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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孙昊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抓住推动新时代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重大战略机遇，不
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了东南部有产业
新区、西南部有职教新区、中心城区有数字
经济产业园、北部有铁锋综合物流园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总体框架。前 3 季度，全市新签
约产业项目 217 个、签约总额 480.9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53.9%、22%。

“十一”之后，全省重点产业项目、齐齐
哈尔羽绒小镇全线竣工并正式投产。该项
目总投资 2.97亿元，由黑龙江铁锋经济开发
区投资建设，齐齐哈尔鹤东产业新区投资运
营服务有限公司运营。据介绍，羽绒小镇建
有全国标准最高的标准化厂房12栋，综合服
务用房1栋，能满足各类服装生产加工、创意
设计、跨境电商、面辅料配套企业的入驻需
求。

走进新厂区，放眼望去，在阳光的照耀
下，一条条平坦宽阔的道路闪着银光，一座
座标准化厂房高高矗立。从不远处车间里
传来悦耳的机械声，一座崭新的羽绒小镇在
鹤城东南方展现出宏伟新姿。未来，这里将
吸引20个以上品牌企业入驻，形成鹤城羽绒
加工产业集群，建成东北地域规模最大的生
产基地，拉动就业 3000 人左右，实现营业收
入20亿元以上。

近日，200余名客商云集齐齐哈尔，齐齐
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举办招商推介会。
齐齐哈尔市政府和省交通投资集团合作建
设的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一期建设
全部完成，已成为东北地区西北部规模最
大、标准最高、功能最强的综合性商贸物流
园区。

据了解，齐齐哈尔综合物流园区是一座
智慧化零碳综合性物流园区，位于该市铁锋区曙光大街与
北二路交汇处，交通便利，项目总占地面积 16.95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9.86万平米，共建设5栋高标准丙二类仓储库
房及1栋现代化高位货架立体冷库。该项目是齐齐哈尔市
首个丙二类高标准物流仓、省内首个实现“数物一体，全域
协同”全面践行ESG价值理念的物流园区。

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的建成投用，不仅巩固了
齐齐哈尔区域物流中心地位，提升了城市辐射能级，更为
现代物流发展带来了广阔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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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辰 本报记者 孙昊

日前，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
布两批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的名单，其中，齐齐哈尔市 2 个基地达
到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技
术规范要求，另有 2个基地符合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期）的技
术规范。至此，在国家级绿色食品原
料基地建设中，齐齐哈尔已连续两年
居全国地市级首位。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是
指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
按照绿色食品技术标准、全程质量控

制等要求实施生产与管理，建立健全
并有效运行基地管理体系，具有一定
规模，经审核批准的种植区域或养殖
场所。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产品不仅符合绿色食品原料的生产标
准，也为农产品的品质提供了可靠保
证。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按照“提升质
量、稳定总量、优化结构”总体要求，不
断提升基地建设标准，全力推动国家
级原料基地建设，作为我省国家级绿
色食品原料基地整市推进的先行者，
已于 2023 年以 1366 万亩的建设面积
成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体量最大的地级市。
随着本次域内泰来县 50 万亩绿色

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依
安县 30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
准化生产基地达到相应技术规范要
求，目前齐齐哈尔市国家级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总面积已达到
1446 万亩，另有甘南县 20 万亩大豆基
地和富裕县 31 万亩大豆、玉米基地获
得建设期资格，也将成为未来全市乃
至全省扩大绿色食品生产规模，推动
农业标准化进程，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重要依靠。

绿色食品原料基地获殊荣

本报讯（刘星 刘一博 记者孙昊）年初以来，齐齐哈
尔市铁锋区锚定传统工业、农文旅、现代服务、新兴产业
四大主攻方向，充分释放比较优势，通过内引外联、以商
招商，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发展。

“你看这8台超微破碎机，可以将芦苇逐步粉碎成植
物纤维超微颗粒，之后制成的芦苇降解颗粒是制作农用
地膜、包装袋的优质原料，现在我们已接到大型商超、地
膜生产厂的意向订单。我们的原料就是产自铁锋区的芦
苇，一年需要近一万吨芦苇。”走在施工建设的车间内，黑
龙江金英纳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展云对企业未
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自今年 5 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快速
推进，目前基础配套工程已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到位，年
底前有望量产达效。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3 万吨芦苇
纤维全降解原料。

说起铁锋区的营商环境，黑龙江北纬四十七植物蛋
白有限公司行政专员徐闯赞不绝口：“我们项目能够顺利
开工建设，离不开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政府对我们的

‘保姆式’服务。在项目用地、规划审批、施工许可等方
面，相关部门为我们开通绿色通道，全程跟踪服务。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我们遇到难点堵点，区里都会第一时间帮
助协调解决。”据了解，这个总投资 5.48亿元的国际化智
能工厂，11月14日正式投产，产品上市4天，销售收入就
突破100万元。

今年以来，铁锋区推进投资 500 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33个，其中新开工产业项目25个，复工项目8个，较去年
增加11个。截至目前，已有19个项目建成投产。

铁锋区
内引外联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何瑞轩 记者孙昊）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梅里
斯达斡尔族区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丰富资源，以特
色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创新养殖
模式、深化产业链融合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梅里斯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该区达呼店镇二合村新发屯林下特色养殖基地，
饲养员张宝君告诉记者：“基地的草原红鸡种，肉质紧实、
口感好，通过在水里添加苏打、食盐、红糖等提高鸡的免
疫力，是纯绿色生态养殖的典范。与传统肉鸡相比，林下
生态鸡的肉质更加鲜嫩爽口，深受市场青睐。”

在该区阿拉村梅花鹿养殖基地，为促进梅花鹿产业
融合发展，他们在延伸梅花鹿产业链上做足文章。通过
成立黑龙江鹿鸣鹤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养殖、加
工、销售三产融合。走进该公司的销售展厅，琳琅满目的
鹿产品让人目不暇接，从鹿筋、鹿心血到鹿茸、鹿角帽再
到鹿肉水饺、鹿肉香肠，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以发展特
色产业为核心，做好“土特产”文章，为推进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盘活资源发展“土特产”

本报讯（路久宽 记者孙昊）为深入落实省委政法委
关于“重点推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齐齐
哈尔市出台《全市政法系统共创“齐心护企”品牌助力打
造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创新亲企、爱企、护
企新举措，倾力打造“齐心护企”法治化营商环境品牌，为
鹤城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自“齐心护企”品牌创建以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检
察院坚持聚焦重点目标任务、依法平等保护、解决急难愁
盼、多元延伸治理的“四个聚焦”，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打造

“检察护企·法护民利”特色工作品牌，为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在打造“检察护企·法护民利”特色工作品牌时，建华
区检察院从强化涉企办案监督、完善检企常态化沟通联
系、强化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等九方面完善检察措施“护”
企前行，严厉打击公平竞争领域犯罪，建立涉企案件同步
背书制度及涉企刑事案件双审查制。他们持续优化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完善领导包案、首办负
责、信访案件化办理机制，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同时，通过检企座谈会、同堂培训等多种方式，建华
区检察院从企业涉及的法律诉求出发，做到“有呼即应、
无事不扰”，点对点提供法律服务，增进“检企”关系。就
办案中发现的企业管理漏洞、法律政策风险、行政监管缺
失等问题，他们向企业、有关部门制发风险提示函、检察
建议，推动“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民生领域行业治理检
察建议被评为全省优秀治理检察建议。

建华区检察院
共创“齐心护企”品牌

12 月 13 日，2024 至 2025 赛季全国男子冰球职业联
赛（齐齐哈尔站）在齐齐哈尔市黑龙体育馆鸣金收兵。6
天来，北京京狮男子冰球队、安徽新华男子职业冰球队、
辽宁沈阳奥美冰球俱乐部、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4
支队伍进行了12场精彩的比赛。

图为比赛精彩瞬间。 陈复 本报记者 孙昊摄

全国男子冰球职业联赛
（齐齐哈尔站）落幕

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仓储库房。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料片资料片

项目为王项目为王 构筑发展新优势构筑发展新优势
齐齐哈尔市扎实推进齐齐哈尔市扎实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年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活动

年初以来，齐齐哈
尔市牢牢抓住产业项目

建设这个“牛鼻子”，将今年确
定为“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年”，

制定印发《齐齐哈尔市“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年”
行动方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保
障项目建设，筑牢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自“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年”启动以来，全市
各级干部千方百计抓招商、上项目，全力以赴拼

经济、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024年，全市共推进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448
个，1 月至 10 月，有 386 个产业项目实现入统，
完成投资 124.1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5
亿元至10亿元产业项目23个，完成投资30.1亿
元；10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2 个，完成投资 32.8
亿元。落实省重点产业开工项目 127 个，开工
率 100%，完成投资 130.1 亿元，投资完成率
90.2%。

□文/摄 路久宽 本报记者 孙昊

岁末年终，齐齐哈尔市产业项目建设捷报频传。益
海嘉里谷氨酸钠项目、黑龙江梅斯勒新建生产线、齐齐
哈尔创意设计港产业园等纷纷投产达效……全市上下
不断涌现发展新动能，大力造就发展新优势。

AA 全力以赴 筑牢经济发展基石

BB 集群成势 调整主导产业方向

寒风凛冽、气温骤降，梅里斯经济开发区的
黑龙江梅斯勒食品有限公司内却是一片火热的
生产场景。总经理彭丽芹告诉记者：“今年新建
的豆皮生产线已于11月20日正式投产，日产豆
皮150万包，豆干、豆皮产品供不应求。”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方能撑起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骨架。近年来，该市依托农畜产品
供给优势，不断调整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使主
导产业发展愈发向好。齐齐哈尔市发改委副
主任董晨刚表示，随着鸿展、阜丰等一批玉米

深加工项目建成投产，粮食生产实现了从“卖
原料”到“卖产品”的跨越式发展。鲜食玉米
是世界上公认的“黄金谷物”“养生粗粮”，具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保健功能，随着北纬四
十七鲜食玉米畅销，带动了全市鲜食玉米产
业的发展。由“粗、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
变，齐齐哈尔烤肉、泰来大米、梅里斯洋葱、依
安白鹅等一批特色鲜明、质量过硬、发展潜力
大的区域公用品牌，正逐步走出黑龙江，摆上
全国亿万家庭的餐桌。

CC 提质增效 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
命线”，也是激发有效投资、带动

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年初以来，该市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
要求，坚定不移向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
要发展，以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助推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他们建立产业项
目招商引资清单、前期熟化库、建设推
进库、建成投产库“一单三库”机制，实
施台账式管理、滚动式监测、落地式考
核，通过鼓励龙头企业裂变生成一批、
实施技改升级一批、产业配套延伸引进

一批等方式，加大项目储备力度。
同时，对标省“4567”和市“2345”

现代化产业体系，该市重点围绕装备
制造、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在促进传
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
面谋划了总投资 15亿元的中船风帆智
能制造一体化、总投资 5.6 亿元的中国
一重高端大型铸锻件制造等项目；围
绕加快培育“四新经济”、新能源、新材
料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在推动新旧动
能转化方面谋划了总投资 55亿元的海
瀚年产 2 万吨聚酰亚胺、总投资 8.8 亿

元的齐齐哈尔新能源 500 千伏输变电
工程等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划
推进产业项目 448 个，总投资 611.84
亿元，年度计划可实现投资 145.1 亿
元，同比增长 15%。据了解，坐落在克
山县总投资 14 亿元的荃吉康植物基
材料胶囊项目以马铃薯变性淀粉为
主要原料，生产植物空心胶囊产品，
作为全市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该项
目对发挥马铃薯种植基地优势，发展
精深加工，推动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具
有重要意义。

DD 量质并举 新兴产业迅速成长

益海嘉里谷氨酸钠项目、依安县嘉
纬DHA、ARA有机油类深加工项目、齐
齐哈尔创意设计港产业园、数字经济产
业园等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产
达效，推动该市在新质生产力项目建设
上实现量质并举。据统计，1 月至 10

月，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数量较去年增长
45%，完成投资增长 18.1%；新开工新质
生产力项目数量较同期翻一番，完成投
资增长115%。

项目建设“火起来”，发展势头“热
起来”，这是齐齐哈尔市扎实推进“产业

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的真实写照。高
质量产业项目建设，使全市上下在转方
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实现新突
破，培育了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
加快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

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掀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掀
起生产攻坚热潮起生产攻坚热潮。。

已经竣工的龙兴医学护理学院项目已经竣工的龙兴医学护理学院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