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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山 本报记者 孙昊

连日来，龙江县政府的一系列贴心
举措，让全县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吃上了
营养可口的“放心餐”“热乎饭”，赢得师
生与家长们的好评。

元旦前夕，龙江县白山镇六村学
校、七村学校小食堂同时“开张”。吃着
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六村学校小学
生唐嘉悦说：“太好吃了，比家里做得
香，现在大家学习可来劲儿了！”学生家
长刘德平表示，在学校吃饭，既便宜又
安全，我们家长一百个放心。

自从全省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

工作以来，龙江县委县政府坚持问题导
向，以“超常规”机制推进责任落实、深
挖问题线索、深化问题整治、办好民生
实事。龙江县成立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进压实
责任，安排专人负责“校园餐”日常工
作，建立了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
经费管理专项工作机制，强化统筹调
度、沟通会商和研究处置重要工作事
项，真正从“各管一摊”向“一摊共管”转
变，做到上下级同频共振。全县制定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制度（试行）》和《校
园食品安全工作规范（试行）》，完善学
校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学校集中用餐

校领导陪餐制度。
2024 年，龙江县政府克服财政困

难，安排县级财政资金 294.7 万元，推
动学校食堂升级达标，全县学校食堂

“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覆盖率达到
了 100%，实现了校长和教师对库房、
操作间、就餐场所的远程监管。其
中，投入 115.5 万元，扩建山泉镇中心
幼儿园食堂，购置济沁河幼儿园食堂
设施设备，建设白山六村学校、白山
八村学校、白山七村教学点简易“伙
房”。截至 2024 年 12 月 16 日，全县 27
所学校和 1 个教学点，已全部完成食
堂供餐。

龙江县打造放心“校园餐”

本报讯（李明泽 记者孙昊）日前，中国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服务促进会颁发 2023-2024 年度“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合
作企业光荣榜”，益海嘉里（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榜上有
名。

据悉，该公司是集粮油食品工业、生物科技、能源供应
于一体的农产品加工基地。他们每年设置专岗定向招聘退
役军人，连续 5年组织关爱退役军人公益活动。公司现有
员工1447名，累计吸纳118名退役军人就业。

益海嘉里（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入选退役军人就业光荣榜

本报讯（崔腊梅 记者孙昊）2024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下，龙江县以科技示范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县、乡、村
三级科技示范园的建设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实现
了粮食“八连丰”。

科技助力，龙江县农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
身。智能无人驾驶机械、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等农业科技
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有效减
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24 年淘汰“老
旧小”落后农机装备 166台套，新购大型拖拉机、气力式和
指夹式高速精量播种机、北斗导航定位智能终端等先进农
机装备202台套，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效能，目前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99.1%。

科技应用，龙江县农业加快了栽培技术的良法推广应
用。采取分作物集成组装和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栽培技术模
式，在县、乡、村三级建设示范展示基地158处，推广应用玉
米、大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模式 107.3万亩，推广应用水稻
综合高产栽培技术模式 72 亩。龙江镇九里村村民胡湘军
采用大垄双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玉米亩产达
1800多斤，较往年增产300多斤。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龙江县在2024年的农业生产中，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高标准农田和科技示
范园区建设，扎实抓好稳粮扩豆、土地托管、大垄密植、水肥一
体化等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全县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达520万亩，总产量突破50亿斤。

龙江县
科技赋能粮食丰收

□尹航 本报记者 孙昊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着力
构建“1+2+4”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人才
体系，强化农文旅融合创新人才培养供
给共享，力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农文
旅多元产业融合发展。

智慧导航专班赋能
释放示范引领效能

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构建全区协同
联动的“一盘棋”工作格局。该区成立由
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工作专班，整合资源
优势，系统串联水师森林温泉度假区、衙
门村草莓基地、罗西亚大街等特色点位，
在打造全市近郊农文旅融合产业带上迈
出了坚实一步。实施“1+1”特派员制
度，遴选 36 名专业干部，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引入民福旅游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无偿投资，建成东省特别区第五中学
革命历史博物馆；为罗西亚大街历史文
化街区改造项目争取中央预算资金2亿
元；招引总投资1.4亿元的珑悦湾南湖水
岸公园项目和总投资 4.4 亿元的亿杰农
业万头和牛养殖项目，实现开工建设。

紧扣产才供需脉搏
构建多元孵化平台

聚焦优势资源项目，倾力搭建农文
旅人才孵化交流优质平台。该区与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合作，建成 3 个实训、示范基
地，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 17 次，
全方位提升人才专业素养。同时，组织
开展“在外人才家乡行”等活动，邀各界
人才参观特色村庄、产业基地与重点企
业，引导投身家乡产业建设。全区积极
构建人才“智汇”平台，精育由米由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
双双、烹小鲜商贸有限公司杨晓媛等 15名优秀人才，带动
资金投入100万元，吸引返乡就业高校毕业生70余人。

挖掘乡村特色资源
精铸农文旅示范村

用好乡村本土资源，依托人才之力助推农文旅产才融
合发展。该区积极打造水师森林温泉中医药健康旅游基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专业人才在温泉设立中医门诊，开展泥
热敷、督脉背灸、中药足浴等诊疗618次。他们与市文广局
合作推出多条特色游玩路线，将衙门村塑造为全市近郊旅
游首选地，并在头站村建设民宿，打造烽火驿站旅游项目。
为塑造采摘旅游示范村庄，该区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
模式，打造黎光采摘园，依托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挂牌成
立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培养林果种植户100余人次，
为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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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梁辰
记者孙昊）近日，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发布
2024 年 第 三 批 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包括甘南压
榨大豆油在内的我
省 21 个农产品被
纳入名录并获得全
国名优特新产品证
书。至此，齐齐哈
尔市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数量已达 4
个。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集中农业生产要素资源，合力推
进、持续增强鹤城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竞争力，
促进地域特色农产品发展。全市现已有讷河桔红心大白
菜、齐齐哈尔鲜食玉米、甘南粥米（大米）和甘南压榨大豆油
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甘南压榨大豆油。 本报记者 孙昊摄

名特优新农产品再添新军

牛肉在炭火盘上嗞嗞作响，
食客们大快朵颐，感受东北豪
情。来自北京的刘先生说：“这口
味太棒了！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没有什么比吃一顿齐齐哈尔烤肉
更来劲！”

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
多民族烤肉文化交融，造就了
齐齐哈尔独特的烤肉文化。如
今，无论是牛肉、羊肉、鱼虾，还
是青菜、地瓜，甚至是馒头、鸡
蛋、豆腐，齐齐哈尔人都能烤出
花样来。

近年来，该市充分发挥特色
烤肉优势，打造“味蕾游”旅游
消费新趋势，不断擦亮“国际烤
肉美食之都”的城市名片。目
前，全国齐齐哈尔烤肉门店已达
2 万余家，其中齐齐哈尔市域内
烤肉门店 10723 家，驰名中外的
鹤城已成为众多“吃货”的“网
红”打卡地。用“舌尖”带动“脚
尖”，在这寒冷的冬季，齐齐哈尔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
热爱美食的游客前来品尝烤肉、
赏冰玩雪。

烤肉盛宴 胃暖心暖人气旺

冰雪冰雪++烤肉烤肉
这个冬天我在这个冬天我在鹤城鹤城等你等你

连日来，随着一趟趟齐齐哈尔冬季冰雪
旅游“百日行动”旅游专列抵达鹤城，雪地观
鹤、养生温泉、高山滑雪、品尝烤肉……齐齐
哈尔市冬季旅游骤然升温。新推出的精品旅
游线路和特色文旅活动，让广大游客尽享鹤
城冬季美景，充分感受“冰雪+烤肉”的独特魅
力。

按照全省冬季旅游统一部署，齐齐哈尔
市于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2月28日举
办“‘冰雪+烤肉’这个冬天我在鹤城等你——
齐齐哈尔市冬季冰雪旅游百日行动”。“百日
行动”期间，以满足游客需求为出发点，推出

“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十大文旅提升行动”
“百项特色文旅活动”，让广大游客领略齐齐
哈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
尽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壮美自然风光，
畅享“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味蕾狂欢，体验

“亚洲最佳冰球城市”的速度激情。

□文/摄 刘浩然 何峰 本报记者 孙昊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看着皑皑白雪上姿态
优雅的丹顶鹤，品尝着免费的鲜
鱼汤、姜糖水，扎龙生态旅游区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

雪地观鹤，是扎龙景区的一
张名片，在全国众多冰雪旅游资
源里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入
冬以来，这里新建了特色冰雪长
廊、“寻鹤迹”迷宫、“鹤之舞”雪
堡等冬季打卡新地标。

除了扎龙景区，齐齐哈尔还
精心打造了 10 个各具特色的冰
雪旅游景点。明月岛的滑雪场，
是我省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滑
雪胜地；龙沙公园的北国冰雪欢
乐世界，建设八大板块约 60 个
冰雪游乐项目；鹤城欢乐世界将
举办齐齐哈尔冰雪彩灯游览会，
打造冰雪冰雕观赏区、冰雪娱乐
区和自贡大型彩灯游览区；龙沙
动植物园在天鹅湖湖面建设梦
幻雪乐岛，计划引进巴布亚企
鹅，增加冰雪旅游新亮点；水师
森林温泉度假区打造高空雪地
温泉、驯鹿拉雪橇、梦幻滑冰场
等项目；奥悦碾子山国际滑雪场
是国家 4S 级滑雪场，共有 7 条雪
道；梅里斯哈拉新村打造“冰道
雪村”项目，包含雪雕、雪滑梯、
雪屋等，并设计雪屋烧烤、雪屋
火锅等活动；罗西亚大街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省级旅游休
闲街区，两侧分布着 111 栋俄式
建筑，充满异域风情；锦鹤原生
态观光牧场是集种植、养殖、观
光、科普、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研学旅游区；龙江库勒湾持续
举办“库勒湾度假区冰雪嘉年
华”活动，让游客体验北方冰雪
的魅力。

超多景点
冰天雪地随心玩

今冬齐齐哈尔的冰雪活动各
具特色，精彩纷呈。

令人期待的冬捕节即将举
行，开网祭湖、采捕头鱼、年货大
街等丰富环节，让游客收获满满；
水师森林温泉度假区的俄罗斯跨
年晚会，歌舞演出、抽奖互动、美
食品鉴等活动，将进一步加强中
俄互动交流；富拉尔基区红岸滚
冰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抹黑节
等品牌冬季文旅活动，将让游客
大开眼界。此外，这里还有雪地
足球、雪地门球、雪地绘画、雪地
秧歌大赛等百余项大众冰雪活
动。

同时，该市结合非遗技艺为
游客打造爱不释手的冰雪旅游纪
念品。“鹤城有礼”展销联盟吸纳
了百鹤千祥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
司、琪鹤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嫩
江红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鹤
城本土优秀涉旅企业。目前“鹤
城有礼”市图书馆点位、创意设计
港点位、新华书店点位、水师森林
温泉度假区点位、龙沙动植物园
点位、扎龙景区点位、梅里斯哈拉
新村体验馆点位已正式营业，所
售商品涵盖旅游伴手礼、非遗作
品、口袋书等近百种文创产品，充
分展现了鹤城魅力。

丰富活动丰富活动 畅享冰雪风韵情畅享冰雪风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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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沙公园内的北国冰雪欢龙沙公园内的北国冰雪欢
乐世界如诗如画乐世界如诗如画。。

□岳佳璇 宋家兴
本报记者 孙昊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围
绕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
市，在人才培养锻炼使用和
服务保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有益的探索，充分调动年
轻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动青年成长与城市发
展相融互促、同向奔赴。

对待投身城市发展的青
年人才，该市始终厚爱有加，
不断完善与青年人才成长进
步有关的制度和培养载体，
实施青年人才成长“引擎工
程”，组建青年创新创业联盟
和青年创业学院，定期开展
青年干部论坛、青年人才训
练营等活动。以企业为主阵
地，推动企业、技工院校的专
家骨干与青年人才结成“师
徒对子”；开展特色“人教岗”
培养模式，协助技师、学院与
市重点产业开展合作……同
时，他们还组建青年理论宣
讲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
春社会实践等活动，实现理
想信念和综合素养“双提
升”。

齐齐哈尔市根据青年人
才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和岗
位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培
养计划，选派青年人才在改
革发展攻坚、重大项目建设
中历练成长，并实施“鹤城英
才支持计划”，遴选青年科技
人才（团队），给予资金支持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人才，既要用得好，更要
留得住。

如今，投身鹤城振兴发展的各类人才只要出
示“鹤城人才码”，就可立即享受“衣食住行娱教医
养”等多方面的优惠。2020 年，齐齐哈尔在全省
率先研发使用“鹤城人才码”，一年后，又成立了全
省首个人才服务战略联盟，联盟成员单位达到
490多家，涵盖房产、车企、文化旅游、法律服务等
多个领域，累计优惠超过410万元。

为了让人才无后顾之忧，该市在住房保障、
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市
建成各级人才公寓和青年驿站 2534 套，累计为
留在市内创业就业的青年人才提供住房公积金
贷款 3.89亿元；举办“人才服务月”“星空音乐节”
等系列活动，满足青年人才个性化消费、文娱和
社交需求。

一项项关怀举措，体现了齐齐哈尔市爱才的
温度和留才的力度。全方位搭台、全链条培养、全
周期服务，让一批批有梦想、有追求的青年人才，
爱上鹤城、留在鹤城、成就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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