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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王力华，身份证号
232303196910035825，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6
号 C 栋 3 单元 3 层 4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24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公司。
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费票据
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行房改
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
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李凤春，身份证号
230121196901243649，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3 单元 5 层 4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23.66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周丽华，身份证号
230104196403161927，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6 单元 6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1.51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曹艳华，身份证号
23010419650721144X，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3 单元 4 层 4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23.66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牛 晨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901201425，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6 单元 5 层 1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41.39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蒋书德，身份证号
230104197103111471，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A栋6单元8层2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36.4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公司。
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费票据
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行房改
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
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 人 董 睿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008091411，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6
号 C 栋 4 单元 7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28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胡琳红，身份证号
230104197602081422，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6 单元 2 层 4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24.66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范清莲，身份证号
230104195801071121，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0
号 C 栋 1 单元 6 层 1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55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郭春和，身份证号
230104196002161416，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4 单元 7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58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李金鹏，身份证号
230102199007204332，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0
号 C 栋 1 单元 3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1.11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刘亚芝，身份证号
232101196002083625，原承租道外区孝纯街 116
号 C 栋 4 单元 6 层 3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2.62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公 示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

的承租权公示如下：本人张国辉，身份证号
230104196702141432，原承租道外区南新街 109
号 A 栋 4 单元 4 层 2 号单位产住房，使用面积
30.50 平方米，产权单位为哈尔滨祥新物业有限
公司。本人现持有房屋租赁证、公证书、生活缴
费票据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单位产权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
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23室 电话∶88973312

今年预计4万余人次“乘专车”去插秧

插秧专列 年 190万人次“淘金”

随着农场播种机械化程度

越来越高，工作效率也越来越

高，插秧客们的收入大幅增加，

从一天七八十块钱到一天 400

元至 600 元，部分驾驶农机工

种日薪能达千元……插秧专列

为农民打开了一条“淘金路”。

时至今日，哈铁已连续开行插

秧专列 25 年，共有近 190 万人

次搭乘专列前往三江平原插秧

“淘金”，近年来更是吸引了不

少年轻人加入……

三江平原地区，水稻
种植面积大、品质优良，全
国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
自黑龙江。每年4月至6
月，从齐齐哈尔到抚远、绥
化到抚远，佳木斯到抚远，
哈尔滨到抚远四个方向的
普铁列车，都有大量插秧
客前往三江平原插秧。

谈起插秧专列的诞
生，离不开一个人——赵
业胜。今年 51岁的赵业
胜，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绥化车务
段绥化站客运值班主任，
也是 2000年首趟插秧专
列开行发起人之一，在绥
化站客运车间工作了 28
年，连续服务插秧专列25
年。

回想起以前，赵业胜
告诉记者：“务工人员都来

自沿线农村，那时，他们要
先从村里坐客车到绥化
站，再排长队买票，还没有
直达的火车，要换乘几次，
没到地里就快折腾散架子
了……”

刚参加工作的赵业
胜，看着每年夏天几万名
奔波的插秧客，心里着实
不是滋味，便和同事姜海
洋、张栋梁商量，向上级汇
报，提早申请加开绥化至
抚远等方向的插秧临时客
车。很快，在哈铁路部门
的支持下，2000年，哈铁开
行首趟为农民服务的临客
列车——插秧专列，由此，
插秧专列诞生。“每年看到
插秧专列为数万人次的农
民减少奔波之苦，我就很
有成就感。”赵业胜告诉记
者。

避免插秧客奔波插秧专列诞生

7日16时56分，载着
460名插秧客的K5161次
插秧专列从黑龙江省绥
化站驶出，开往三江平原
方向。据悉，这是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第25年开行的插秧专
列。

齐 齐 哈 尔 客 运 段
K5161次列车长陈勋，参与
了10年插秧专列的服务，
她告诉记者，十年前，他们
这趟插秧专列是老绿皮车，

“当时车内还是电扇，所有
车窗都要打开，乘车环境不
是很好，茶座下面，坐席下
面都是旅客。这十年来，经
过车体的更换，客流的改变
和设备设施的升级，现在环
境好了很多，旅客乘车条件
也很舒适了。”

穿着休闲牛仔服，戴
着耳环的郑春红和姐妹郑

春娟，轻松愉悦地候着
车。记者了解到，她们是
来自绥化市兴隆镇去三江
平原插秧的插秧客。谈起
这些年来的变化，郑春红
告诉记者，十多年前，她去
过三江栽稻子，每天大概
赚300块钱左右，机器也
没现在先进，最少需要半
个月甚至20多天。“以前
行李太多，人也多，上车都
费劲，过道上都是人。现
在方便多了，有座了，也不
那么挤了，人们条件好了，
就背个小包，带点吃的，行
李什么的可以到当地买。
工资照原先涨价了，我干
的工种600元一天。现在
这机器也比以前先进，听
说有的10天左右，大户就
能插完秧，正常的一周基
本都差不多了。”郑春红
说。

插秧专列舒适便捷堪比旅游专列

赵业胜说，这些年
最显著的是人的变化，

“当年出来打工的人穿
着旧衣服，背着编织
袋，昏黄的脸色，灰白
的头发，满脸皱纹透着
疲惫。现在很多插秧
客穿着牛仔服，戴着太
阳镜，有的女同志染了
头发，涂着指甲，踩着
高跟鞋，脸上也挂着笑
容。这是日子越来越
好了，坐上火车不出
省，开开心心就把钱赚
了。”

绥化车务段副段
牡丹江客运段佳大车
队列车长李宏东向记
者介绍：“过去老绿皮
车人很多，我们需要烧
水，很辛苦，插秧客背
着大编织袋，带着馒
头、咸菜。现在条件好
了，插秧客会带熟食、
啤酒了，年轻的夫妻拿
着拉杆箱，穿得也很时
尚，像是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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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铁路部门
了解到，2007年，哈铁
插秧专列发送旅客19
万人次，此后，随着农
业机械化率逐年提高，
现代化插秧机的迅速
普及，插秧专列客流逐
年递减。至 2018 年，
插秧专列发送客流降
至4.5万人次，2020年
客流4.8万人次，2023
年哈铁插秧专列运送
客流5万人次。

据介绍，今年绥
化、齐齐哈尔、佳木斯
和哈尔滨市周边预计
有 4万人次乘火车赴
三江平原插秧。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深度挖
掘运输潜力，及时优化
运输方案，在持续开好
插秧专列的基础上，陆
续增开宝清、五常、前
进镇等粮食产区方向
的旅客列车，根据客流
情况，采取“一日一图”
动态调整运力，通过增
开列车、加挂车厢、延
长专列开行时间等措
施，满足春耕生产人员
出行需求。时至今日，
哈铁已连续开行插秧
专列25年，共有近190
万人次搭乘专列前往
三江平原插秧。

每年都在服务插
秧客的赵业胜感叹，25
年来，车站、列车硬件

设施不断提升，软件服
务也更贴心，2000 年
时，列车上只是打快
板、唱唱歌。2015年，
绥化站进行站房扩建，
客容量提升 500 人；
2020 年，插秧专列首
次用上空调车体；近几
年，全面实施电子客
票，务工人员不用再来
车站买票，设专人举

“车厢号码牌”，排队由
绿色通道进站，有序上
车。近两年，为了提供
更好的服务，列车上举
办了列车招聘会，把用
工信息张贴在车上，务
工人员可自己联系；请
专业律师上车开办法
律课堂，普及劳动法；
邀请农技专家在车上
举办农业知识讲座，为
务工人员传授先进的
农业生产知识。

绥化车务段副段
长赵海龙也亲眼见证
了插秧专列25年的变
化：“2000 年，运力还
比较紧张，现在每到这
个季节，集团公司会根
据客流情况开行 2-3
对插秧临客，以满足旅
客的需求。从以前最
初的手工下乡售票，到
现在的 12306 网上卖
票，每一个变化都有着
时代的标签，也反映出
了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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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生活报记者 栾德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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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机械播种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插秧客打工化程度越来越高……插秧客打工2020天天 收入近收入近万元万元

插插秧专列 年见证龙江见证龙江““粮辰美景粮辰美景””
文/摄 生活报记者 栾德谦

从老绿皮车，肩扛大
丝袋子高过头顶，到空调
特快卧铺车，穿休闲装，像
游客一样带着整箱啤酒、
饮料、八宝粥……哈铁插
秧专列开行25年，无论软
硬件还是插秧客的出行方
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近年来，从请专家在
车上讲解农业种植技术，
到志愿者免费发放农业技
术手册、进行用工对接、送
票上门……25 年，四分之
一个世纪，一代人已从襁
褓走上工作岗位，变化的
是农业生产更加现代化，
农村劳动力更金贵，农民
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水平
越来越好……

7日下午，记者一行在绥化火车站
站前广场看到，这里有很多旅客在此候
车。上前采访后记者了解到，这些旅客
绝大部分是每年如约而至乘坐哈铁插秧
专列前往三江平原的插秧客。

一位穿着中式上衣、牛仔裤，头戴鸭
舌帽，拎着拉杆箱，戴着白色耳机听音乐
的候车女士，很像一位游客。但这位女
士王娣告诉记者，她也是坐插秧专列去
插秧的，她来自绥化市望奎海丰，今年
46岁，儿子跟插秧专列同龄，已经25岁
了，“孩子4岁以后我每年都去，有二十

来年了。坐这个插秧专列特别方便，我
的包大，如果拿不动，工作人员会帮我拿
上车。现在干活都是机械化，比以前轻
松不少，三江这些老板都挺好的，干个二
十来天，赚个几千块钱。我是涮插秧盘
的，一天能赚450元。”

王娣告诉记者，当插秧客20多年，
给她家的生活带来很大变化，“20来年
给我儿子赚了个娶媳妇的钱，也让我们
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冬天冷的时
候，也能往南走走，看看祖国大好河
山。”

干活都是机械化比以前轻松不少

赵业胜告诉记者，近年来，机械化插
秧率达96%，插秧客从站在水里弯着腰
插秧，逐渐转向“幕后”，主要负责补苗、
操作机械等工作，以往平均一公顷需要
5个人插秧作业，如今使用插秧机，30顷
地仅需10个人，收入也水涨船高，更多
年轻人选择来插秧。

生活报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
年，途经绥化的两趟插秧专列，历时约
50天，将开行百余趟。预计今年插秧客
人数达到4万多人，比去年5万人略少
一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插

秧客中，还有搭伴组成“插秧搭子”拼车，
甚至自行组成200人的车队自驾前往
的。此外，也有雇主找大客车来接插秧
客的情况。

人群中，记者看到五六个村民，将很
多鹅蛋放在铺满稻壳的桶里。“我们五六
个同村，是固定团队，每年都一起去插
秧。带几个家养的鹅蛋，送给雇主。”精
神矍铄、看起来像40多岁的崔先生告诉
记者：“我已经50多岁了，这个大姐是专
门给我们做饭的，我们年年都去同一个
雇主家干活，处得跟哥们儿一样。”

插秧客与雇主成“候鸟式合伙人”

在7日开通的K5161次插秧
专列车厢里记者看到，车厢并不
拥挤，一些插秧客还特意选择了
卧铺。坐在记者对面的插秧客老
杨，向对面中年男子建议：“咱们
几个补个卧铺票吧，能保存点体
力……”老杨告诉记者，对面男子
是本次插秧的雇主，他们一行四

五人跟雇主一同前往，老杨负责
开手扶插秧机，是插秧客中的高
收入工种，每天能赚1000元，“现
在机械化程度高，一个多礼拜就
差不多了。别看赚得多，每天凌
晨3点多天没亮就起来了，晚上
黑天回去，一天都在水田里操作
机械。”

开手扶插秧机日赚千元

8日，建三江农场承包200亩
地的农场雇主孙连江告诉记者，
20多年前，他家的水田主要靠人
工插秧，“那时候二三百亩地，得雇
一个长工、两个短工，再加上开插
秧机的、站插秧机的，挑苗的雇一
个就行。2000年，全人工插秧的
话得雇七到九个人，一天插个两晌
多地。那时人工便宜，计件一天一
百多元，手快能赚200多元。”

“2017年2018年，很多农场
陆续开始上大机械，那时候一块
地也得雇5个人。现在用的插秧
机跟那时候还不一样，效率比那
时候更高了，是大秧机。那时候
人工不算太高，每天400多元。”
孙连江告诉记者，2023年农场开
始隔田改造，将原有的小池子改

成15亩到30亩的大池子，大型机
械覆盖率越来越高，他家还提前
将水稻苗转移到了水田里，所以
今年只雇了两位插秧客，“一个开
插秧机，一个站插秧机往上上
苗。基本都是每天550元、600元
那样，前两年缺人时挑苗的还有
一天700元的。现在也不是都用
大插秧机，有的地块陷的，就得用
手扶插秧机，俗称水上漂，需要人
站在水里推，那种雇工就得1000
元一天。”

孙连江告诉记者，如今的机
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用飞机低
空漫撒子的，也有水田注水前旱
直播的，这俩效率差不多。旱直
播更省事，安全，不怕风，我家的
地因为在道边，所以只能插秧。”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
雇工少了人工费涨了

我省三江平原地区水稻种植
面积大、品质优良，每年春耕季节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水稻备
耕、插秧，“插秧客”打工20多天，
平均可收入近万元，已经成为当
地农民的主要收入。

赵业胜认识的不少插秧客因
此改变了生活状况。腰屯村村民
王春学，已经连续插秧25年，他
说：“近年来，插秧收入越来越高，
我最开始每天只有七八十元的收
入，现在每天能挣到三四百元。
家里不仅盖起大瓦房，还安装了
电话，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也一
应俱全。”王春学用多年的积蓄承
包了水田、鱼池，带着大伙过上好

日子。
绥化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

员杨大权告诉记者：“绥化市是劳
务输出大市，平均每年绥化到三
江插秧务工的农民就有 2万多
人，可实现劳务收入 2亿多元。
铁路部门提供精准服务，连续开
行25年插秧专列，对于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做出了重要
贡献。拿绥化市举例，近年来，绥
化市深入落实省里千万吨粮食增
产计划，大力发展四个农业，2023
年粮食产量237.04亿斤，当好国
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插秧客们见
证了黑龙江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
丰。”

见证粮食生产二十连丰

王娣王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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