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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大 |美 |边 |疆 |

|我 |们 |的 |新 |时 |代 |东北锚定高质量发展加快振兴
在新一轮振兴征程中，东北三省聚

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转方式调结构，
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更稳固，工业增
长日益提速，开放水平不断增强。

大粮仓让“中国饭碗”更稳

三江平原，一场透雨过后，一块块水
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生机勃勃。

占全国粮食产量逾五分之一的东北
三省，肩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其 中 ，2021 年 黑 龙 江 粮 食 总 产 量
1573.54亿斤，再创新高。

近年来，东北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争当现代
农业排头兵。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依托
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建成
多个“管理可量化、数据可利用、经验可
复制”智慧农场群，实现水旱田耕种管收
全程无人化作业，走在全国前列。

“以前种地可劲儿上化肥农药，地都板
结了。”黑龙江省肇源县头台镇仁和堡村党
支部书记石山清说，如今不上化肥，不打农
药，人工除虫。截至2021年底，黑龙江绿
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8800多万亩。

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约2.78亿
亩。东北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工程，开展“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多举措保护黑土地。

“出苗很齐，长势很好。”在吉林省公
主岭市朝阳坡镇东兴村，种粮大户李振
军喜上眉梢，他采取了秸秆翻压还田方
式保护黑土地。

2015年，公主岭成为东北最早实施
黑土地保护试点项目地区。多年来，通
过秸秆还田、米豆轮作、增施有机肥等举
措，实现保护性耕作上百万亩。

今年3月1日，《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
利用条例》实施，黑龙江为黑土地立法，
守好大粮仓“命脉”。

新老动能奏响工业“交响曲”

龙门吊车吊着巨型部件往来、五轴
数控机床发出切削金属的吱吱声……在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紧张忙
碌的生产车间热气腾腾。

“我们把技术创新作为头等大事，攻
克900多项科研攻关课题。”公司董事长
戴继双说。一季度，公司实现工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21.4%。

不止沈鼓集团。在东北，中国一重、
中国一汽、哈电集团等一批“大国重器”
企业，依托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

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民
族品牌红旗汽车销量4年增长60多倍。
新工厂里，一辆辆H9轿车经焊装、涂装、
总装等环节，打造得兼具现代操控和古
典美感，发往全国。

近年来，东北地区围绕工业强省战
略，持续做好“三篇大文章”，抓实“五头
五尾”，工业振兴计划成效渐显。

一季度，工业大省辽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1%。黑
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
增速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

“老字号”发新枝，“新字号”快发展。
东北大力推进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
旅游、新电商等产业发展，三省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逾10000户。这些技术密集
的经济实体，成为最直接的创新源泉。

东北三省均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2021年吉林创新型省份建设获批，是全
国第11个获批省份。全省生物医药、光
电子、卫星及应用等产业发展迅速。

今年5月，“吉林一号”卫星又一次升
空。如今，“吉林一号”星座在轨卫星已

达54颗，是我国目前最大商业遥感卫星
星座。

打造合作开放“新高地”

长春东北角，成立不到两年的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初具规模。示范
区党工委副书记李子臣说，示范区累计
投资逾百亿元，产业类投资占比86%。

中德园、中日园、中韩园……在东
北，国际合作的新载体接二连三，新成果
落地消息持续不断。

东北把扩大开放作为推动老工业基
地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主动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积极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中
心枢纽，一个向北开放的高地正在隆起。

一季度，黑龙江外贸进出口同比增
长29.5%，增速列全国第4位。辽宁出口
增长8.1%，汽车、集装箱、电工器材等出
口亮眼，分别增长43.4%、47.3%、26.7%。

自贸区先行先试，为振兴注入新动
力。

2019年黑龙江、广西和云南3个自贸
区获批，是我国首次在沿边地区设立自贸
区。迄今，黑龙江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已生成超过200项制度创新成果。

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开创中欧班列
“区港直通”管理模式，探索“税事通”一站式
咨询办税服务，成立自贸区法庭……今年前
4月，片区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130%。

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资本投下“信
任票”，宝马、奥迪、益海嘉里、雀巢等一
批外资企业在东北投资扩产。

2月11日，宝马集团与华晨中国对
外发布重磅消息，以现金方式交割总额
约279亿元股权，宝马在华晨宝马的股
权占比由50%提升至75%。

随着东北经济持续恢复性增长，老
工业基地正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

据新华社

“两室一厅共60平方米，每月房租
600元。大儿子在小区旁边的小学读书，
走路十分钟就到了，附近的中学即将完
工。小区还有幼儿园、图书室、养老中
心。住在这里，生活配套好、经济压力
小，很满意！”在重庆市渝北区空港佳园
公租房小区，居民郎莉边领着记者参观
她承租的房子边说。

郎莉今年32岁，是重庆市万州区龙
驹镇人，此前和丈夫在深圳务工，为了照
顾孩子，夫妻俩2018年返回重庆主城。

“我在家带孩子，丈夫在外跑运输，家里
并不宽裕。正为住在哪里发愁时，2019
年底空港佳园建成，我们申请到了这里
的公租房，解了燃眉之急。去年我的小
儿子出生了，以后上学也不用担心，我们
准备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走进空港佳园小区，环境整洁，篮球
场、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齐全，像郎
莉这样的住房困难群体约1.9万户、4.5万
人，在这里实现了“安居梦”。

渝北区公租房管理中心主任杨露介
绍，空港佳园位于重庆中心城区、交通便
利，共有约1.95万套公租房。“我们根据
居民需求，开设了‘佳园课堂’提供就业
创业培训，2021年举办6场大型招聘会，
有2000多位小区居民达成就业意向。”

城区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外来务工者有较大的住房保障需
求。为此，重庆市按照“均衡布局、交通
方便、配套完善、环境宜居”的思路建设
公租房小区，目前全市已建成公租房
58.3万套，其中中心城区公租房31.8万
套，已分配55.4万套，让中低收入群体约
140万人住有所居。

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陈西安说，
在扩大公租房供给的同时，近年来重庆市
着力在公租房小区构建党建引领的社区治
理体系，实施就业创业、养老服务、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重点人群扶助等4项民生保障
计划，确保公租房小区居民安居乐业。

随着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一些
新市民、新青年等群体对职住平衡、居住
品质有了新需求，常常面临“租房难、租
住偏、条件良莠不齐”等难题。重庆市自
去年以来，重点在交通轨道站点、商业
区、产业园区等区域，以盘活存量房源为
主、适量新建为辅，多措并举筹集、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

2013年大学毕业的芦钢是山西人，
去年1月到重庆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

“刚来的时候，找了很久才租到一间合租
房，不但不方便，价格也贵。今年1月，我
得知‘辰寓康美青年公寓’开业，离公司
近、装修好，价格还低于市场均价，马上
就签了租赁合同。”

辰寓康美青年公寓地处城市核心地
段，共有49套单身公寓，每套月租金
1400-1800元，公区有书吧、沙发、健身
设施等，房间内装修雅致，并有专业的物
业管理人员。

重庆市渝地辰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是这家公寓的运营方。公司负责人说，
通过盘活国有闲置商业用房、租赁民房
等，公司共储备房源近1万套，经改造已
推出6个地段好、小户型、精装修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1200多间。“保障
性租赁住房深受青年群体欢迎，我们项
目整体出租率达97%，有的项目开业仅1
个多月就实现满租。今年底，我们的房
源将增加到5000间。”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房
保障处处长王晓明介绍，经调研分析，“十
四五”期间重庆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
量约40万套，重庆市出台了金融、土地、
税费优惠、产业联盟等配套扶持政策，目
前全市已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10.5万套。

重庆充分、精准供给差异化的保障
性住房产品，有力解决了不同群体的住
房困难问题。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正将保障性
住房建设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及棚户
区改造有机结合，进一步提供多元化的
租赁住房，努力实现“住有所居”迈向

“住有宜居”。 据新华社

“90后”返乡创业青年：

一根网线
连接小城和世界

清晨的阳光穿透云层，洒
向祁连山脚。正值销售旺季，
陈俊璋起了个大早，策划销售
方案、对接项目、安排发货……
他忙得不可开交，却也乐此不
疲。

32岁的陈俊璋家住祁连山
下的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
治县。从小生活在这里，他渴
望走出大山，于是上大学时选
择了滨海城市大连。大学期
间，他首次“触网”，尝试在电商
平台销售甘肃中药材。

电商销售不仅为陈俊璋赚
来人生“第一桶金”，更让他意
识到“一根网线+特色产品”的
商业潜力。“家乡有不少品质优
良的土特产，却被‘困’在深山
里走不出去。”大学毕业后，陈
俊璋决定返乡创业：“用互联网
让家乡产品的‘酒香’飘出‘深
巷’！”

2014年，回到家乡的陈俊
璋创立了甘肃金农商电子商务
科技有限公司，吸引了设计、运
营、策划、销售等专业的本地人
才，组建起一支电商团队。团
队挖掘本地农产品特点，精心
策划、传播推广，借助电商平
台，让大山里的特色农货走向
大江南北。

天祝白牦牛肉、民勤蜜瓜、
陇南土蜂蜜、天水苹果……不
出几年，陈俊璋的电商产品几
乎囊括了甘肃的名优特产。

“爱折腾”的陈俊璋并不满
足于简单销售，他将精力主要
放在创新挖掘新产品上。

2017年，天祝开始引种藜
麦，如今已成规模。在陈俊璋
眼里，这种原产自南美洲的“舶
来品”，不仅仅是富含高蛋白的
健康食品，更有摇曳的藜麦
花。成熟后的藜麦花田像调色
板，黄色、青色、红色，籽粒饱
满，极具观赏价值。在与云南
一家花卉企业达成合作后，陈
俊璋引进永生花技术。2021
年，金农商公司打造的藜麦永
生花在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上惊艳亮相，荣获多个奖项。

藜麦干花制成的挂饰、胸
花、伴手礼等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花卉市场销售火爆。截至目
前，藜麦永生花已为公司带来
近700万元的销售额，产品更
是走出国门，出口到韩国、荷
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在陈俊璋的带动和影响
下，越来越多懂技术、善经营的
返乡青年站上了乡村振兴的

“C位”。在天祝县商务局副局
长张志强看来，“新农人”和“电
商达人”的回流，不仅有助于优
化县乡产业结构，更能激活当
地的发展潜力。

一根网线，一头牵着家乡，
一头通往世界。从事电商行业
近10年，陈俊璋说，自己最大
的心愿，就是让家乡的产品走
出大山、走向世界。

据新华社

托起群众“安居梦”：
重庆发展保障性住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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