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变发展方式 增进民生福祉

晚上 9 点半，黑龙江省巴彦县山后

乡靠林村村民柴树春才忙完回家，妻子

早已备好了四菜一汤。“去年收入不错，

把 土 地 托 管 给 合 作 社 ，赚 了 近 10 万 元

钱。”柴树春说。

咋个托管法？“每亩地一年交 350 元

托管费，从种到收合作社都负责。”柴树

春介绍，自家的 190 亩地，全都托管给了

合作社，“他们测土配方、航化作业，农机

马力翻了 10 多倍，产量肯定高啊！”

“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地经

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的全部或部

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

织。”巴彦县副县长谭丽颖介绍，收成归

农民所有，监管责任由政府承担，政府

与聘请的第三方机构，联合对托管组织

进 行 耕 种 、施 肥 、防 治 、收 获 的 全 程

监管。

那为啥柴树春还是干到了 9 点半？

“一天赚 400 块，还管饭！”原来，土地有

了“托管所”之后，柴树春还能就近去合

作社务工，二次增收。“去年一年，就有将

近 1000 户农民，带着农机具来合作社务

工，户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巴彦县农经

服务总站站长李秀民介绍。

据介绍，巴彦县去年已经有 52.18 万

亩土地得到了土地托管服务，实现粮食

增产 6261 万斤，农民增收 5635 万元。“今

年 土 地 托 管 面 积 预 计 达 到 60 万 亩 以

上。”李秀民说。

创新经营模式 实现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张艺开

走进黑龙江省桦川县集贤村，街道

干净整洁，两侧绿树成荫，砖瓦房宽敞明

亮。“可改革开放前村里六成以上的人口

患有地甲病。”桦川县集贤村党支书王喜

林介绍，村民身体健康受影响，村集体经

济薄弱、年年吃救济。

在 当 地 党 委 政 府 组 织 下 ，医 疗 队

伍来到集贤村，帮村民治病，帮村子改

水。“到 1984 年，病患治愈率达 92%，新

生 婴 儿 再 未 出 现 此 类 病 例 。”王 喜

林说。

挖掉了病根，集贤村又开始向穷根

宣战。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村办企业红

红火火。党的十八大以来，集贤村确定

了特色产业引领脱贫致富的新路。到

2020 年 ，全 村 51 户 贫 困 户 全 部 实 现 清

零，户均增收超过 3000 元。

与此同时，村党支部投资 12 万元建

成村史馆，组织村里孩子和高考学子参

观，激发村民树立自强意识。“现在，村里

1978 年后出生考上大学的学生超过 50
人，每年至少还有两三个适龄青年参军

入伍。”王喜林说。

2015 年以来，桦川县推进美丽乡村

建 设 ，投 资 320 万 元 ，为 全 村 铺 设 水 泥

大路、绿化道路、修建广场，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以前的土道变成了笔直平整

的水泥路，村里还建起了活动室，是共

产 党 让 咱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村 民 姜 长

中说。

建设美丽乡村 日子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郝迎灿

6 层楼高的发酵罐喷冒着蒸汽，黑

龙江肇东市星湖科技公司生物发酵园里

机声隆隆。这是 2019 年，在旧厂区的基

础上，该公司新投资 6.8 亿元建设的二期

项目。“原来要拉回广东加工的腺苷、肌

苷，现在实现了就地加工销售。”公司综

合管理部部长谢刚边走边说。

“2011 年，每年近千万元的成本优

势，让我们初识肇东；8 年后，营商环境

的改善，让我们决定做大做强。”谢刚介

绍，二期项目筹划阶段，黑龙江省“百大

项目”政府服务专班 7 次赴公司总部，专

程对接筹备事宜。扩大产能有物流压

力？配建物流产业园。电力需求存在缺

口？规划建设专属变电站……去年春

天，全市专门召开项目推进会，各部门针

对企业需求拉出清单，划分责任专人推

进。“首席服务员”上门指导代办，审批部

门现场办公、集中审核。“原本需要 7 天

的项目备案变成 1 天，曾经要花半年的

环评批复压缩至两个月。”肇东市工业信

息科技局局长刘闯介绍。

服务送上门，审批加速度，营商环境

的变化可知可感。《2020 年黑龙江省营

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对全省营商环境有明显变化和有变

化感知率达 96%，对营商环境满意度较

往年有明显提升。

改善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艺开

在黑龙江省密山市，提起铁

西自然保护区，无人不知；提起张

洪田，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从一

片寸草不生的荒山到绿意葱茏的省

级自然保护区，张洪田老人已经为这座

“绿色银行”奋斗了 40 年。

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林业部门把铁

西村附近 2 万亩两荒地划拨给张洪田当

时负责的村级企业。从此，张洪田开始

了 长 达 40 年 的 植 树 造 林 事 业 。 在 造 林

的 同 时 ，老 人 还 把 几 百 亩 耕 地“ 退 耕 还

湿”。如今的铁西自然保护区内，清澈的

塔头湖河潺潺流过，梅花鹿、金雕、丹顶

鹤都在这里安了家。

有人劝这位 76 岁的老人该歇歇了，

但老张认准的事情，谁都说不动。每年的

除夕，张洪田都选择和员工们在山里过

年，他们一起包饺子，同吃同住。一到森

林防火期，老人每天巡山，登上防火瞭望

塔，一待就是一整天……

2020 年末，张洪田做了一个决定，把

这片自己精心守护了 40 年的林子，无偿

地交给了当地政府。“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了。人活这一辈子，能留给子孙后代的东

西不多。这片绿色，就是我这辈子最宝贵

的财富。”

在黑龙江，还有无数像张洪田这样的

“造林人”。据介绍，40 年来，黑龙江省完

成义务植树 28 亿余株，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 47.3%。

持续造林植绿持续造林植绿 守护美好生态守护美好生态
本报记者 刘梦丹 张艺开

去年秋季学期一开学，家住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北春城的王紫涵小

朋友再也不担心上学迟到了。去年 9 月

15 日，她家小区门口的一条“断头路”文

景头道街正式全线通车了。“确实方便了

不少，孩子能多睡半个小时。我和她爸

爸的通勤时间也宽裕了不少。”王紫涵妈

妈笑着说。

改善出行难、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一

直 是 哈 尔 滨 市 民 急 难 愁 盼 的 民 生 焦

点 。 这 条 全 长 3.3 公 里 的 文 景 头 道 街 ，

虽 然 长 度 不 算 太 长 ，但 周 边 小 区 密 集 ，

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很大。“这路修通后，

与 城 市 二 环 主 干 道 形 成 了 有 效 的 交 通

联 系 ，很 大 程 度 上 缓 解 了 区 域 交 通 压

力 。”哈 尔 滨 市 住 建 局 文 景 头 道 街 现 场

总指挥李德民说。

近年来，哈尔滨市以治堵为重点，推

动道路拓宽改造，方便市民出行。去年，

东二环高架体系完善工程竣工通车，三

棵树跨线桥顺利投用。在东三环江北段

通车后，松花江南北岸又添一条交通要

道……

“去年，我们压减财政预算支出 14 亿

元，着力保障民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达到 39791 元和 19631 元。”哈尔

滨市市长孙喆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我们将重点抓好社会保障、生态

治理等 50 件民生实事，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集中人力物力 着力保障民生
本报记者 刘梦丹

沿着黑龙江省黑河市市郊东南方向

行驶几公里，就来到了红河谷汽车测试中

心有限公司的小乌斯力试车场。“每逢冰

雪季，各式型号的汽车在冰雪路面上驰

骋 ，远 远 望 去 ，仿 佛 在 上 演 一 场 拉 力 赛

呢！”公司技术总监邓勇军说。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为黑

河打开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扇窗。黑河地

处中俄边境，属高寒地带，全年结冰期

达 209 天 ，使 该 市 成 为 汽 车 企 业 寒 地

试 车 的 首 选 之 地 。“ 以 往 ，冷 是 挑

战。一到冬天，群众‘猫冬’、项目

停工。”黑河市副市长彭海涛说，

“现在反过来，冷是机遇。通过

积极发展寒地试车经济，从冷资源里挖

掘热产业。”

“来黑河两年，这里测试场有独立测

试小区、冰上环形跑道、冰面雪面冰上操

稳道等。路谱丰富、路况典型、设施齐全，

能满足不同条件下的试车需求。政府还

为试车企业开通绿色通道，精准提供服

务。”邓勇军说。

黑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如今，

黑河市已建有 8 家寒区试验企业、16 个试

验场地，24 家车企在黑河建立了自己的

专属试验基地。

每年冬季试车高峰期，黑河淡季变旺

季，“猫冬”变冬忙。

发展冰雪经济 提供精准服务
本报记者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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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双 鸭 山 市 友 谊 农

场丰收现场。

张 伟摄（人民视觉）

图②：大 庆 石 化 炼 油 结

构调整项目连续重整装置建

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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