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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提振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吴

浩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大

装备制造基地、能源及原材料基地，承担着维护

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北振兴，两次前

往黑龙江考察，亲自谋划、亲自推动新时代东北

振兴，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

黑龙江扎实做好“三篇大文章”，推动老工

业基地转型发展；谋划“四大经济”，培育振兴

发展新引擎，实现“换道超车”。黑龙江省委书

记许勤表示，黑龙江要加快发展、赶超发展、

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新局面。

当好粮食安全压舱石

7 月份的黑龙江大地，庄稼长势喜人。

作为祖国的“大粮仓”，2021 年黑龙江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达 2.18 亿亩，粮食总产量达 1573.5 亿

斤，比 2012 年增加 253.8 亿斤，连续 12 年位居全国

第一位。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水

稻种植更有“科技范”。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七星农场，强调“农业要振兴，就要插

上科技的翅膀”。

如今，七星农场田间地头布设着大量气象监

测站、土壤墒情仪、高清摄像头等设备，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从育种、施肥到

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全环节，智能育种、轨道农

业、无人插秧、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成为真正的

“技术活”。

“我们的目的是让广大种植户不但要挑上农

业这个‘金扁担’，还要挑好‘金扁担’，加快实现

农业现代化。”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北大

荒农业股份七星分公司总经理黎东光说。

一场农业现代化变革正在黑土地上展开。

今年 4 月份，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北大荒建三江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黑龙江佳木斯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佳木斯作为黑龙江产

粮大市，将率先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服务

样板区、水稻产业科技创新引领区、寒地黑土农

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集

聚区。

近年来，黑龙江坚持科技强农、科技兴农。

2021 年，黑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9%，主

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8%，分别

比 2016 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和 2.1 个百分点。今

年，黑龙江正加快建设 10 个数字农业示范县和

4 个数字乡村试点。

“黑龙江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现代农业基础夯得更实。”黑龙江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庞海涛告诉记者，未来 5 年，黑龙江将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1 亿亩以上，全省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将达到 1600 亿斤以上，保持全国第一位，

坚决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加快老工业基地转型

黑龙江工业基础雄厚，中国一重、哈电集团、

东轻公司等“大国重器”在黑土地上书写着光辉

的工业篇章。2016 年 5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黑龙江时提出，黑龙江要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转型蕴藏在变革图强中，老央企、老国企依

靠改革活力倍增。龙煤集团曾是黑龙江脱困攻

坚的重点企业。受煤炭市场下行、历史负担重等

综合因素影响，从 2012 年开始，这家企业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解决深层次矛盾，龙煤集

团大刀阔斧改革，实施“五年三步走”，确立了煤

与非煤“一体两翼”发展战略。2016 年 11 月份，龙

煤集团开始扭亏为盈，发展成为东北煤炭行业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集团。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滨河大道上，一座蓝色建

筑分外抢眼，这是 2020 年平房区投资 4.3 亿元建

设的哈尔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将成为东北

地区第一大规模算力中心。从 2010 年“中国云

谷”起步，平房区深耕数字产业 12 年，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9.2%，建成万兆光纤

环网，数字经济企业门类覆盖率达 81.3%。良好

的云资源、数据中心资源，引来三大电信运营商

和华为、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纷纷落户。

2021 年，哈尔滨市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哈尔滨新区作为试验

区的重要承载区域，将建设 100P 算力的昇腾 AI

计算中心。“到 2023 年，哈尔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将达到 100 亿元，带动人

工智能相关产业突破 600 亿元，聚集企业超 2000

家。”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宋博岩说。

黑龙江正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培

育壮大“新字号”。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和创新

人才扎根黑土地，企业创新潮流涌动。截至 2021

年底，黑龙江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738 家，比 2012

年增加 2184 家，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4044 家，产业基础向高级化、现代化转变。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亚中告诉记者，

黑龙江加快推进“百千亿级”园区培育行动计划，

不断优化园区功能，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腾笼换

鸟”转型升级。目前，全省“百千亿级”园区

21 家，其中百亿元级园区 19 家、千亿元级园

区 2 家。力争到 2025 年，黑龙江规上战略性

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15%以上。

换道超车振兴发展

7 月初，数百位知名企业家齐聚

哈尔滨，参加 2022 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

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共组

织 签 约 项 目 124 个 ，总 投 资 1538.02

亿元。

企业家们为何看好黑龙江？今年 4 月

份，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了黑龙江

未来 5 年的发展蓝图：着力建设“六个龙江”，

大力推进“八个振兴”，力争到 2026 年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迈上 2 万亿元新台阶。

为 加 快 产 业

振兴步伐，黑龙江

抢 抓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机遇，敢于无中生有、有中生新，加快推动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四大产业发

展，实现换道超车。出台《黑龙江省产业振兴行

动 计 划（2022—2026 年）》，提 出 高 质 量 构 建

“4567”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重点产业集群；发布

《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吸引人才到龙江

干事创业⋯⋯这些政策含金量十足，吸引了企业

家的投资目光。

“龙江是创业兴业的热土，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这些年，龙江各级党委

政府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升

级，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舞台越来越广

阔。”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说。

今年 5 月份，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

批，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从

2019 年开始，黑龙江围绕“百千万”工程，实施省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 75 个。“古龙页岩油气勘探”等两

批 5 个“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榜单，吸引省内外

32 个团队揭榜。2021 年，黑龙江科技成果招商签

约项目达 174 个，签约额达 812 亿元。全省技术合

同成交额达 352.9亿元，比 2012年增长 252.4亿元。

深哈产业园作为黑龙江招商引资的“一面旗

帜”，吸引了一批高精尖企业入驻，创新势能加速

积聚。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 419 家，深哈产业

园科创总部项目签约入驻率达 77.63%。华为“一

总部双中心”、东软、惠达科技、国家工业互联网

中心等 38 家企业正式落户园区，初步形成了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

生态。

“我们将努力把深哈产业园建设成营商环境

优良、新兴产业集聚、服务体系完善、配套设施齐

全、运营管理高效的科技生态园区，助推黑龙江

振兴发展。”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玉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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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冰雪经济新标杆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室内冰场人头攒动，太阳岛四季冰雪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虽然进入炎炎夏日，但北国

冰城哈尔滨开展冰雪运动、发展冰雪经济、建设

冰雪产业的热情不减。

“打造冰雪经济新标杆”，是黑龙江省提出

的新发展目标。哈尔滨作为“冰雪之冠上的明

珠”，冰雪文化底蕴深厚，运动设施完备，产业基

础扎实，人才高端多元，群众参与性强。立足自

身冰雪经济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冰雪文化之

都”是哈尔滨当下努力的目标。哈尔滨提出，到

2030 年，哈尔滨市冰雪产业将结构更优化，综合

实力更强，引领带动作用更大，冰雪经济效益凸

显，冰雪产业总产值突破 1500 亿元，占黑龙江全

省三分之一以上。

“冰雪旅游哪里好，首选还是太阳岛”。作

为黑龙江乃至全国冰雪旅游最具品牌效应的地

区之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冰

灯艺术游园会三大冰雪文化旅游产品在黑龙江

家喻户晓。为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品牌实现转

型升级，让冰雪旅游从一季变为四季，该集团正

加快建设四季冰雪项目。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郭宏伟表示，四季冰雪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接待游客 400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6 亿

元，将带动 1000 人就业。“四季冰雪项目将成为

弘扬冰雪文化的新载体，塑造哈尔滨‘冰城’形

象的新名片。”郭宏伟说。

北京冬奥会期间，来自哈尔滨的运动员任

子威、张雨婷、隋文静、韩聪共夺得 3 枚金牌，中

国奥委会授予哈尔滨市“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

杯荣誉。哈尔滨市体育局副局长童申玉表示，

这份荣誉是哈尔滨体育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哈

尔滨人多年来参与冰雪运动的结果。哈尔滨将

加快建设冰雪体育基础设施，普及群众冰雪体

育运动，培育扶持企业承办体育赛事，启动冰雪

后备人才培养战略，让冰雪经济更繁荣。

位于哈尔滨松北区哈尔滨大剧院南侧的沿

江公益冰场，占地面积达 80 万平方米。作为亚

洲最大的室外公益冰场，这里每到冬季都热闹

非凡。近两年，哈尔滨完成八区体育中心改造，

建设 10 个气膜冰上运动中心，升级改造市冰球

馆，新建市冰上运动健身中心，每年浇建公益冰

场 85 块，为市民冬季健身和体育比赛提供更加

丰富健全的场地设施。

哈尔滨的鸿基索道、光大冰场、乾卯雪龙体

育等一批冰雪装备企业在国内已有一定知名

度。如何将冰雪装备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哈

尔滨提出要发挥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优势和结

构特色，培育打造具有冰城特色的冰雪装备产

业集群。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韦红

军说，目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建设。

“待园区建成后，以入园龙头企业为引领，鼓励

和引导企业跨区、跨行业交流，提高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支持

企业开展配套交流合作，打造冰雪装

备成套产品，加强抱团发展，提升

产品市场竞争力。”韦红军说。

图①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的工程师在测

试自主研发的机械臂。

本报记者 吴 浩摄

图②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图③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五大连

池农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大豆中耕

除草作业。 陆文祥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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