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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进行大豆中耕除草作业（2022 年 6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陆文祥 摄）

黑龙江：在黑土地上奋力闯新路、开新局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深入龙江大地
考察调研、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龙江代表团
审议，强调“老工业基地要抢抓机遇、奋发有为”“闯出一
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黑龙江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
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衔接，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境，在黑土地上奋
力闯新路、开新局。

守牢“大粮仓”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

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黑龙江深耕农业，粮食产量从

2012 年的 1152 亿斤增加到 2021 年的

1573.5 亿斤，商品量和调出量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第一。

扩种大豆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的重要内容。在黑河市爱辉区西岗

子镇坤站村大豆高产创建示范区，采

用良种栽培的大豆长势喜人。黑龙

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庞海涛说，黑

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常年占全国 40％
以上，商品率达 80％以上。黑龙江

采取多种措施扩种大豆，年初制定扩

种 1000万亩的任务已超额完成。

端牢中国饭碗，万亩粮仓田畴

起。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大力推

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如今，黑龙江已

建设“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的高

标准农田 9141 万亩。“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截至 2021 年

底，黑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9％，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98％以上，比 2012 年高 6.33
个百分点。

守牢“大粮仓”，要保护好黑土

地。黑龙江现有耕地面积 2.579 亿

亩，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 1.56 亿

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的

56.1％，全省为保护黑土地采取秸秆

粉碎全量还田等一系列措施。

兴民富农，“大粮仓”还积极拓

展深加工产业。在位于绥化市青冈

县的京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一

粒粒金黄的玉米，经过发酵、提取、

精制等工艺，变为可应用于多个领域

的“L 乳酸”产品。截至 2021 年底，黑

龙江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750
家 ，主 要 农 产 品 加 工 转 化 率 达

63.5％。

围绕市场需求，黑龙江努力打

造各具优势特色的生产区带，在实现

质效同升的同时，也让当地农民尝到

了甜头。截至 2021 年，黑龙江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888元。

打好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6 月 15 日，中国一重龙申（齐齐

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制造的首套

风电叶片成功验收交付使用。这标

志着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形

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风场建

设、运维服务等领域的风电全产业链

体系。

从传统制造领域进军风电新能

源，是中国一重这家国内重型装备制

造业企业加快转型创新、竞逐“绿色

赛道”的例证。

2021 年，黑龙江规上工业产值

突破万亿元，是 2013 年以来最高水

平。这一成绩的取得，同一批大型国

企不懈改革创新密不可分。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黑龙江转方式

调结构任务艰巨，要着力优化产业结

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随着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

一批“老字号”企业加快向“新”而

行。过去 5 年，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科技投入达到 70 多亿元，多次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白鹤滩水电站

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

的水电工程之一。在这个项目中，我

们攻克了百万千瓦水电机组多项世

界性技术壁垒。”哈电集团电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贵说。

通过对“原字号”产业链补链、

延链、强链，黑龙江推动“原字号”持

续升级焕新。

在油城大庆，中国石油首个水

面光伏项目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

示范工程并网发电。大庆油田新能

源业务再次提速。在昔日“一煤独

大”的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等

煤城，“原字号”煤炭产业链不断延

伸，“新字号”非煤产业加快培育，多

业并举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在高质量处下篙，才能驶向新

经济的蓝海。当前，黑龙江大力扶持

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等新

兴 产 业 发 展 。 为 培 育 壮 大“ 新 字

号”，近年来，黑龙江给予企业更多

“真金白银”支持。 2012 年至今，黑

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由 554 家增

加到 2738 家。一批百亿级民营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脱颖而出。

一系列转方式调结构的组合拳，

为黑龙江推动工业振兴，实现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今年一季度，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近 9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增幅。

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工业基地振

兴发展的明确要求。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深圳（哈

尔滨）产业园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

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奉均衡说，为缩短企业从

签约入驻到投产的时间，当地政府为

园区企业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

务，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目前已有

华为鲲鹏、东软等 406 家企业在这里

注册。

省级权力事项由 2889 项压减至

千项以内，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各

地自设许可全部清零……黑龙江近

年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一项

项便民利企的措施显效。

投资能引进来，更要把企业留

得下、稳得住。近年来，黑龙江出台

《关于在全省百大项目建设现场考察

考核干部的意见》，激励干部务实作

为，为担当者担当、为尽责者负责；

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与纪

委监委、组织、司法等部门构建联动

工作机制，监督问效更有力；密集出

台《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办

事不求人”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300
多部法规、规章和优化营商环境综合

性政策文件，制度环境日益完善。

10年间，黑龙江市场主体由 2012
年不足百万户增至目前的 290 多万

户。今年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 12.1 万户，同比增长 26.4％；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3.2％，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居全国第 12
位，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5.9％。

从优化营商环境这一关键点切

入，一系列支持产业转型、释放市场

主体活力、吸引人才就业创业的政策

措施落地生根，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黑龙江的振兴发展新

路，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不断延伸。

（记者 刘伟 陈聪 强勇 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7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