条条通村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这是近三年来，绥芬河市累计投入资
金近3000万元，先后完成19个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交出的一份成绩单。乡村经
济多元化发展，提升了村民们的幸福感，也让绥芬河摘得了“国家级乡村治理示
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桂冠。

近日，记者来到绥
芬河市绥芬河镇绥东
村光伏发电基地，绥东
村党支部书记曲向亮
向记者介绍，这些光伏
发电设备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与国家电网并
网发电后，已产生收益
10 万余元，日收入在
300 元到 500 元之间。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光
伏板下还养了鸡和大
鹅，因此还有一笔额外
收入。

近年来，绥芬河市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探索实施
壮大村集体经济新路
子，把光伏电站建设成
惠民工程。2023 年投
资近 150万元在绥东村
实施 248.4 千瓦的光伏
发电配套工程，2024年
又投资 176万元在绥东
村建设 280千瓦的光伏
发电站，已并网开始产
生效益，预计村集体年
收益10余万元。

绥东村属城中村、
抵边村，村两委紧紧围
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这一主线，积极争

取政策、项目扶持，搞产业、抓项
目，扎实推进绥东村高质量发展，
村集体收入从 2020年的不到 10万
元，增长到如今的 70 万元，年均增
长率超过 160%，农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2.9万元，位居全省前列，
相继被评选为牡丹江市“十佳奋进
村”“基层党建示范点”“黑龙江省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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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是冰天雪地，而绥芬河市绥东
村蔬菜（花卉）种植基地里却温暖如春。
记者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有草莓结果，
还有嗡嗡飞舞的蜜蜂。曲向亮介绍说，
放蜂箱养蜜蜂是为了让蜜蜂授粉，提高
草莓授粉率，减少畸形果，结出的草莓果
形端正，颜色和口感好，安全健康。去年
12月末下果时，两栋大棚草莓卖了20多
万元。

2021年，绥东村利用中央扶持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 50万元专项资金对花卉
基地进行升级改造，维修加固温室大棚
一栋，新建温室大棚一栋。2022 年，又
争取资金 170 万元，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对花卉基地内外地面进行硬化，修
建太阳能路灯55盏，进一步改善了生产
作业环境。2023 年种植市政用花卉 40
余万株，实现产值 70万元，安置农村剩
余劳动力 70余人，实现了合作社、村民
和村集体“三方共赢”。

目前，绥东村依托蔬菜（花卉）农业
合作社，实行“基地+合作社+订单”发展
模式从事市政用花卉种植，花卉种植面
积从3800平方米发展到近万平方米，村
集体收入达47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实现23484元。

曲向亮十分有信心地说：“下一步，
我们将在延伸链条、做响品牌、加强创新
上下功夫，建立高效节能温室，扩大花卉
种植的品种及数量，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继续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同是大棚种植，在南寒村记者看到

了另一番景象——翠绿一片的香菜、菠
菜、茼蒿、香葱长势良好。相关负责人刘
英杰向记者介绍，这个蔬菜大棚里种植
有16个品种，这些蔬菜12月中旬就可上
市销售。

记者了解到，绥芬河市利用积温高、
日照好、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等优势，借
鉴周边地区成功经验，积极谋划绥东村
智慧农业种植和南寒村桃花岛产业项
目。2023年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370
万元，建设高采光、高蓄热、高保温、高环
保、高效安装、高性价比的“6H 日光温
室”5栋，总面积 5000平方米，2024年又
对上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685 万元，
建设“6H日光温室”8栋，总面积7584平
方米。这个村还建设一处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的双层板房，搭建了数字电商直
播平台，销售草莓、蔬菜、花卉等农产品。

2023年底，打造了绥东边境草莓采
摘园和南寒桃花岛产业园，采摘园由村
集体运营，与北京神农天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采购红颜草莓苗 37000 余
株，香杉、淡雪等品种10000株，2024年1
月草莓上市销售，为村集体增收30余万
元，带动村民就业80余人。目前温室内
种植的草莓及蔬菜预计于明年 1 月上
市，年收益在上一年的基础上能增加近
35万元。

巧用资金创新发展特色种植

农村道路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
础设施，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要致富先修路，绥芬河市先后在
永胜村红花岭屯、北寒村、朝阳村、南寒
村投资1000余万元修建混凝土道路及排
水边沟 10多公里，村内道路基本都实现
了硬化，乡村道路修到了村民的家门口，
在提升村民出行质量的同时也为农业生
产运输提供了便利。道路连通乡村建设

发展，让村民真切感受到民生温暖，把
“烦心路”变成“舒心路”，助力乡村振兴
跑出“加速度”。

绥芬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谷先明表
示，近年来，绥芬河市在乡村振兴项目建
设上取得长足发展，道路状况大幅改善，
乡村基础设施更完善，方便了村民生活；
特色农产品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效果好，

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了村民幸福
感。预计 2025年投入 600万元推进全市
农村道路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生活设施，
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
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绥芬河市围绕口岸城市发展实际，
积极培育新兴业态，推动农村产业深度
融合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实现乡村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社会和谐。

通村路服务“三农”助力振兴

南寒村大棚草莓种植。

花卉基地
里，菜农正在
为西红柿绑绳
搭架。

冬季囤菜冬季囤菜，，欢乐套圈欢乐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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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