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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黑龙江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
开。参会代表认真聆听，积极建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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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本报记者 韩东贤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坚持把农业科技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省人大代表慕
海军建议，要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的
科技成果优势，在县域转化落地，
用科技力量和数字技术赋能县域
经济发展。在品牌农业上助推龙
江大米品牌占据世界席位。

2024国际稻香米品牌大会暨

庆安大米品牌发展交流会在庆安
县成功举办。中国70多个品牌入
选国际稻米品牌百强榜，充分彰显
了中国的稻米在全球的绝对优
势。国际品牌科学院揭晓了世界
稻米产区三十强榜单，黑龙江省位
列第三。“中国大米十大公用区域
品牌”“中国十大好吃米饭”等称
号，让“庆安大米”闻名遐迩。龙江
大米的品牌价值在逐年提升，但是
这种品牌的价值优势还没有完全
转化为产品的价格优势，接下来应
在培育培强稻米龙头企业、提高品
牌认知度、占领高端客户群等方面
持久发力。

为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和
县域经济发展，应加强与大学大院
大所的合作，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的
优势赋能产业发展。结合当地的
产业优势，寻求合作的契合点，活
化合作方式，扩大与高校院所的合
作深度与广度。

慕海军代表

育强稻米龙头企业

□本报记者 唐海兵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特色
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就此，省人
大代表隋熙凤建议，将工业旅游与
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工业旅游新
业态，让工业旅游成为旅游业新的
经济增长点。

隋熙凤代表表示，我省工业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装备制造工
业、石油工业等享誉海内外，老工
业基地工业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价值和市场开发潜力。

隋熙凤代表建议，我省应加
快工业旅游资源整合与转型。

清理造册工业遗址、遗产名录，
并制定保护与修复方案。通过
对工业遗址进行保护性修缮和
改造，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和旅游观光功能的景点。鼓
励有条件的传统工厂企业向旅
游景区转型，开发参观通道、体
验车间等，让游客能够近距离了
解工业生产过程，感受龙江工业
文化魅力。

开 发 多 元 化 工 业 旅 游 产
品。除了传统的工厂参观和博
物馆展览，还应增加更多互动性
和体验性的旅游项目，丰富参观
体验项目。

加大品牌建设与市场开发力
度。塑造品牌形象，深入挖掘黑
龙江工业旅游的特色和优势，打
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工
业旅游品牌形象，如“黑龙江工业
文化之旅”“东北老工业基地探秘
之旅”等，并通过统一的品牌标
识、宣传口号等进行推广，提高品
牌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隋熙凤代表

多元化打造工业游新业态

□文/本报记者 丁燕
摄/本报记者 刘心杨

“按照目前的发展现状，我省
亟须构建一个人口结构优化型社
会环境，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生育
率、优化人口结构。”省政协委员张
翼飞建议，我省应优先完善生育支
持的社会经济配套政策，以激发生
育意愿、释放生育潜力、全面提升
人口质量。

张翼飞委员建议，通过加强适
龄婚育文化引导，将适龄婚育文化

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战略，强化舆论
引导，帮助青年形成健康、积极的婚
育认知，夯实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
基础。强化母婴健康支撑，全面提
升孕产妇及婴幼儿医疗服务体系，
助力人口优化发展。加快构建高质
量托育服务体系，将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列入全省人口发展战略；在哈
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等人口集中地
区设立托育服务示范区，探索全日
托、半日托、临时托育等多样化托育
模式，满足不同家庭的育儿需求。
健全育儿支持政策体系，将育儿支
持政策作为我省人口发展与社会稳
定的重要战略支撑，进一步提高育
儿补贴标准并延长发放周期，重点
向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倾斜，确保
惠及各类育儿家庭，全面提升生育
意愿。构建多孩家庭优居支持体
系，设立专门购房补贴机制，为二孩
和三孩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配套
推进育儿友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营造育儿友好的生活环境。

张翼飞委员

推动龙江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文/本报记者 丁燕
摄/本报记者 刘心杨

“近年来，冰雪文化品牌犹如
破冰而出的春潮，展现出蓬勃生
机。然而，其他文化品牌尚待进
一步挖掘与推广。”省政协委员路
原建议，步入新媒体、融媒体的新
纪元，应巧借新兴媒介的东风，赋
能龙江文化品牌建设。

路原委员建议，要深化文化
内涵挖掘。强化文化研究，提炼

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与故
事；创新内容创作，运用新媒体、
融媒体技术，以生动、形象、富有
创意的方式呈现文化内涵。要通
过培养新媒体、融媒体领域的专
业人才，实施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等措施，全方位构建全方位人才
培养与引进体系。要整合新媒
体、融媒体平台资源，构建统一、
高效的管理体系。要深入挖掘我
省的文化特色与独特魅力，结合
市场需求与受众偏好，对文化品
牌进行精准定位；制定系统营销
策略，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文化
节庆活动等，吸引公众关注与参
与。要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对目标受众进行深入剖析与
精准画像；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与
交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
收集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还
要加速数字化建设，保障数据安
全与隐私。

路原委员

用新媒体赋能龙江文化品牌建设

□本报记者 彭溢 孙铭阳 桑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加快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发
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成为今年全省两会
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
为企业定制技术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
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黑龙江拥有哈尔
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 78
所，创新底蕴深厚，高校创新成果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有三种形
式，分别为校企横向科研合作、专利的转
让和许可、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创办公司。”
省政协委员刘挺介绍，“哈工大 2023年与
黑龙江省企业合作的横向科研经费比
2022年提高了80%；2024年比2023年又提
高了 65%。对于龙江企业以科技创新提
升竞争力、推动产业创新发挥了重要作
用。”

刘挺委员建议，高校在科研业绩评价
中把校企科研合作作为重要评价指标，激
发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解决生产一线技
术难题的积极性，为本地企业提供“定制
化”的技术赋能，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助
力龙江打造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领军企业，壮大新质生产力创新主体，推
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振兴发展“最
大增量”。

因地制宜锻长板
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有
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航空航天产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新
质生产力产业之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是未来产业。”省政协委员张荣旺说，

“黑龙江特别是哈尔滨的航空产业基础扎
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有东轻、东安、哈飞
等一批数十年扎根航空产业研发与生产
的央企，这些企业均有着深厚的技术底
蕴，娴熟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管理队伍，还
有一批广联航空、安宇迪等机制灵活、反
应快速的民营企业，有一批知名高校，通
过企业与高校联动，形成产学研用为一体
的良好产业研发生产生态链，助推航空航
天产业做大做强。”

张荣旺委员建议，本着锻长板扬优势

的工作思路，应当加大对航空航天产业的
重视和投入，通过政府推动，政府搭台，企
业主导，企业落实，共同谋划发展，打造一
流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助推龙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应用绿色低碳技术
厚植新质生产力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我省积极加快先进绿色科技推广应用，以
绿色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快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石油分公司高质量实施绿色企业行动
计划，打造‘冰天雪地’中的绿色库站，
129 座加能站通过绿色企业验收。深化

‘光伏+’应用，累计打造‘碳中和’加能站
2 座，建设光伏发电站 31 座，促进新能源
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省政协
委员陈志清介绍，“我们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推动传统油气业务提质增效，在省内
布局了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智能加油机
器人，在 120 秒内全自动完成无人加油，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带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延
链强链。”

陈志清委员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以新质生产力为动力，主动对接龙江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需求，以‘综合能源+综合
服务+数字经济’为发展思路，在服务龙江
经济发展中争当央企能源转型的引领典
范。”

建设双万兆体系
5G+赋能千行万业

“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科
技创新只有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才能真
正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省人大
代表王传宝说，联通作为哈尔滨亚冬会官
方通信及云服务合作伙伴，以新质生产力
护航亚冬、以科技创新力点亮亚冬。在亚
冬会场馆和关键场景上建设了 5G-A 网
络，在万兆光网方面，大力推动400G核心
骨干网，建设了“一朵云、四张网”。这些
举措不仅为亚冬会的顺利举办提供了强
大的通信保障，也展示了科技创新在体育
赛事中的应用价值。

“正在建设的双万兆将科技赋能工作
进一步升级，在双万兆体系下，社会生产
环境、生产模式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而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加速形成新质
生产力，数字龙江建设也会取得全新成
效。”王传宝代表建议，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在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鼓励
企业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产业进行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竞争

力，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吸
引更多创新资源向新兴产业集聚。

深度培养应届毕业生
成为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人才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面
的作用愈发关键。”省人大代表赵金晓
说。为此，他建议，深度培养应届毕业生
成为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

赵金晓代表建议，本科及高职应届毕
业生提前一年进入企业开展深度培训，通
过深度参与研发、生产、实施、售后等环
节，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为
未来职场筑牢实践根基。政府应出台专
项政策补贴，鼓励科技型企业深度参与高
等院校教育。企业凭借前沿技术和实践
经验，参与实训标准制定与学生培养，提
供实习岗位与技术指导，让学生接触真实
场景与先进技术。相关企业依据自身业
务与发展规划，提出技能人才定制化需
求，与高校和实习培训机构深度对接，确
保高校和实训企业能培养出符合企业需
求的科技人才，并优先录用通过深度实训
和考核的学生。这既能激发创新活力、培
养创新主力军、助力企业构建人才梯队，
也能提升就业质量、缓解就业结构性矛
盾，推动可持续振兴发展。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两会看板

杨宏志代表建议：

我省是农机应用和农机装备制造业发展最早、基
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巨大的农机更新市场需求和地
缘优势。而在我省农机装备发展进程中，佳木斯市一
直在领跑。

我省应设立一个以“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等大
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为主”的新产品推广鉴
定检验中心，以填补我省东部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空
白，全面提升农机装备的鉴定检验能力，为佳木斯市
的农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检验服务。同时，
这也将极大地推动佳木斯市农机企业的研发更新速
度，助力高端智能农机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转
化落地。

希望我省能够支持佳木斯市与中国农机院开展深
度合作，共同成立高端智能农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搭
建起农机装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提升农机装备综
合生产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科技支撑
作用。 本报记者 李雪君整理

全力推动农机产业转型升级
刘静霞委员建议：

要加强中药材种植、养殖扶持力度，针对性地
对现有的道地中药材进行筛选，以用量、前景、特
色、产区等优势品种进行培育，加大对中药材种植
养殖的扶持力度，提供种植养殖补贴。鼓励加强濒
危物种的人工驯化繁育研究，助推我省中药材产业
创新发展，实现我省濒危药材生产提速，满足市场
药用需求。

要支持中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加大对中药科
研的投入，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共建研发
平台，开展中药新药研发、中药炮制工艺创新等方面
的研究，研发更多安全有效的中药新药。加强中药
产业园区建设，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

要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机构建设，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配备中医诊疗设备和专业
人才。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鼓励中医医院与养老机构合作，建立医养结合
模式。 本报记者 周姿杉整理

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提质增速
魏世锋委员建议：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但是，我省黑土地处于中低产水平的耕地
还有7800多万亩，可以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潜力还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要通过工程措施，还要通过
科技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不断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如果能够有效改良中低产田，并建设成高
标准农田，保守估算能够增加粮食产能150亿斤。要
依靠科技精准施策，把黑土地中的中低产耕地建设成
高标准农田，向中低产田要粮，大面积提高中低产田的
单产，是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夯实粮食安全“压
舱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要利用国家第三次土壤普查的科技成果，指导制
定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前期的
土壤耕地类型的调查评估，精准施策制定高标准农田
设计方案，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中低产田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付宇整理

精准施策建设高标准农田

日前，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最大尺寸冲击式水轮机转轮在哈电集团焊接制造成功。 图片由哈电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