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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哈尔滨的新脉动

美丽的松花江将哈尔滨城区分为南北两岸，北岸的国家级新

区哈尔滨新区道路开阔，高楼林立。既新潮又处处透着十足的“科

技范儿”

2023年 8月 30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启

动，多家中央媒体和黑龙江省主要媒体来到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

滨，感受高质量发展带给这座城市的新生机。

。

在深哈对口合作项目——深圳（哈尔滨）产业园，鲜艳的红

色和闪亮的银色勾勒出前卫的弧线形，深圳哈尔滨双城牵手的各

类元素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目前产业园注册企业已达 525家，待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吸引 400余家企业入驻，完成投资 396.5亿

元。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些，都是能‘上天’的！”哈尔滨工大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健指着陈列的展品介绍说，“我们是哈工

大卫星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哈工大卫星技术团队组建，

是国内领先的具备卫星整星设计、制造和在轨交付服务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承担近百颗商业卫星的研制、批产任务，

覆盖通信、导航、遥感三类主要商业卫星领域。”据介绍，今年

6月 9日，工大卫星与哈工大联合研制的我国首颗平板式新体制

通信试验卫星“龙江三号”成功发射，突破了再生式低轨星地高速

通信、平板式卫星平台等关键技术，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提供

技术支撑。在轨运行以来，卫星各项功能、指标正常，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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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入轨初期的测试任务。

在哈尔滨，不仅工大卫星能“上天”。在位于哈尔滨经开区的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能找到更多“上天”的“外壳”。国产大

飞机 C919等诸多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关键部件背后，都有东轻

材料的身影。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铝镁合金加工企业，也是国家

“一五”期间 156项重点工程中的 2项。被誉为“祖国的银色支柱”。

白鹤舞金沙，一舞惊艳世界。2022 年底，在建规模世界第

一、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 16台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长江之上全

面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其中右岸的 8台机组来自千里之

外的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在哈电集团电机公司水电分厂，一个个巨大的水电机组工件

正在生产、加工。“水电机组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 2025年，

不仅有新建水电站的机组订单，还有过去一些常规的水电站，也

有了节能改造的需求。”哈电集团电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贵介绍，近年来，该公司在大容量水、火、核电方面均实现了新

的突破，陆续创造了我国发电设施制造史上的多项“第一”，为点

亮万家灯火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介绍，经过 70多年的发展与积淀，哈电集团已经累计生

产发电设备 4.8亿千瓦，产品装备了海内外 800余座电站，大型

水电机组占国产装机总量的二分之一，煤电机组占国产装机总量

的三分之一以上，核电机组占国产装备总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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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中兴村：“空壳村”变身“旅游村”

行进在稻田画边的小火车、可供游玩吃住的汽车度假小镇、

温馨整洁的朝鲜族特色民宿……走进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中兴村，村内景点美不胜收，让游客流连忘返。

中兴村是一个朝鲜民族村。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兴村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锚定打造中国最美

乡村目标，以朝鲜族文化与乡村民俗深度融合为路径，走出了“农

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的新路子。

“夜晚枕着蛙声入眠，清晨被鸟鸣叫醒，从窗外望去，远处

云卷云舒、青山满目，近处亭台楼榭、稻香四溢，田园风光尽收

眼底，别有韵味……”一名南方游客在游记中写道。现如今，中

兴村“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功能要素持续丰富，在实现乡村旅游

“四季无淡季”上迈出了新步伐：引进俄嘉购、韩人佳品、稻香酒

吧等娱乐购物产业，“异域商品”吸引游客驻足，多国风情盈满景

区；打造中兴滑雪场、冰雪欢乐谷、星河露营、朝鲜族服饰体验

馆、智慧农业精品采摘、卡丁车场等体验式项目；引入峰悦汽车

营地微度假小镇、雪堡、稻草主题公园等游览式特色项目，日光

汤饭、顺吉韩餐、美食一条街等特色餐饮为游客们提供民族风味

小吃。

过去的中兴村，是典型的“空壳村”，大多数村民长期在外打

工，村两委班子实施“引凤筑巢”工程，广泛联系在外经商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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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村民，鼓励他们反哺家乡、带动致富。“空壳村”破茧成蝶，

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两年前，村民金明洙从韩国回村，经营了一家朝鲜汤饭馆，

生意红火得很。“汤饭是朝鲜族特色美食，制作简单快捷，价格

还不贵，游客来了都对我家赞不绝口。我现在一年纯收入也 30

多万，比在外务工赚的多了。”金明洙带记者参观小院，边走边

说：“厨房有点小了，我打算扩大规模，院子里搭上彩钢顶棚，

再摆放些桌椅，让更多游客能吃上可口的朝鲜族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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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穗玉米的 N种去向

在黑龙江，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与黄金玉米带在这里交叠，

年均超 2600小时的日照，一岁一熟富集从春到秋的营养，让这

里出产的玉米颗粒饱满，甜糯可口。近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黑龙江主题采访启动，多家中央媒体和黑龙江省主要媒体先后来

到齐齐哈尔市、绥化市，看到这里出产的玉米既可以变为高端餐

桌食材，也可以在本地延伸产业链，变为高附加值的原材料。

9月初，在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北纬四十七鲜食玉米加工厂内，

一年一度的玉米采收季节到了，工厂流水线作业随之开启。采收

玉米、自动剥皮、清洗、装袋、蒸煮、包装，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从采收到装袋煮熟，全部流程都要在三个小时内完成，这样才

能保证玉米可以锁鲜一整年。直接带着内袋入锅加热，就能吃到

新鲜玉米一样的口感了。”北纬四十七公司总经理尚文辉介绍，

“我们的鲜食玉米产品定位为中高端市场，目前依安工厂每小时

可加工真空玉米 10万穗、速冻玉米 22万穗、速冻玉米粒 15吨，

各类速冻蔬菜 40吨。鲜食玉米、鲜食玉米粒等系列产品已经全

面覆盖线上主流电商渠道。”

据介绍，2023年，依安县种植鲜食玉米 5.53万亩，土地流

转带来农民收入超 1.6亿元，预计产值 4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4500

个，可带动就业收入约 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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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鲜食玉米需要精挑细选，而在位于绥化的黑龙江新和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发酵产业园的实验室里，可以看到“一粒

玉米的蜕变”。“我们对于玉米深加工的理念是，一要有高附加值，

二要延长产业链。”该公司负责人指着实验室内的发酵罐介绍，

“这里正在通过发酵产生辅酶 Q10，批量生产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罐子要大得多。”

据介绍，绥化市玉米年产量稳定在 1000万吨左右，通过引

进新和成玉米生物发酵项目，形成玉米淀粉—淀粉糖—葡萄糖—

辅酶 Q10的国内高端玉米生物发酵产业链，实现从玉米到酒精、

淀粉、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等产品的“升级”，走出一条把玉

米“吃干榨净”的原材料精深加工之路。该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

后，年加工玉米能力将突破 200万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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