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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吉 林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珲 春 市 农 民 进 行 收 割

作 业 。 许先行摄

图②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场面。

邵国良摄

图③ 内 蒙 古 兴 安 盟 突 泉 县 老 头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植 被

茂盛。 （兴安盟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 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成

为辽宁“新字号”企业的领军者。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十四五”开局之年，几场春雪丝毫没有

阻碍黑龙江重点项目开复工的进程。3月中

旬以来，黑龙江各地陆续举行重点项目集中

开复工仪式，打破了“黑龙江项目只能在4月

下旬土地解冻后才能施工”的传统节奏。

在哈尔滨新区，“深哈速度”令人刮目相

看。2019 年 5 月，深圳与哈尔滨两市合作共

建深圳（哈尔滨）产业园。之后，“深哈速度”

多次上演：1天实现公司注册成立，11天土石

方工程动工，36 天取得施工许可证，63 天科

创总部综合展览馆封顶，25.5万平方米科创

总部大体量工程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封顶。

“深哈产业园是哈尔滨新区的一面旗

帜。复制深圳经验向全市、全省推广，是深

哈产业园的功能之一。目前，深哈产业园已

吸引 153家企业注册，企业将于今年 10月正

式入驻。”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玉刚说。

深哈产业园为黑龙江加快振兴发展推开

了一扇窗、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这扇窗，可以

对标深圳模式、深圳标准、深圳质量，进一步解

放思想、开阔视野。通过这扇门，“带土移植”

深圳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探索

深圳审批事项在园区直接落地，让投资者到了

哈尔滨新区就如同到了深圳经济特区。

目前，深圳华为鲲鹏生态创新中心、正威

新一代材料技术产业园、宝能国际经贸科技

城等一批项目在哈尔滨新区落地投资。截至

2020年底，深哈对口合作项目总计120个，总

投资约 2039 亿元，已完成投资约 320 亿元。

深哈产业园是黑龙江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

黑龙江作为祖国的“米粮仓”、老工业基

地、“北大门”，承担着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五

大安全”重任。同时，黑龙江也面临人口减

少、人才外流、产业发展慢等现实问题。在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等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新时代的黑龙江

儿女攒着一股劲，要让黑龙江再振兴。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粮

食生产“十七连丰”。2020 年，黑龙江抗疫

情、抗台风、保生产，粮食总产量跃上1500亿

斤的新台阶，总产量和商品量稳居全国第

一。2021年，黑龙江将新建高标准农田 1010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将达 2.169亿亩，正在打

造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和绿色发展先行区。

作为老工业基地，黑龙江全力推进工业

强省建设。两年来，黑龙江省百大项目累计

完 成 投 资 3927.1 亿 元 ，拉 动 就 业 101.6 万

人。“油头化尾”形成完整产业链，炼油能力

突破2500万吨，大庆石化炼油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等重大项目竣工投产。新和成、伊品、

鸿展等一批“粮头食尾”“农头工尾”项目建

成投产。神华国能宝清电厂等“煤头电尾”

“煤头化尾”项目建成运营。黑龙江正加快

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

深化国企改革，黑龙江“老字号”国企焕

发新活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组建龙

江森工集团、伊春森工集团、大兴安岭林业

集团和北大荒农垦集团，结束了森工、农垦

政企合一体制，激活了企业发展活力。组建

农投、旅投、交投、建投、产投、森工、金控7个

省级产业投资集团，涉及资产 4000 多亿元，

放大了国企投融资平台作用。

作为祖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

对外开放深入推进。2019年8月，中国（黑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这是我国最北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获国家批准，黑河、绥芬河获批全国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哈尔滨新区更是

中国唯一的以对俄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黑龙江对外开放全面开启新篇章。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黑龙江发展旅游产

业的最大优势，大森林、大湖泊、大草原、大

界江、大湿地、大冰雪等旅游资源丰富。“北

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叫响全国，

生态资源优势正在加快向经济发展优势

转换。

在全国第四产量大县吉林

省四平市梨树县，种粮大户张

文镝去年承包了 420 垧耕地，

每垧地产出 12000 公斤玉米，

净盈利 320 万元。吉林省不断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提高粮食

生产力，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用好养好黑土地，夯实粮食

安全基础。2020 年，吉林省粮

食总产量达到760.6亿斤，连续

8年保持在 700亿斤以上，稳居

全国第五位，粮食调出量居全

国前三位，为国家端稳口粮“金

饭碗”。

保量是根本。吉林省粮食

播种面积达到 8523 万亩，其中

玉米 6430.86万亩、水稻 1255.71

万亩、大豆 481.69 万亩。通过

实施河湖连通工程扩大农田灌

溉面积 55万亩，支撑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150 万亩，年增产粮

食5亿斤以上。

保质是高端。依托世界水

稻黄金带的自然优势，从 2013

年起，吉林省开展吉林大米品

牌建设工程，组建吉林大米产

业联盟，69 家企业自有基地面

积达 300 万亩，中高端大米产

销量稳定在20亿斤以上。

技术是手段。集成推广

先 进 实 用 技 术 ，藏 粮 于 技 。

2016 年以来，累计优选主导品

种 415 个 。 2020 年 新 审 定 主

要粮食作物品种 255 个，“十三

五”期间累计审定 712 个，比

“十二五”时期增长 90%。主

要 农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达 到

100%，自主创新良种市场占有

率 60%以上。2020 年主推技

术 155 项，实施生物防治、航化作业等绿色防控和统防统

治技术 1 亿亩次以上，测土配方施肥实现主要农作物全

覆盖。

防灾是保障。重点围绕干旱、洪涝、病虫害、台风等自

然灾害监测预警。抗旱播种能力达到 2500万亩，累计实施

抗旱播种 1.02亿亩次。全面加强病虫害防控能力建设，专

业化统防统治日作业能力达到450万亩。

土地是基础。吉林省将保护性耕作确定为黑土地保

护首推重大技术，与中科院、中国农大等院校合作，在梨

树县建立研发试验基地，制定全国首个“保护性耕作技术

规范”，率先在全国推广保护性耕作，推动研发全国第一

台牵引式重型免耕播种机。2020 年，安排补贴资金 7.2

亿元，实施保护性耕作 1852 万亩，比 2015 年增长 3.1

倍。今年已落实补贴资金 11.2 亿元，实施面积扩大到

2800 万亩，比上年再增加约 1000 万亩。制定黑土地保

护技术规范，示范推广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秸

秆深翻还田、盐碱地治理、水肥一体化技术等 10 大黑

土地保护模式，构建起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

肥、西部改良培肥的保护路径。

农机是利器。吉林省仅 2020 年就落实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 22.5 亿元，补贴农机具 11.3 万台（套），

使农机总动力达到 3900 万千瓦，比 2015 年增长

23.6%；拖拉机保有量 125.5 万台，比 2015 年增长

2.4 倍，2020 年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91%。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

力推动东北振兴战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了解到，2020年内蒙古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600亿

元，占全区比重32.4%。产业转型升级迈出重要步伐，三次

产业结构调整为22.6∶31∶46.4。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作用凸

显，粮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肉类产量实现“十六连稳”。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开放合作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的突破，民生保障能力持续加强改善。

4月 8日一大早，“哞哞哞……”的牛叫声便打破了通

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成峰牲畜交易市场的宁

静。“近年来，当地的牛产业发展迅猛，我们市场面积

从 3 万多平方米增加到约 16万平方米，每年平均交易数

量能达到 50 万头。”通辽市成峰牲畜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部经理商静说。

从成峰牲畜交易市场驱车100多公里，来到通辽市科

尔沁左翼后旗努古斯台镇努古斯台嘎查，整洁有序的白音

淖尔黄牛养殖小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努古斯台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敖特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集标准化母牛舍、

犊牛舍、饲草料库等于一体的养殖场，通过推行人畜分离、

舍饲养殖以及规范化管理，降低了养殖成本，提高了繁殖

成活率和黄牛品质，农牧民的收入也随之提升。“目前入驻

小区养殖户18户，养殖黄牛1000多头。各家腾出来的庭

院种鸡心果树、梨树等经济类树种，‘树进院、绿满园’。下

一阶段我们要将这种发展模式向全镇推广。”敖特根说。

作为通辽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肉牛产业在政策

带动和市场拉动下，产业品质持续提升，已经形成全链

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态势。截

至“十三五”末，通辽市牧业年度牛存栏约 295万头，牛肉

产量保持在20万吨左右，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42%。

在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和胜村，记者遇到了刚从管

护区巡查回来的生态护林员庞金龙。“这段时间是春季防

火的关键期，现在我们每天巡查管护的时间不低于 6 小

时，除了防火，还要防虫、禁牧等。”刚被评为全国“最美生

态护林员”的庞金龙说。

和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志坤告诉记者，过

去山上没有几棵树，每次刮风，沙土满天飞，严重影响当

地人的生产生活。“这些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人工林的面积一天天扩大，同时生态护林工作扎实有效，

这才种活了树，留住了绿。”

近年来，兴安盟扎实开展国土绿化，厚植绿色发展优

势，2019年启动实施了大兴安岭南麓百万亩人工林绿色

长廊建设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9.9亿元、完成建设任务

84.2 万亩。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盟森林覆被率较

“十三五”初提升 1.31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

在60%以上。

内蒙古东部的其他盟市也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实施

东北振兴战略，亮点频出，成效显著。

赤峰市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点予以推进。围绕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

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赤峰市

重磅推出数十条硬措施，集中攻克突出问题，全市营商环

境持续向好。

呼伦贝尔市深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呼伦

贝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建设，累计开行中欧班列9000多列。满洲里综合保税区封

关运营。额布都格口岸、阿日哈沙特口岸实现常年开放。

锡林郭勒盟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

展，两条特高压通道建成运行，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45%。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项

目开工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势。

作为新中国工业摇篮，辽宁工业门类齐全、规模可

观。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积极扶持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成为辽宁落实好东北振兴任务的重要抓

手。辽宁提出，要引育壮大数字经济、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端服务业等“新字号”。

放眼今天的辽宁，各地聚焦做好东北振兴培育壮大

“新字号”这篇大文章，正以动能之“新”提经济之“质”，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眼下，在沈阳市铁西区，远大布克哈德氢能及往复压

缩机、三一重装灯塔工厂、云鼎大数据、汉科半导体材料

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沈阳市铁西区围绕培育壮大“新字号”，不断壮大高

端装备、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规

模。坚持从大局出发、从细节抓起，全力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抢抓

“两新一重”建设机遇，发挥国家级开发区和离岸创新中

心开放桥头堡作用，力争年内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220

个、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260个。

在鞍山，由鞍钢信息产业公司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专网+智慧炼钢”在鞍钢股份炼钢总厂实现工

业化应用，为鞍钢集团转型升级插上数字化翅膀。

鞍钢集团“5G工业专网+智慧炼钢”投入

运行后，原来人工录入数据的时代宣告结束，

氧枪、副枪、投料操作实现了自动化，云端大

脑已经可以与具有多年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相

媲美。

鞍钢信息产业公司技术专家翟宝鹏介绍：

“在鞍钢集团，传统的炼钢 1.0版本需要机旁操作、

单机 PLC 控制和人工决策的基础过程自动化；炼

钢 2.0版本实现了‘5G 工业专网+智慧炼钢’，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打破国外垄断；炼钢 3.0版本的目标

是实现数据驱动生产、柔性制造和生产资源最优配

置。在不久的将来，鞍钢集团将大步向炼钢 3.0 版

本迈进。”

辽宁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辽宁省将

加快构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不断

壮大现代航空航天、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

交通等产业。大力招引数字经济、智慧城

市等项目，集聚壮大电子元器件及模组、

智能装备及机器人等特色产业，培育

布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网络安全

等前沿新兴产业，为企业数字化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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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迈大步
本报记者 余 健

辽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培育壮大“新字号”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孙潜彤

黑龙江推进工业强省建设

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吴 浩

②②①①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