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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齐静岩 荆莹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宋洋

在佳木斯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一场旨在促进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推动佳木斯经济稳定增
长、全面振兴的大型活动——佳木斯市
2024 年“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行活
动目前正高质高效开展。

此次活动由佳木斯市委市政府统
一部署。随着活动的启动，佳木斯市各
级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深入基层、贴近企业，以实际行动
践行服务民营经济的承诺。

活动采取“区域+领域”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分组开展实地
走访调研、现场办公、助企服务等多种
方式进行，力争实现对全市民营企业的
全面覆盖和深入了解。

助企服务组分为九个小组，成员们
深入企业一线，陆续走访全市 32 家与
民营经济相关的行业商协会和 180 家
重点行业领域代表性民营企业，与企业
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生
产经营情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企
业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和需求。

11 月 14 日，佳木斯市“助力民营经
济发展”服务行助企服务第五组来到汤
原县，走访调研佳木斯元泰和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荧火智能农业有
限公司、佳木斯成德机械有限公司、汤
原县振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谱
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鹅司
令服装有限公司等部分民营企业，进一
步畅通了政商交流渠道，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打造出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汤原样板”。

助企服务第五组不仅为企业送去

了最新的政策信息和扶持措施，还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汤原县表示，
将充分借助此次服务行活动，继续坚定
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推动民营经
济再上新台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多活力。

与此同时，问卷调查工作也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针对当前经济发展趋势
和佳木斯市民营经济的特点以及需要了
解掌握的民营企业情况，佳木斯市工信
局、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设计了一份涵盖企业
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政策的期
望等多个方面的调查问卷。通过电子调

查问卷和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向全
市 3000余户民营企业、1000余户个体工
商户代表以及台商企业、“100101 培训
计划”参训企业推送了问卷。

问卷回收后，佳木斯市统计局对调
查数据进行系统化分析，并将分析结果
及时反馈给各行业主管部门。各行业
主管部门则根据分析结果，对企业问题
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企业成长性进
行了论证，并对企业发展前景进行了研
判，为政府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
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服务行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 31
日。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民营企
业的发展信心和动力。

当好民企当好民企服务员服务员
推动经济稳增长推动经济稳增长

本报讯（商松林 记者刘大泳）“听说以前工伤住院
需要个人先垫付医药费，出院后再拿票据去报销，报完
得 1 个多月。我这出院没几分钟就结算完了医疗费
用，不用来回跑，也不用为提前垫付发愁了。”佳木斯某
企业工伤职工刘女士高兴地说。

今年初，佳木斯市社保事业中心积极推进与定点
医疗机构联网结算工作，反复与第三方软件研发部门、
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可行性研究，依托现有业务系统和
网络环境，推动定点医疗机构端 HIS 接口改造工作顺
利完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伤患者报销难等
堵点问题。针对医疗机构对 HIS 接口改造费用高、支
出大的担忧，佳木斯采取“集采谈判”的方式，力争把系
统改造成本压至最低。

全市联网互认，工伤信息共享，费用结算即时，全
程智能监控。截至目前，佳木斯市区 13家工伤保险定
点医疗、康复和辅助器具机构与社保业务系统全部完
成 HIS 接口改造，标志着佳木斯工伤保险费用联网结
算系统正式投入运行，在全省率先实现应用全覆盖。
通过“社医”系统互联互通，改变了以往工伤就医“先垫
后结”状况，开启“免申即享”结算新模式，真正实现“让
信息多跑路，让群众零跑腿。”

“目前，我市工伤职工持社保卡在市区任意一家定
点医院就医，均可直接结算费用。”佳木斯市人社局副
局长、社保事业中心主任庄冀表示，“通过工伤保险结
算方式改革，用人单位或个人只需按规定支付个人自
付部分费用，其他费用均由联网系统直接结算。”

据统计，今年佳木斯市社保中心共为 4973人次办
结了工伤住院和门诊结算业务，联网结算费用共计
373万元。

市社保事业中心
工伤联网结算“零跑腿”

本报讯（陈俐言 记者刘大泳）11 月 17 日 20 时 22
分，随着 MU6921航班的平稳降落，佳木斯机场再次迎
来了一个里程碑时刻。自 2023年 12月 16日首次实现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人次后，佳木斯机场在 2024年
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截至 11 月 17 日，年旅客
吞吐量已累计达到 1000614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4年旅客吞吐量实现了 6.7%
的显著增长，这不仅体现了佳木斯机场在提升服务质量
和扩大航线网络方面的努力，更映射出佳木斯经济的蓬
勃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佳木斯的城市形象和知名度。

“每次从佳木斯机场出发，都能感受到机场工作人
员的热情与专业。航班的准时率和舒适度都让我非常
满意，这次我选择佳木斯到北京的航线，便捷且高效。”
双鸭山旅客张驰说道。

佳木斯市民李晶则分享了她的出行体验：“我经常
从佳木斯前往烟台出差，佳木斯机场的航线网络非常
完善，让我能够轻松抵达目的地。而且，机场的候机环
境也很舒适，让我在等待航班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宁
静与惬意。”

不仅如此，许多旅客还对佳木斯机场的地面交通
服务赞不绝口。他们表示，机场周边的交通设施完善，
无论是选择出租车、公交车还是自驾前往机场，都非常
方便快捷。

在这一年，从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到如火如荼的
项目建设，再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合作对接，佳木斯正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
光和关注。

佳木斯机场
年运送旅客再次突破百万

本报讯（高玉民 张驰 记者刘大泳）年初以来，佳
木斯市司法局以“枫桥式司法所”为切入口，形成上下
联动、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护航各行各业有序发展。

为打造廉洁奉公的司法队伍，市司法局组织 90余
名党员干部来到佳木斯监狱，开展市直司法行政系统
警示教育大会暨党组书记讲廉政党课活动。在春耕备
耕时节，市司法局组织相关科室人员组成了“护春耕”
法律服务队，来到郊区西格木镇平安村等地开展“法治
护春耕，情暖农民心”活动。针对农村土地权属、农药
种子购销、邻里关系等纠纷，工作人员走街以“唠家常”
形式开展专项排查，发现纠纷 266件，调解纠纷 245件。

法律援助工作依托“法律援助惠民生”专项活动，
将农民工、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列为重点
服务对象，针对其不同特点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法
律援助服务。同时，市司法局开展了建设工程领域“安
薪行动”暨根治欠薪“春雨行动”，同时开通“12348”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及时有效维护了广大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相继开展了“法润龙江促平安、维权与爱同行”暨
《黑龙江省反家庭暴力条例》宣传活动，并与市妇联在
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联合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工作
站”，开展法律咨询，指导来访妇女提出法律援助申
请。在第三十七个国际禁毒日，佳木斯市司法局开展
禁毒宣传开放日进校园活动，走进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面对面”讲解禁毒知识。佳木斯市县（区）乡镇

（街道）三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部门挂牌成
立，迎来了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全市 10 个县（市、区）
和 96 个乡镇(街道)同步完成挂牌仪式，构建起覆盖市
县乡三级的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市司法局和市人民
政府行政复议局主办的“法润民心·复议为民”行政
复议法知识竞赛以及自办的以“笔绘复议新征程 书
写法治新篇章”为主题的新修订行政复议法书法作
品展也先后举行。

市司法局
护航发展担当作为

本报讯（陈晨 齐静岩 记者刘大泳）进入冬季，气温骤然
下降，但佳木斯市富锦市经开区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温
度”却并未下降，工人们依旧热情高涨地投身于项目建设之
中，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再提效。

走进富锦市海粮米业有限公司日加工 5000 吨糯稻生产
线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期的四条加工生产线已基本建成，
各设备已完成安装，工人们正忙着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对设备
再次进行检查调试，为正式投产做好准备。

据了解，该项目由富锦市海粮米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3月
投资建设，预计 12月末项目建设完成，进入投产。该项目占地
5.3万平方米，改造加工车间 1栋，建设糯米生产线 8条、1000吨
烘干塔 2座、原粮筒仓 4座、稻壳仓 3座。项目建成后，年可实
现利润 1亿元，税收 0.25亿元，带动就业预计可达 200人。

公司负责人温国峰介绍说：“我们正在建设的日加工
5000 吨糯稻生产线共 8 条，一期为 4 条，目前正陆续安装调
试，马上就可以进行糯稻的收购和加工。”

海粮米业有限公司日加工 5000 吨糯稻生产线项目立足
佳木斯糯稻资源优势，通过引进先进生产线、完善各加工环
节，提升水稻全产业链附加值与竞争力，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

公司副总经理石军说：“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将收购富
锦周边 100公里以内的糯稻，对这些糯稻进行粗加工，加工后
的产品销往上海、江苏、贵州乃至全国，拓展我们的市场。”

富锦市经开区
项目建设热度不减

本报讯（王茹茹 记者刘大泳）首批智能快件箱在佳木斯
落地已有三个月，这三个月以来，无论是快递驿站还是取件人
都感受到了智能的力量。

“原来在下班高峰时，取件排长龙的场面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不再需要‘找件人’了，居民来了，拿手机输入取件码就
能轻松完成取件过程，实在是太方便了。”佳木斯市沁香华庭
妈妈驿站的工作人员说。

佳木斯市邮政管理局着力优化快递包裹投递“最后 100
米”服务，采用智能化动态格口分配机制，按照群众用邮需求配
置大中小格口，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每组快件箱能同时满足
800位小区居民就近收取快件。

9 月 1 日以来，这些智能快件箱在佳木斯市金地家园、和
谐家园、沁香华庭等 7个小区落地，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用邮体
验，为提升邮政快递业公共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用邮需求注入了新动能。

市邮政管理局
智能快件箱方便群众

佳木斯机场。 荆莹摄

□文/安晓峰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摄/陈刚

日前，“追光华夏东极·共迎旅发大会”
2024 佳木斯冰雪文化季启动仪式暨“耀·
一起”佳木斯冰雪旅游、“品黑土优品，游大
美东极”农产品推介会如约而至，为全国游
客呈现一场集冰雪与旅游于一体的顶级盛
宴。

佳木斯市明确冬季冰雪旅游沉浸式活
动、互动式体验、品牌化培塑、立体化营销
的总体思路，突出雪“BA”冬日潮玩系列活
动主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实施 10 项
提升行动 49项具体措施，着力推动今冬冰
雪旅游出声出彩出圈。

突出乐享冰雪，打造专属文旅品牌。
着眼推出“特优精新”旅游产品，坚持从供

给侧发力，差异化打造雪“BA”冬日潮玩 IP，串联各项冬
季文旅活动。主要是贯穿冰雪季，做好四项主题活动：推
出“雪战英雄”品牌，创新常态化冰雪娱乐新玩法；开展

“嗨雪”快乐舞步展演，进行巡回展演；举办雪地蔓越莓啤
酒电音汇，打造美食音乐冰雪狂欢节；培养“可米生活”联
名形象 IP，继续开办中俄蒙冰雕艺术展，形成冰雪艺术
形象集聚展示区。同时，继续赋能传统节庆，集聚品牌流
量，打造特色产品。

着眼激发活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围绕把文化旅
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抓住冰雪季契机，活跃文化生
活，做好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借助亚冬会流量，开办“越
野中国”“东极冰河越野邀请赛”等特色文体赛事，助推以
体促文、以赛兴旅，持续擦亮地域性文化品牌。用好对俄
航线、省内支线串飞航线，抓住打通游客“快进”契机，推
出两极之巅、东极观日等 7 条旅游路线，全力引客入市。
农业、商务、市场等部门助力联动，围绕特色产品、特色美
食、特色礼品，开展“嗨购东极”“东极好礼”等推名品、促
消费活动，拉动市场活力，强化“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
效应。

聚力引流推介，形成特色宣传态势。采取与新媒集
团、马蜂窝网等流量平台活动共办、流量共推、品牌共享
的方式，全面规范标准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服务质
量，将“一封短信”、“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句温暖”
等多项暖心服务落到实处，为顾客打造温馨舒适的“家外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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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情 四
射的滑雪比赛。

→ 热 血 澎
湃的雪上排球。

助企服务组成员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情况。

城市雪景城市雪景美如画美如画
雪花纷纷落下，大地银装素裹。雾凇漫卷，树挂如

诗如画，宛如冰雪世界的精灵，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
界中的仙境。 张大炜 陈刚摄

小火车在大雪中显现出另一种美感小火车在大雪中显现出另一种美感。。

雪中公园犹如童话世界雪中公园犹如童话世界。。

满城树挂如诗如画满城树挂如诗如画。。

大雪过后的松花江畔大雪过后的松花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