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地震局
——让防震减灾科普在龙江大地扎根

生活报讯（通
讯员 周琳 实习生
杨宁英 单博 任颢
霜 记者 吕晓艳 ）
为提升龙江社会公
众防震减灾意识和
能力，近年来，黑龙
江省地震局联合省
科协编制全省“十
四五”首个科普规
划，编制印发省级
标准《中小学防震
减灾示范校创建指
南》，建成了全省第
一家防震减灾科普
馆……为扎实推
动龙江防震减灾
科普从小到大、由
弱到强，黑龙江省
地震局将努力为
防震减灾科普提
供龙江智慧。

省地震局努力联动社会力量，厚植龙江防震减
灾科普土壤，广泛传播科学知识。突出重点，组织
录制地震安全课在全省4700余所中小学校播出；
深入党校、教师发展学院、特殊教育学校、留守儿童
学校等地开展“千场讲座”“防震减灾 助力扶贫”等
主题活动600余场。强化联动，凝聚党校、教育、广
电、应急、科协等部门力量，共同编印科普手册、举
办图片展、开展线上访谈，其中联合消防、气象、教
育、应急等多部门合力打造“问安龙江科普云课堂”

“融媒体综合减灾直播节目”吸引460万人在线观
看，让防震减灾科普更加深入人心。

省地震局努力为防震减灾科普
提供龙江智慧。顶层设计，联合省科
协编制全省“十四五”首个科普规划，
编制印发省级标准《中小学防震减灾
示范校创建指南》。示范引领，建成
防震减灾科普馆，开展科普讲解近
1600余场，吸引580余万人线上线
下参观学习，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全省科普示范基地、省直机关党
建活动基地等，用龙江防震减灾科普
智慧援助西藏日喀则市建成了防震
减灾科普展厅。

减轻地震灾害风险，面向低幼儿童，原创
手绘《地震应急小问答》；面向小学生出版立
体书《画说地震》；面向大中学生编排地震科
普舞台剧《彩虹当空》；面向盲聋哑特殊教育
群体创作手语和盲文科普作品；面向文化旅
游需求，设计印制全省首枚防震减灾明信片
和科普印章，让龙江科普传播更远；面向公共
场所创作推广视频《地震来了怎么办》，2023
年在哈尔滨地铁播出覆盖1.98亿人次。5年
来省地震局原创各类科普作品 200 余部
（个），点击量超过10万+作品23部，被人民
网、学习强国等媒体广泛发布，先后在省部级
评选中获奖14项。专兼结合，建设全省首支
由各行业近300人组成的防震减灾科学传播
师队伍，广泛发挥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
活动1000余场。择优选建9大类、600余件
作品，建成科普产品库为全省基层单位和科
普人员提供支撑。

黑龙江省火山监测与防震减灾宣传教育中
心副主任仇尚媛表示，未来，龙江防震减灾科普
将推动科普工作的转型升级，创作更多高质量
科普作品回应社会公众需求，为减轻地震灾害
风险作出更大的贡献。

向下扎根，拓宽龙江防震减灾科普覆盖

向上生长
贡献龙江防震减灾科普智慧

向远而行
彰显龙江防震减灾科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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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融鑫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告信息广告信息

我 公 司 成 立 于
2017年10月27日，资
质等级为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市政公用
工 程 施 工 总 承 包 二
级。主要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建筑劳务分包；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公
路管理与养护。一般
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我公司从事
市政工程多年，承揽给
水管网、排水管网、供
热管网、雨水管网、通
讯电力管网、施工工艺
均采用水平定向转非
开挖工艺，承揽给水
厂、污水厂建设，大中
型污水雨水提升泵站
施工。

一、聚焦“一产重塑”，抓实农
业生产，打造农业发展硬根基

推动土地托管提供社会化服务，充
分发挥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科学化
农业生产优势，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示
范合作社带头，建立政府引导、村集体
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模式，推进
土地集约化、连片化经营，实现农业变
产业、农民变股民、个体变集体的转
变。今年以来，粮食种植面积18.17万
亩，全程托管面积4.14万亩，比例达到

22.7%。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实施高标准农田2万亩，新建灌溉、排
水等涵管、闸网，修缮田间道路，配套农
田输配电等基础设施，全力推进农业生
产现代化，为粮食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二、聚焦“产业提质”，做优融
合发展，推动集体经济快增长

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龙头带
动、科技支撑原则，构建“支部+基地+
致富带头人+队伍”运营模式，重点打造
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带，统筹整合项目资
金，建成豆制品加工、肉牛养殖、酱菜加
工、鸵鸟养殖、酒坊、山药煎饼厂、食品

加工厂、特色榛子种植等一批运行稳定
的乡村产业。今年以来，玉米精粉加
工、鸵鸟产品加工糯米粉加工等项目相
继建设，实现与原有产业融合，持续带
动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为乡村
产业发展赋能。

三、聚焦“经济转型”，拓展招
商引资，释放经济发展新活力

聚焦资源优势，结合产业布局和发
展方向，以招商引资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活力。完善外出乡贤人才数据库，搭
建乡贤沟通交流平台，开展“乡贤+招商
引资”模式，依托乡贤联系广泛、资源丰

富优势，为家乡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牵
线搭桥，引导在外乡贤返乡投资建设，
促进“以乡招商”“以情招商”。始终把
客商作为重要的“桥梁纽带”，做活做细
间接招引工作，组织安家落户的客商联
系其他客商实地观摩、座谈、联谊，使客
商先“热身”后投资，发挥现有企业优
势，实现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以项目招
商。今年以来，先后到福建泉州、北京
等地招商考察，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佳
木斯市桦川县苏家店镇将继续发展乡
村产业，让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真正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走好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推动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佳木斯市桦川县苏家店镇紧紧围绕农业
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着力培育多元化产业，推动发展
要素聚集，加快建设产业强镇，全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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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阿城区

践行黑土保护践行黑土保护，，共筑绿色未来共筑绿色未来
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黑土地以其

肥沃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被誉为“耕
地中的大熊猫”。然而，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黑土
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守
护这片珍贵的黑土地，阿城区自2022年
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开展黑土
保护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黑土保护，行动在当下

自2022年至今，阿城区房屋征收服
务中心以黑土层存储场作为黑土保护
的重要阵地，始终坚守在保护黑土资源
的第一线。三年间，这里共接收并存储
了来自19个项目的土壤，累计土方量高
达201121立方米。这些土壤，原本可

能因建设、采矿等活动而流失或破坏，
但在阿城区黑土层存储场的精心保护
下，得以保留下来，为未来的生态修复
和农业生产储备了宝贵的资源。

二、循环利用，让黑土重焕生机

黑土保护不仅在于存储，更在于合
理的再利用。阿城区黑土层存储场在
做好土壤存储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土
壤循环利用的新模式。截至目前，已有
17342立方米的剥离土壤被成功用于各
类生态修复和农业生产项目中。这些
土壤在经过科学处理后，重新回到了大
地母亲的怀抱，为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力量。

三、剩余土方，未来可期

目前，阿城区黑土层存储场仍存储
着剩余的183779立方米土方量。这些
土壤不仅是阿城区黑土保护成果的见
证，更是未来生态修复和农业生产的宝

贵财富。阿城区将继续加大黑土保护
力度，优化土壤存储和再利用机制，确
保每一方黑土都能得到最有效的保护
和利用。

四、携手并进，共筑绿色未来

黑土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阿城区将
继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与其他地
区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黑土保护的新
思路、新方法。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
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黑土保
护行动，共同守护这片珍贵的黑土地，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丽、富饶的
家园。

在未来的日子里，阿城区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
风，持续推进黑土保护工作，为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愿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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