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绥化新闻 责编：姚艳春（0451-84655776） 见习编辑见习编辑：：王王 洋洋 6

本报讯（孔立业 记者董新英）近日，绥化市 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首次荣登《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评估指数
（2024）》榜单，获得全国同类城市“热线服务效能评比”
TOP10 殊荣。绥化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面推进

“民诉即办”机制建设，通过全面梳理、细化制定权责清单，
拓展线上线下受理群众诉求渠道，在政务服务网、全省事
APP、网格化系统、“好差评”系统开设诉求入口，与 110 报
警服务台、行政执法监督等部门协同联动，推动多部门、跨
地域协同处置，确保“社情民意”办理的通畅性、时效性、准
确性，从“办好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推动政务服务质效
提升，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

入冬以来，绥化市出现多次强降雪天气，道路结冰影响
百姓出行，绥化市 12345 便民热线多次接到群众来电咨询
路况，热线平台通过动态化调整话务班次，加强“12328 交
通运输热线”专席受话能力，全面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
同时，依托数字政府大数据智能分析，通过公众号及时发布
路况信息，热线服务效能由“即呼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在“12345”热线受理中心的话务大厅内，电话响铃声、
热情回应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热线平台话务员细心聆
听、耐心解答、认真记录群众在政务服务、医疗卫生、民生保
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交通出行、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等
方面诉求，通过营商部门将他们的合理诉求转交给相关部
门，并全程督办落实。

今年年初至今，绥化市热线平台共接到群众电话
260851 通，形成工单派发至承办部门 41448 件，热线“接通
率”“办结率”“满意率”均居全省服务效能考核前列。

绥化市12345便民热线
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近日，绥化市委宣
传部、绥化市政府新闻办举行“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在农业农村局专场发布会上，记者获悉，
今年 1 月～10 月，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业营
收突破400亿元。

会上，绥化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宝峰作题为“推动农业强市建设 争当
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排头兵”的主旨介绍，他
说：“绥化市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压舱
石’战略定位，建设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

业、品牌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
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
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努力推动农业强
市建设。”

绥化市以“大企业、大产业”为抓手，做
强“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努力构建“5+
8”农业产业体系。重点打造玉米、水稻、大
豆、肉类、乳品 5 大重点产业集群；突出建
设鲜食玉米、蔬菜、冷水鱼、预制菜、中药
材、鹅、汉麻和饲料 8 个特色产业集群。培
育龙头企业、打造“链主”企业，壮大群体规
模，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发展到 198 户。围绕产业链图谱，利用农
业基地、产业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延伸产
业链条。

统筹推进“四个农业”，提升现代化发
展水平。绥化市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打造
农业大数据平台，以数字技术赋能粮食增
产。运用物联网、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实现无人植保、智能农机作业、农产
品监管、农村“三资”管理等多场景应用。
全域实行绿色生产，推动建立种养循环发
展制度，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发展到
1199.8 万亩。推动现代化农业标准体系建

设，修订《鲜食玉米质量信息追溯规范》等
全产业链标准，市级农业技术规范达 96
项。10 个县（市）区全部落实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频次，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追溯体系逐步完
善。扩大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依托“黑土优
品”省级区域品牌，以“寒地黑土”为引领，
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布局，打造 8 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品牌、8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
牌、20 个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挖掘定制农
业新模式，开展“我在绥化有亩黑土地”定
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溢价。

绥化 规上农产品加工业营收突破400亿元

□文/摄 高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
来，明水县不断优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积极构建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模式，打造老年人
健康乐园。

时下，寒风凛冽，瑞雪飘飘。每天上午不到 9 时，位于
明水县明源街道的幸福九号老人乐园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在一楼大厅，老年人三五成群围坐一桌打扑克牌，二楼舞蹈
室、书法室、练歌室、养生室也吸引了不少老人跳舞、练书
法、合唱，大家各有所爱、各得其乐。

“我想用天边的彩云，剪成一朵美丽的花瓣，让它沾满
我的思念，穿越那片茫茫草原……”音乐室内，两位老年人
字正腔圆正在演唱，清脆婉转的歌声飘扬回荡。

一曲唱罢，回味无穷。“这里活动丰富，能够写书法、跳
舞、唱歌和参加健康讲座，可充实了！”老人乐园里的老人丛
路说，自从来到这里，原本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没退
休时就喜爱唱歌的他，在这里不仅可以一展歌喉，还担任了
明源社区幸福九号艺术团团长，每天和团里的成员共20人
练习合唱、独唱。63 岁的李春艳是名家庭主妇，现在每天
也来这里唱歌，提起幸福九号老人乐园，李春艳开心地竖起
了大拇指。

上午 10 时，舞蹈室、养生室、理疗健身室、棋牌室……
各个区域都坐满了老人。

据了解，幸福九号老人乐园于 2015 年落地明水，首创
居家养老新模式，着力打造国内最值得信赖的老年人健康
乐园。在明水县现有两个店面，服务老人4.5万余人次，建
立详细档案的老人近 7000位，每天每个店面服务老人 300
余人。

“我们全力打造老年人健康乐园，店内划分为琴棋书
画、文娱健身、学习充电、健康天地、营养餐厅五大板块，让
明水县老年人享受现代都市养老服务，让老年人生活更加
安心、舒心和放心。”店长陈影说。

明水
打造居家养老健康乐园

本报讯（万希龙 记者董新英）近年来，海伦市把强化劳
务输出保障作为实现农民工就业增收的重点途径，创新劳
务输出服务系列举措，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促进市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目前，海伦市户籍人口
8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1.4万人，年转移劳动力20.5万
人。

强化劳务输出保障。为了进一步扩大劳务输出规模，
做大做强劳务产业，海伦市成立了劳动力转移工作专班，由
人社部门牵头，全市 23 个乡镇成立了农村劳务输出指导
站，在每个行政村设立联络处，确定了 243名联络员，通过
乡村振兴局数据平台实现农村劳动力数据共享、动态更新，
及时了解务工人员的情况。

开拓外埠基地，畅通劳务输出渠道。为满足劳动力
外出务工需求，海伦市积极与有多年劳务协作关系的地
区联系，通过网上洽谈、视频连线以及人力资源公司、劳
动派遣公司现场介绍等多种形式，将海伦劳动力输出频
繁的北京、上海、大连、宁波等 20 余个经济发达地区作为
劳务输出基地，与北京、上海、大连、宁波等地区人社部门
签署了劳务合作协议，与各地区长期合作的几十家规模
较大的企业达成了用工意向，实现了劳务输出基地精准
对接。

转移就业精准输出。海伦市每年对有意愿就业的劳动
力开展技能培训，免费提供食宿、书本、发放证书等服务，每
年培训技能人才 1500 余人；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用工，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每年向外埠基地派遣用工 3000 余人。
同时，为帮助农民工“点对点、一站式”出行，海伦市采取了
一系列保障措施。每年派专车运送外出务工人员到火车
站，据粗略统计，近几年，共派出专车115次，运送外出务工
人员60万余次；为稳定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提供交通补贴和
生产奖补，每年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120余万元，发放生产
奖补资金236余万元；每年输送到北京、上海、大连、宁波等
地的农民工20.5万人，年人均收入2万余元，年劳务输出总
收入41余亿元。

海伦
强化劳务输出保障

□文/摄 段洪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在青冈县，玉米产
量占到全县粮食作物
产量的九成以上，玉米
精深加工企业已经形
成了产业集群，为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也为当地
人就业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1999 年，青冈县引
进行业巨头山东诸城
兴贸玉米开发有限公
司在青冈投资兴办了
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
司，作为首家落户青冈
的大型玉米精深加工
企业，龙凤公司成为青
冈县发展玉米产业、延
伸产业链条的“导航”。

龙凤玉米开发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
喜亮说：“当年我们建
厂时年玉米加工量只
有 10万吨，现在能够达
到 200 万吨。”25 年间，
产能跃升20倍。

在青冈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下，龙凤公司
也从一期工程扩建到
了四期工程，它的蓬勃
发展带动了当地玉米
深加工产业。2016 年，
青冈县引进另一家玉
米精深加工企业——
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一穗玉米助力
青冈县走出了一条产

业转型升级之路。
在京粮公司的生物发酵数字化智能

车间，刚刚升级改造的 L 乳酸生产线已
经投入运行，玉米淀粉经过发酵、烘干、
提纯等流程后，变成广泛应用在医疗、化
妆品、饲料等多领域的乳酸。

“我们通过延伸产业链，将玉米淀粉
再次加工成糖类、酸类、醇类等，提高它
的附加值。”京粮公司副总经理郑建波对
玉米精深加工产品的前景十分看好，“整
个生产过程只需要 1～2 人操控就可以
完成。”

近年来，青冈县聚焦生物发酵主攻
方向，以龙凤、京粮为龙头，加工及配套
企业发展到15户，开工建设了葡萄糖酸
钠、麦芽糊精等项目 30 余个，特别是 L
乳酸、赤藓糖醇项目填补了全省空白。

“今年以来，工信部门围绕玉米产
业，紧盯‘两重、两新’惠企政策落实，帮
助企业争取各类资金近5000万元，主要
用于企业产线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产品
研发等方面，极大地助力了重点企业的
快速发展，推动玉米产业做大做强。”青
冈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副局长张鹏说。

在青冈县玉米产业园区，年营业额
过亿的不仅仅只有玉米加工企业，在嘉
丰塑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最先进
的德国塑料包装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为
周边几家玉米加工企业生产编织袋。玉
米产业的兴旺吸引并带动了像嘉丰这样
的配套企业。

“龙凤公司落地青冈后不久，我们公
司也被吸引了过来，当时看重的就是这
个大客户。”嘉丰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章
奎华介绍，“让我们一直扎根在青冈的原
因是这里产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和当
地政府对于企业的扶持。”作为第一家

“以商招商”到青冈的企业，嘉丰塑业已
经成为我省最大的集装袋生产加工基
地，仅 2023 年营收额就达到 1.5 亿元左
右。

“守家在地，一个月还能挣上五六
千块钱，这不比外出打工强多了！”在嘉
丰塑业有限公司做了五六年缝纫工的
王大姐对目前的工作十分满意。企业
聚集为青冈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仅龙凤、京粮、嘉丰三家企业就提供就
业岗位近 3000个。

工人在加工车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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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邹建宇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于洋

又是一年秋粮收购季，连日来，在黑龙江成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金灿灿玉米的运粮车
排成长龙。肇东市地处我国少有的“寒地黑土”绿色农业区，玉米种植面积达305万亩。近年来，随着种
植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的技术不断创新，在全市22个乡镇实施单产提升工程，玉米产量逐年攀升，
2024年，玉米总产量有望超37.11亿斤。

在肇东市，种出的玉米几乎不出市，实地踏访解密，其原因源于肇东市粮企扎堆，大力发展玉米生物
发酵产业，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就地将玉米“吃干榨净”。

生物发酵产业链生物发酵产业链
解锁玉米不出市的解锁玉米不出市的秘密秘密

“今年玉米收获不错，现在
都是规模化种植，而且产量也
比以前高不少。成福集团还照
顾我们周边村民，来这卖玉米
不用远跑多花运费，一斤还能
多卖一二分钱。”肇东市向阳乡
巨成村售粮村民韩德河说。

秋粮收购开始后，有的是
即收即售，而有一些种植合作
社选择先存储再出售。

在肇东市海城镇双丽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利用
铲车、输送机将今年收获的玉米
装入粮囤子，边存储边晾晒。

而五里明镇鑫伯利农机专
业合作社则选择了与周边粮库
合作，对玉米进行存储。“我们
采用了‘大垄双行’密植种植模
式，配合使用水肥一体化滴灌
设备实现提产增效，今年玉米

标准水亩单产达到了 1041.3 公
斤。高产的同时，想要获得高
收益，我们选择存入‘粮食银
行’，根据需要随时销售。”合作
社理事长单玉恒说。

与黑龙江成福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一样，中粮生化能源有
限公司、黑龙江隆信锐意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肇东希望
饲料有限责任公司等诸多粮食
加工企业，抢前抓早积极开展
秋粮收购工作。

据肇东市发改局副局长
高柱洲介绍，肇东市玉米收储
企业 73 家，玉米年收储能力
超 过 200 万 吨 。 这 么 强 大 的
收储能力，为农户的玉米销售
开拓了广泛的市场，但这么多
的玉米收储是如何“消化”的
呢？

粮企扎堆 玉米销售不出市

肇东市在玉米发酵企业的
引入和培育上开足了马力，除
了具备原料优势，玉米发酵产
业也有历史基础，第一家玉米
发酵企业的入驻可以追溯到 30
余年前。“1993 年中粮生化能源
建厂；2001 年肇东市成福食品
集团投产；2011 年星湖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入驻……到目前为
止，全市现有玉米发酵规上企
业 11 家，占全省规上玉米加工
业的 11%。”肇东市工业信息科
技局局长宋金伟如数家珍。

肇东市本着“绘制招商谱
系，壮大产业发展集群”的发展
思路，打造玉米发酵基地。在
项目引进上采用“图谱+家谱+
清单”精准招商模式，填补玉米
生物发酵产业链空白和缺项。
以中粮生化能源、星湖生物科
技、成福食品集团为例，中粮生
化能源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
燃料酒精、食用酒精、DDGS、玉
米油、食用级二氧化碳等产品；
星湖生物科技生产食用调味料
的上游肌苷酸二钠（IMP）、呈味
核苷酸二钠（IMP+GMP）、肌苷
等系列产品；成福食品集团生产
赖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及各
类副产品，据悉，该企业与韩国

大象株式会社合作，有望实现
小型氨基酸技术突破。

此外，玉米下游产业链中的
饲料企业，也有较大的玉米供应
需求。肇东希望饲料有限责任
公司、肇东市丰大饲料生产有限
公司、肇东市吉粮饲料生产有限
公司等一批饲料加工企业分解
了大量玉米产能。

开足马力 规上企业领跑 近年来，肇东市围绕“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全力推进

“4567”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立
足中国（肇东）国际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等条件，找准玉米生
物发酵产业在绥化玉米深加工

“三角”布局和全省玉米生物制
造领域中的精确定位，加速将
玉米原料供给优势高质量转化
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重点
在企业培育、项目建设、招商引

资、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聚焦产业链“稳补延强”，加强
规划引领，强化政策保障，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
造玉米生物制造领域产业创新
策源地、“专精特新”企业集聚
地、重大创新项目承载地和区
域经济发展新高地。

延链补链强链，一座全省
县域最大、最具潜力的百亿级
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基地在高质
量发展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延链补链强链 开辟发展新赛道

健康乐园里的多彩节目健康乐园里的多彩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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