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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县三级开复工重点项目超1万个，省级重
点项目比去年翻一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同比
增长62%……黑龙江各地围绕区位优势打造特色产
业、全力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紧跟需求为企业服
务，一个个“大项目”建设火热，为黑土地装上振兴

“新引擎”。

“大项目”建设势头强劲

　　如何在夏天“邂逅”冰雪？建设中的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将给出一个答案。近日记者走
进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冰雪场馆已初具规模，场馆
内焊花闪烁，工人正紧张施工。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
雪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年内梦幻冰雪馆游乐
馆、梦幻冰雪馆餐饮馆、冰雪秀场投入运营，迎接国
内外游客。
　　从“冰城”哈尔滨到“煤城”鹤岗，从“油城”大庆
到“林都”伊春，加快推动“大项目”建设，为黑土地振
兴发展赋能。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天有为汽车仪表研发基地二
期项目建设现场，建设区域内塔吊林立，各项施工正
火热进行。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源于龙
江、植根绥化的创新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
汽车液晶组合仪表及汽车智能座舱产品。公司副总
经理张智介绍，企业二期项目计划于今年8月投产，
投产后年可生产汽车智能组合仪表1000万台（套），
新增产值15亿元，新增出口额10亿元，新增就业500
人以上。
　　为加快项目建设，黑龙江各地“开春即开工”。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黑龙江
省采取信息平台抓调度、卫星图片抓监测、土地供应
抓进展等措施，加速建设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今年可开复工省级重点项目
1000个，年度计划投资3104亿元。

高质量成项目建设“关键词”

　　“在多年以前，选择建设项目，还有‘捡到篮子里
就是菜’的想法，现在我们瞄准高质量发展要求，坚
决不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而是立足于发展实际、区
位优势来选择。”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刘兆祥说。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较多，“一煤独大”曾是“煤
城”转型的困扰。如今，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这些
城市引入新材料、新能源等项目，正掌握更多转型

“抓手”。
　　在鹤岗，当地引进中国五矿集团等企业，推动石
墨产业成为仅次于涉煤产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双鸭
山市绿色食品及新材料产业园区内，总投资10.5亿
元的风帆储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加紧施工。项目负
责人介绍，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预计达15亿元，
黑龙江省东部将实现从风机制造到风机发电全产业
链零的突破。
　　加大自主创新，“大项目”正带动老工业基地实
现产业升级。“我们坚信企业最大的优势是研发优
势，在国内外设立了4个研发中心，每年研发投入占
经营收入的7%左右，拥有了130多项专利技术。”张
智说。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等“新引擎”项目，将有力推动黑龙

江省经济“新引擎”加快培育，而航空航天、新材料、
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可推动黑龙江相
关产业集聚发展。

紧跟需求为企业服务

　　在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园区
内，投资4亿元的龙王大豆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已
接近尾声，正进行设备测试等工作。
　　“建设中最深的感受就是政府部门对企业支持
力度很大，从报建、审批到建设，都有专人对接跑
手续，办得很快，建设也比较顺利。”黑龙江省农垦
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浩博指着厂
房说。
　　“现在为企业服务，必须紧跟企业的需求。”绥化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闫磊说，“包括‘首席服
务员’‘驻企秘书’等做法，以前还能拿出来说说，现
在都不算是新鲜事了，而是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常
规做法。”
　　闫磊介绍，为实现“开春即开工”，绥化市运用容
缺审批、承诺制审批等举措，采用“一事一议”“特事
特办”等方式，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深入企业
开展了审批手续集中会办。
　　为进一步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黑龙江省强化各
级领导包联企业工作机制，推进“万名干部进万企”
行动，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
　　“政府给我们开辟绿色通道，有专人对接解决我
们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还为我们提供5栋标准化厂
房，通过以租代购的形式使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坚定
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张智说。
          （新华社哈尔滨5月18日电）

“大项目”为黑土地装上“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 管建涛 杨喆 强勇

　　新华社南昌5月18日电 （记者 周密 崔璐）晚上8点，景
德镇御窑博物馆内还有不少参观者。在“御窑天下·青花秘境”特
展区，两个年轻女孩被正在播放的动画吸引，驻足在显示屏前许
久。这个动画只有青花瓷中的蓝白两色，动画中有的人挑着窑柴
步履匆匆，有的人不紧不慢悠闲逛街，中间有制瓷的作坊在从事
炼泥、拉坯、吹釉、画瓷等工序，周边散布的窑场烟囱里冒着浓烟。
　　“这是‘动画版’的青花御窑厂图瓷板，我们采用数字技术让
以景德镇御窑厂为中心的历史画卷‘活’了起来，吸引人们感受文
物的魅力。”讲解员鲁玲指向一旁陈列的青花御窑厂图瓷板说，此
瓷板展现了清代晚期御窑厂和陶阳十三里的活动场景，宛如一幅
景德镇版的“清明上河图”，是研究中国陶瓷史、清代御窑厂、景德
镇历史风俗的宝贵资料。
　　近年来，博物馆里的数字化场景越来越多。走进景德镇陶瓷
工业遗产博物馆，一面巨大的电子照片墙令人惊叹不已。照片墙
由一张张黑白单人照构成，他们是景德镇陶瓷工人，照片来自他
们的电子档案。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用电子档案的方式，
制成“陶工谱”，将10万名景德镇陶瓷工人的历史“装”进博物馆。
　　“数字技术能够增强展览的便捷性、趣味性、互动性。”景德镇
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彭国红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通过数字
博物馆、云直播、云展览等拉近与参观者的距离，去年线上游客访
问量达6000余万人次。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他们精心筹划了两场
直播活动，让陶瓷爱好者足不出户云游博物馆。
　　“想不想获得你专属的缠枝花图案呢？”在“御窑天下·青花秘
境”特展区欣赏完各式缠枝花卉纹饰后，面对这个颇具吸引力的
问题，参观者纷纷拿起手机扫描展板上的二维码，进入云端“青花
秘境”。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参观者可在“青花秘境”中选择自己
的发型、眼睛、肤色等，并在督陶官、御窑厂小吏、景德镇窑工等角
色中选择一个身份，通过完成一个个任务，设计合成专属的缠枝
花图案。
　　“这是我们结合元宇宙进行的一次探索，游戏玩家可以实现
角色扮演、虚拟观展，还可以发挥想象力进行再创造。”景德镇御
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江西景德镇：

数字“魔力”让博物馆更美好

●郑少林、张艳之子郑柏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61004598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冯宏良的陕B·9356挂（证号：610204010159）道路运输
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鑫达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陕B·53318（证号：
610202002410）道路运输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耀州区全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证号：陕交运管许可铜字610204004573号）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铜川新区科瑞商贸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铜川正
阳路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920001087601）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鑫盛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陕B·C708挂（证
号：610204013498）、陕B·57238（证号：610204012404）道路运输
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陕西伍味鲜生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名章（ 编码：
610000041111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10日，光伏产业生态创新大会在江苏常州举办。
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创新平台等700余位代表汇聚
一堂，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
发展新生态。今年一季度，常州光伏产业完成产值
252.2亿元，同比增长11.7%。
　　逐“光”而行、创“新”求兴。“百年工商名城”向

“新能源之都”加速蝶变，这是常州塑造第一动力、迈
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写照。
　　塑造第一动力，离不开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天
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曾多次实现在电池效率和组件
功率技术方面的重大创新，这离不开南京大学常州
高新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
　　走进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坐落之
地——— 常州科教城，这里环境宜人，特色鲜明：高教
园区书香润心，集聚着6所大学；产业园内“茶”香四
溢，金融“天使下午茶”、营销“安琪下午茶”、服务“半
月下午茶”等活动，在人才、公司、平台与资本、市场、
政府之间搭建“高速通路”；科技园内清静安宁，一大
批科研人员在这里埋头试验、潜心研究。

　　“只有科研人员能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轰轰烈
烈的创新活力才能迸发出来。”大连理工大学江苏研
究院院长、常州科教城投资控股集团总经理李强说。
　　科技创新，唯在得人。创研港系列楼群、智能制
造龙城实验室、人才公寓……昔日“田连阡陌，农庄
寥落”的科教城区域，如今大道纵横、高楼林立。科
教城汇集了中科院、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名校
资源，设立引进中科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等公
共研发机构47家，拥有重要研发机构矩阵；累计培养
毕业生近50万人，分领域、分行业引育各类人才总量
超2.2万人，其中柔性引进院士就达29名。
　　国家“深空探测实验室”建设、“问天”“梦天”太
空实验舱……一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
求的“大国重器”中蕴含着“科教城元素”。
　　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必须实现打通

“高校书架”到“市场货架”的关键一步。科教城总计
与5800多家企业开展横向合作，签订合同7600多个，
合同金额56.1亿元，带动产值近千亿元。
　　“科教城因‘教’而兴、因‘科’而盛、因‘才’而

强。”常州市委常委、科教城党工委书记乔俊杰表示，
未来将重点建设国际合作、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人
才集聚、产业培育、高职教育六个新高地。
　　科教城的发展是常州强化创新驱动政策导向的
成果之一。常州市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3.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53.76%，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
　　在常州，对外创新合作领域同样成果丰富。中
以常州创新园，累计引进以色列独资及中以合作企
业188家，双方在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保持合作；
中德、中瑞、中欧等园区特色化发展，分别在海外多
地挂牌成立离岸创新中心；常州“揭榜挂帅”科技攻
关暨重大技术需求项目榜单，面向全球发布，最大程
度放开对揭榜人才的限制，不唯资历、学历等……
　　创新动能强劲涌动，创新维度持续拓展。“我们
将牢固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在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闯关夺隘’，进一步探索实践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稳步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常州市委书记陈金
虎说。       （新华社南京5月18日电）

江苏常州：打造“创新之核” 塑造第一动力
新华社记者 秦华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