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系列报道是2009年最受龙江人
民关注的报道之一。当年7月，哈尔滨
松花江公路大桥难以满足冰城人过江
交通的需要，堵车已成家常便饭。生活
报从《四方台大桥或可分流过松花江交
通》开始，累计刊发了40余篇报道，以
《助推哈尔滨跨江交通提速》为主题，独
家提出了“绕行四方台大桥”和“搭建过
江浮桥”两大建议，并形成了具有可操
作性的实施方案。两大建议均被哈尔
滨市政府在思考和决策突破过江交通
瓶颈时所吸纳：“绕行四方台大桥”的建
议在2009年11月5日变成了现实，江
南城区的哈平路、学府路、机场路和松
北区等区域的50多万市民直接受益；
过江浮桥在2009年11月15日建成通
车，并且，浮桥本身也成为了冰城的一
道旅游景观。从建言到建成历时近4
个月，这是哈尔滨乃至全国都不多见的
高速度、高效率。

此后，这一提议持续发酵，哈尔滨
市委市政府把过江交通问题作为政府
工作的重要内容，建成四方台大桥、松
浦大桥等永久性江桥，解决了哈尔滨市
民过江拥挤的难题。

生活报于 2019 年 8
月6日起刊发《市民反映
哈市木材东街排水难：
600米长路段20个马葫
芦都是“死芯”的》连续报
道。哈市木材东街多位
居民反映，每次降雨大时
该处积水严重。更为奇
怪的是，积水竟迟迟排不
走。

记者两次在降雨后
到现场了解情况，发现居
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为
了一探究竟，记者冒雨将
马葫芦盖挨个儿抠开，发
现马葫芦里都是残土、砖
头，根本不往排水干线里
排水，与干线不通，是“死
芯”的。该报道刊发后引
起极大反响，住建、排水、
城管等部门对马葫芦进
行了改造。

同时，这篇报道也引
起了哈尔滨市领导的关
注，哈市纪委监委立即启
动调查程序，派出工作组
进驻。经查，该条街长达
6年未建管交接。经哈市
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并报
哈尔滨市委批准，对涉事
部门全市通报批评，并对
5人进行撤职、降级等处
分。

生活报于2018年4月3日刊发
《哈市多位市民反映 凌晨3点去排
号 办健康证堪比春运》报道，当时
正值春季用工高峰期，哈市多个行
业在用工时提出了办理健康证的要
求。

“办个健康证太难了，我跑了四
趟终于办下来了。”“当时我就惊呆
了，那场面堪比春运，排个队比我春
节回家买火车票还难！”“体检完等
三天下证，下证时还要再来一趟取
证，前后跑四次，用了8天，我才拿
到证。”……哈市多位市民向记者反
映，单位要求办理健康证，但是因为
排队人多，免不了多去几次才能排
上号。

接到反映后，生活报记者实地
体验了办健康证的流程。记者在现
场看到，有几百人在排队。队前的
几名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凌晨三点
就赶到这里，四五点钟就开始排
队。十分钟后，记者看到办证队伍
几乎要排到几百米开外的中央大街
了，场面甚是壮观。

采访中，记者到哈尔滨市疾控
部门进行走访，反映了市民面临的
难题，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关
注，推动了办理流程的改革，哈市政
府召开会议，改革办理健康证流程，
将体检权力下放，市民可到各区指
定体检机构体检，办理健康证终于
不再难了。

2010年1月初始，全国气温猛
降。生活报的报料热线中，九成都
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供暖咨询，最多
时有近百个——供暖问题成了最
显现的民生问题。生活报于1月5
日刊发《持续低温下 供暖是最大民
生》，该报道推动了省人大重新制
定供暖退费条例，使黑龙江省退费
无法可依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此后，供暖成为生活报冬季民生报
道的重心所在。

2012年9月刊发《办个停热咋
就这么难！》报道，哈尔滨市民邱女
士向生活报记者反映，自己在办理
停热时被负责小区供热的热企拒
绝了，而她认为自家完全符合停热
规定。在接到邱女士的投诉后，记
者一路跟随，全程体验了邱女士办
理停热之难。该报道对停热政策
模糊性问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促使
供热部门出台新规。

连续多年开设访民问暖专栏，
畅通供热热线投诉渠道，提升我省
供热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征集有关
冷屋子的投诉，破解省内各市县居
民身边遇到的供热问题，同时转交
全省供热督办平台，快速解决冷屋
子问题，让居民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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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初，生活报记
者接到哈尔滨市多名车主反
映，他们在哈尔滨市淮南加油
站加油后，车辆均出现抖动、加
油无力等多种异常现象。此
后，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并
于4日起刊发系列报道。

面对车主的质疑，加油站
负责人称油品的来源是中石油
和中石化，认为车主是进行敲
诈。记者经过采访证实，中石
油和中石化并未向其提供油
品。哈尔滨市市场监督部门委
托相关部门两次化验，结论是

“油品符合标准”。然而，众车
主对此结论并不认同。

随着报道的不断深入，哈
尔滨市成立由公安和纪检等部
门组成的专案组，在本地部门
不给化验的情况下，质监人员
拿着样品，手机关机，在高度保
密的情况下，连夜赶往沈阳，经
中国石油产品检验中心对63个
品种进行检验，发现其中62个
品种不合格。

系列报道经过龙头新闻和
生活报的刊发，实现了报网融
合共同转播的效果，提升了报

道的关注度、影响力和引导
力。该篇报道引起了全国数百
家媒体的转载，尤其是加油站
负责人在公共场合推卸责任的
厥词引发公愤，阅读量超千万。

报道刊发后，在哈尔滨市
车主中引发强烈反响，同时持
续的监督报道也引起政府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经多方努力，
最终证实油品不合格。加油站
负责人裴某等7人因生产销售
伪劣汽柴油被刑拘，淮南加油
站被封，大多数受害车主的损
失也得到了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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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刊发《哈尔滨江北入城堵车排出几公里 公

路大桥临时双侧单向通行》报道，从此掀起了
关注过江交通报道的序幕。

7月21日
一版头题刊发《20年未大修 公路大桥不堪

重负》报道。
7月22日-23日
连续关注公路大桥交通问题，刊发《四方

台大桥或可分流过松花江交通》《过江交通今
年需求最旺》《四方台大桥有过多次分流“经
历”》多篇报道。

7月29日
抛出重磅报道《用浮桥缓解公路大桥过江

交通可行》《10座浮桥横跨三江》《浮桥初选两
条线路》。至此，新闻报道唤出“浮桥计划”。

7月30日
刊发《浮桥可分担公路大桥 1/3 车流》报

道，进一步论证搭建浮桥的必要性。
7月31日

《记者踏访齐齐哈尔市嫩江浮桥：安全运
行三年 每日通车千余辆》报道见报，记者从浮
桥的构成、感受等方面，为哈尔滨市民献计献
策。

8月3日
刊发了《船务公司解答浮桥建设运行六大

疑虑》报道，搭建了 10 座浮桥、有着 10 年运营
经验的龙桥船务公司对问题一一进行了解
答。

8月4日
刊发《哈市交通城管水务部门建言过江交

通——架浮桥缓解过江难完全可行》报道，三
大政府部门在生活报的报道促进下，拿出了论
证结果。

11月15日
浮桥终于建成，成为哈尔滨一景，开始了

它辅助承载松花江南北两岸交通 502 天的历
程。

1991年10月1日，女大学生孟丽君在早市买了1公斤猪
肉，当天下午一家十口人用买的肉做了好几道菜，除了其母
亲以外，其他人都吃了很多猪肉，还包括她5岁的侄女。第二
天，孟丽君的嫂子在肉里发现了一个高粱米粒大小的豆，后
经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确定，这块猪肉是豆猪肉，但猪肉上面
还印着蓝色的检疫章。

该报道在哈市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关于生猪屠宰和
检疫问题的系列大讨论。经过积极推动，哈市于当年11月成
立领导小组并分步骤解决群众“恐肉症”问题。1992年1月，
哈市正式出台“生猪屠宰检疫销售方案”。

是谁让我们节日吃了豆猪肉

新“杨三姐”告状

1988年8月20日清晨，哈市市民高玉华突然得知自
己的二弟被人打伤，生命危在旦夕，正在医院抢救。而更
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此后公安机关给出的结论竟然是摔
伤。为了给弟弟讨回公道，她上演了一出新“杨三姐”告
状。该报道于1993年1月2日刊发后，时任省长邵奇惠
批示：“人民让我们坐在这张‘官椅子’上，可不是让我们
饱食终日，当然更不是让我们利用权势去欺侮他们！”

“体验出租车拒载”系列报道

2001年1月，我省经历近十二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冬
天，哈市出租车挑活儿拒载，造成市民打车难。生活报记
者多日在哈市多个路段打车，曝光出租车拒载行为，并连
续刊发了《出租车，你牛什么？》《八问交通局长》等系列报
道，引发市民的广泛共鸣和赞誉。在次月的哈市政协相关
会议上，生活报连续
报道的出租车拒载
问题成为委员们关
心的热点问题，委员
们纷纷递交提案，探
讨解决办法，呼吁设
立相关法规，最终促
使出租车拒载问题
得以解决。

骨灰盒牵出殡葬暴利
有关部门停收9种费用

生活报于2004年1月6日刊发《最贵的1
万元 最便宜的850元 殡仪馆骨灰盒 暴利有多
大？》报道，记者对哈市两家殡仪馆出售的骨灰
盒价格进行了暗访。记者来到一家殡仪馆，在
陈列骨灰盒的房间里，一位正在为逝去的亲人
选购骨灰盒的男子看中了一款八千余元的骨灰
盒，陪同他的一位女士说：“这也卖得太贵了，快
赶上墓地的价格了。”记者看到，这里陈列的骨
灰盒最贵的1万元，最便宜的木质骨灰盒也要
850元。

销售骨灰盒有多大利润？记者拿着在一家
殡仪馆拍到的骨灰盒照片来到了一家销售相关
产品的商店内，一位经营者拿出几款骨灰盒，其
中一款要价230元的骨灰盒与殡仪馆卖价近
2000余元的几乎一模一样，而一款要价600元
的骨灰盒在殡仪馆则标价5000余元。另一家商
店的经营者见记者询问骨灰盒的价格，他说：“你
在这花200多元买的骨灰盒在殡仪馆最少也要
1000元至2000元，他们有不少货都是从我们这
儿定的。”

生活报连续报道的有关殡葬暴利的文章引
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4月15日，哈
市殡葬事务管理所向下属各殡仪馆（中心）下发
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停止收取停车、祭悼等9
种收费。

“沙断呼兰河”连续报道

耕地上是疮痍遍布的深坑，湿地中是绵延林立
的大小沙堆，滩涂上是嶙峋起伏的建筑垃圾，河道
上是横亘而起的拦河土坝……承载了千年女真文
明，又孕育了一代才女萧红的呼兰河，正在静静地
哭泣着，在它流血的躯体上蕴藏的生命和文化信
息，随着人为破坏越来越黯淡。2008年6月19日，
生活报记者一行对呼兰河松北区和呼兰区一段进
行了踏访，看到的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

生活报刊发的这篇新闻调查，以深入和极具
说服力的采访，暴露出呼兰河非法采沙严重的大
问题。生活报进行了四天的连续报道，第一天推
出报道后，连续两天以组合式版面的形式跟进。
报道刊发后，曝光了挖沙背后管理部门不作为和
黑恶势力的嚣张嘴脸，呼兰河滥采沙问题有了明
显改观。

呼啸着喷沙的采沙管不见了，水面上繁忙的
采沙船被抬到了岸上……记者 23日再访呼兰
河，流域内的采沙行为已经全面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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