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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园区“聚宝盆”

兴安区位于黑龙江鹤岗市西南部，距
市中心 16 公里，地处鹤岗、伊春、佳木斯
三市交接处，大小鹤立河横穿城区，鹤伊、
鹤大、哈萝公路纵贯其中。全区具有煤、
木材、水、土地等资源优势，旅游资源开发
潜力巨大。过去这里的区位、资源优势未
能转为经济优势，兴安区经济发展一直排
名趋后。

2011年，鹤岗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城
一带”发展战略，将兴安定位为工业区，建设
鹤南新型工业城。该城规划面积200平方
公里，将作为鹤岗市实施“南兴、北开、东治、
西拓、中升”城市发展“五大战略”中“南兴”
战略的重要载体，以拉动兴安区乃至全市经
济快速发展。

记者在鹤南新型工业城看到，各建设
施工单位正抢抓工期，利用上冻前施工时
间加紧施工。隆鑫洗煤厂主、副厂房已经
竣工，办公楼及其他附属物正在建设；中
铁石墨深加工项目 60 公顷征地已经结
束，高高耸立的项目规划图向人们描绘美
好愿景⋯⋯兴安区委副书记、区长佟杨介
绍说：“这些项目都是遵循‘集聚、集约、合

作’发展原则，按照‘核心区、拓展区、辐射
区’的结构层级，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石
墨深加工产业园、装备制造产业园、新型
建材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十大园
区。”

鹤岗市按照“开发一片、配套一片、建
成一片”的推进方式，加快园区建设。鹤
南新型工业城完成详控规划，对新城十大
产业园区布局进行了调整；完成部分道
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110 千伏安变电
所、沿小鹤立河段日供水 3 万吨供水管网
铺设工程；新城创业大厦及鹤南新型工业
城城标建设工程已经完成选址。

“鹤南新型工业城是个聚宝盆，外在
形状像聚宝盆；这里的产业项目集群式
的开工、建设，更是鹤岗经济的聚宝盆；
这里同样是人才的聚宝盆。”兴安区委书
记姜道林一语道尽鹤南新型工业城的优
势和特点。

非煤项目“新洼地”

走进东鹏钢构件厂，轰鸣的机器声
不绝于耳，生产车间里阵阵热浪扑面而
来。这是兴安区构筑项目“新洼地”的一
个缩影。

鹤岗作为资源型城市，非煤产业项目
建设是城区转型，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
全区上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同
时，把引进非煤产业项目作为工作重心，
坚持“做大总量”和“引进高新”并举。兴
安区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采取非煤产
业项目优先，严禁引进高能耗、低产出的
项目,对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核心
竞争力强的项目适当放宽准入条件，确保
从招商引资项目的源头把好入口关。兴
安区还在优化内外环境上下功夫，加大扶
持力度和优惠政策落实，加强政银企对
接，全力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如今非煤产业项目在兴安区集群式
落地生根，重点推进产业项目 14 个，其中
省重点推进项目 2 个，市重点推进项目 12
个，投资额 45.8 亿元，非煤产业项目占
75%。全区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9.55 亿
元，全年新开工项目 24 个，新建、续建项
目 31个，总量位居两县六区前茅。

硬环境兼“软实力”

在打造城区硬件环境建设上，兴安
区抓住全市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洁运动的
契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截至目

前 ，全 区 共 投 入 资 金 2094 万 元 、出 动
7600 车次、57000 人次参与活动，使城乡
面貌焕然一新。

全市启动迎宾大道景观带建设，兴安
区把绿化、美化、亮化和基础工程建设融
为一体。厂房“穿衣戴帽”，路面矸石铺道
⋯⋯各参与单位累计完成投资 1.66 亿元，
昔日被称龙须沟的小鹤立河，如今变成
12.2公里的亮丽景观带。

与此同时，兴安区积极投入到棚改
中。棚户区住宅开工建设 21.4 万平方米，
目前已竣工6万平方米，居民回迁入户890
户。今年重点推进水灾区、沉陷区、污染
区、清水河、阳光街、蓝天集团、兴东小区等
11个片区2826户居民动迁工作，目前已完
成1321户。

全区开展对涉企部门和窗口服务单
位的服务态度、质量、效率、纪律等评议
活动。今年，兴安区又将区委、区政府及
区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都列在评议
范围内。

如今，鹤南新型工业城内共有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 89 个，投资额达
310 亿元，可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利税
50亿元，安置就业 5160人。

一个工业特色鲜明、新兴产业聚集、
城区功能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鹤南新型
工业城正在快速崛起。

鹤岗是我国重要的煤化工基地，经过 60 多年的开发建
设，鹤岗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面
临着城市发展承载、空间受限等问题。

2011 年，按照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提出的“抓住新火
车站、棚户区改造的机遇，把鹤岗建成中等规模现代化城市”
的要求，鹤岗市委、市政府于 2011 年 6 月 3 日正式启动全市

“五大战略”中以“西拓”为目标的松鹤生态新区建设。
鹤岗西部依山傍水、生态优良，在这里辟建生态新区，拓

展城市发展空间，是为鹤岗谋划百年长远大计。
松鹤生态新区规划总面积 100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

积 25 平方公里。新区建设总体规划设计为“宜居、宜业、宜
游”的功能定位，确定“三年初见规模、五年基本建成、八年功
能完善”的总体构想。按照“中心起步、纵向推进、横向延展”
的规划格局，形成了“一街、二站、三核、四廊、五轴、六园、七
区”的空间布局结构。规划建设中的行政办公一条街上，有
20多家行政机关入驻新城，将在 2012年完成 9平方公里核心
区 50%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的高铁车站和中心客运站
将成为连接哈大高铁的区域枢纽。正在规划建设的道路可与
贯穿新城的鹤伊公路交织成四通八达的城中路网。建成后新
区将入住 15 万市民，预计到 2020 年，一座寄托百万市民希
望、承载城市发展梦想的现代滨水生态新区将崛起鹤岗西部。

东山区委、区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到建设美好新家
园的热潮中。区委书记陈立群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做勇于担当，
知责有为，攻坚克难的松鹤生态新区建设者。区长屈广臣提出
要将松鹤生态新区建设成为一流的宜居生态新区。

征地拆迁成了新区启动的破题之作。松鹤生态新区开发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东山区委常委、蔬园乡党委书记宋
传英不顾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走街入户做动迁工作，
曾被误解推搡出门，她几次当场犯心脏病，赶忙含几粒随身携
带的救心丸稳定病情，接着再耐心做说服工作。区长屈广臣
每天坚守在现场，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为了一户动迁，拆迁人
员天亮就进村入屯，登群众门，说群众话，用亲情感化群众，用
真心解开群众心中的疙瘩，最大限度做到拆倒一间房屋，温暖
一户人家，树立政府形象。

东山区制订了统一的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在执行时干部尽
量考虑群众切身利益。新生村动迁户扈老汉家十分贫困，扈老
汉一辈子种地，老伴儿还患有智障，儿子因没房也结不了婚。按
规定，扈老汉只能置换一套70平方米的楼房，可指挥部特事特
办，协调棚改办不但为扈老汉争取两套小户型共110平方米的
楼房，还为他补交3.4万元的入户差价，老人感动地说：“东山区
的干部真是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办实事啊！”

仅一个月，新区建设已征地 111.6 万平方米，近 500 户房
屋和 311栋大棚。

从去年 9 月末至今，在有效施工期仅 3 个月的时间里，新
区建设就完成投资 4 亿元，松鹤生态新区首批工程湖滨大道、
小鹤立河河道治理和棚户区改造 3 个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为
松鹤生态新区拓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破解资金不足难题，东山区起草了《松鹤生态新区关于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及房地产开发办法》，利用
土地置换方式引来了众多国内知名大型开发建设企业，保证了
新区建设快速推进。

近日，记者在松鹤生态新区湖滨大道施工现场看到，
近百名建筑工人在浇筑桥身盖板涵，多台挖沟机正隆隆作
响在湖滨大道二期现场路基挖方，几十台翻斗车穿梭于工
地间，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繁忙景象。

据松鹤生态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新区
将完成已开工的中央大街以南 7 条道路征地动迁及路基管网
工程建设，实施 22个建设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36亿元。

小鹤立河秋水清波。转型中的煤城
鹤岗兴建的鹤南新型工业城正引进、兴
建一个个非煤项目，为黑土地上的这片
绿水青山平添绚美秋色。

2011 年，鹤岗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三
批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兴安区把引进
非煤产业项目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的总抓手，全力落实推进。

为此，兴安区成立非煤重点项目建
设领导小组，实行一个项目一个领导
小组、一个项目一套工作班子，做到
月通报、季汇报 、 半 年 检 查 、 年 终 考

核，严格目标管理和检查督办。全区
干 部 振 奋 精 神 ， 日 夜 奋 战 在 生 产 一
线、项目一线，及时化解矛盾。兴安
区确定 14 个非煤重点建设项目，在强
力推进落地开工的同时，在新城基础
设施建设、土地整治、招商引资力度
上三管齐下，为项目落地生根创造优
良环境。

在兴安区，非煤产业项目集群式落
地生根。目前，鹤南新型工业城内共
有 投 资 500 万 元 以 上 的 工 业 项 目 89
个，投资额达 310 亿元，其中 75%都是

非煤产业项目，为鹤岗转型发展提供
了强力支撑。

兴安区坚持全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基
地，机械加工产业基地，粮食精深加工
基地，煤炭物流集散基地，接续替代产
业框架基本形成。

小鹤立河水由浊变清日夜流淌，倾
诉煤城的巨变。在河的两岸，煤炉、井
架正在被新式环保厂房取代；十里矿山
棚户区一排排安居楼房拔地而起，下岗
失业人员也纷纷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松鹤生态新区建设仅一年，新城轮廓已呈现。
——道路管网工程。松鹤生态新区已完成道路规划涉及

的房屋动迁、征地等工作。今年 5 月 6 日，松鹤生态新区新开
工建设的 7 条道路工程集中开工。目前，松鹤生态新区道路
已开工的路基全长 14600 延米，挖方已完成 14000 延米，已
开工桥梁共 7座。

——行政办公区。目前，行政办公区一期征地动迁工程
已完成。市工商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东山区人民法
院、东山区政府、电信公司等 8 家单位的规划设计方案已通
过。今年 7 月举行了行政办公区开工奠基仪式，东山区政府、
林业局、东山区人民法院、城管局等 5家单位率先开工建设。

——龙腾公园。龙腾公园是松鹤生态新区的标志性景
观。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3.2 公顷，预计投资 3200 万元。
目前，龙腾公园挡土墙工程和绿化工程全部完成，栽植了中云
杉、青白千、马莲、金山绣线菊、红叶李、金叶榆、水腊等苗木，
共计 40 余万株，土方回填 35000 立方米，道路砌石完成 4000
米，龙珠广场全部完工。

——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50 公
顷，总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 7618 套和 5 条
小区道路。目前，6 栋住宅楼已封顶，面积达 3 万平方米。
另有 19 栋楼开工面积达到 17 万平方米。此外，多条道路征
地动迁已毕。

——小鹤立河综合治理。目前，已完成景观护岸 4500
米，砌筑挡土墙块 16 万块，橡胶坝完成 2 座。该工程预计投
资 2866万元，总工程量为 23.77万立方米，新建堤防及防洪墙
总长度 6822 米，护岸总长度 6100 米，防洪标准为左岸 30 年
一遇洪水、右岸 20年一遇洪水。

——公职人员小区。该小区规划占地面积约 12.4 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8.5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1.1
万平方米，开发建设 16栋 11层小高层住宅楼，814套住房。

在指挥部的工作计划中，记者看到每一项工程都有具体
的分工细则：松鹤生态新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完成 11 条（段）
道路路基、桥涵及配套路网工程建设、400 万平方米连环湖景
观商贸带规划设计、推进行政办公区和公职人员小区建设；市
棚改办负责 25 栋、17 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用房的开发建设；
市林业局负责完成湖滨大道至小鹤立河护岸之间 3720 米长，
共 18.6万平方米的景观绿化工程⋯⋯

一座集生态园林、现代文明、边陲特色、民族风情、创业发
展于一体的生态滨水新区正在建设。

黑龙江省四大煤城之一的鹤岗

市，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

城市，以兴建东山区松鹤生态新区

和兴安区鹤南新型工业城为依托展

开两翼，促进鹤岗转型。

拓建东山区松鹤生态新区，谋

划新策图发展，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幸福家园。兴安区辟建鹤南

新型工业城，以煤化工、粮食精深

加工等“十大园区”为基地，以扶

持非煤产业为转型抓手，发展循环

经济、生态经济，优化替代产业结

构 ，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 东 山 和 兴 安

区，一个建生态新区提升城市承载

功能转型，一个辟产业园区发展非

煤 及 替 代 产 业 ， 推 动 产 业 业 态 转

型；一个立足百年发展大计，一个

着眼当前产业项目落地。可谓承前

启后，一张一弛，探索出一条资源

型城市转型科学发展之路。

煤城转型关键在于鹤岗干部树立

科学发展观，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

作方式务实创新。市委书记杜吉明每

天早晨 5 点钟，带领相关职能部门领

导干部晨检，现场办公督办布置任务

落实情况。两区都实行工程捆绑开

工，项目落地干部责任包干考核等

方法。

鹤岗转型经验值得借鉴，鹤岗

市广大干部抢抓机遇，勇于探索，

只争朝夕干事创业的创新精神更值

得提倡。

鹤 南 新 城 正 崛 起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探访生态新区

昔日寂静的乡村田园已变成

沸腾的鹤南新型工业城，仅两年时

光，黑龙江兴安区奇迹般改变了旧

模样。

按照黑龙江省提出的将鹤岗

建成黑龙江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

的总体要求，建设鹤南新型工业

城正是强健鹤岗工业的“心脏”的

远见卓识之举。

鹤鸣仙岗建家园
——鹤岗松鹤生态新区兴建纪实

本报记者 倪伟龄

为了黑土地上的一抺绿色
本报记者 倪伟龄

煤城转型

科学发展
倪伟龄

▲鹤南新型工业城共有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工

业项目 89 个，投资额达 310 亿元，为鹤岗转型发展提

供了强力支撑。图为鹤翔煤化工项目。

▶鹤岗市按照“开发一片、配套一片、建成一片”

的推进方式，加快园区建设。图为鹤岗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

建 设 宜 居 生 态 新 区

本版编辑 陈 艳

图为鹤岗市迎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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