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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添玉） 8月 20日，
市总工会举行 2019 年“金秋助学”助
学金发放启动仪式。

2017年以来，市县两级工会就通过
各种渠道，多方筹措助学金 478 万元，
为2628名寒门学子圆了“求学梦”。最
近，市总工会对上争取70万元资金，用
来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市、县两级工
会共筹集170万元资金，资助帮助贫困
生。20日上午举行的 2019 年“金秋助
学”启动仪式上，市总工会为县级工会
发放 70 万元助学金，同时也为市本级
21 名困难职工子女提供 600 元~5000
元不等的助学金，对考入或就读大学、大

专的，每人不高于5000元；对就读中专、
高中的，每人不高于1500元；对就读初
中、小学的，每人不高于600元,为贫困
学生雪中送炭。

市委书记曲敏 8 月 2 日对“金秋助
学”活动提出具体意见。他强调“尊师
重教，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神圣
职责；捐资助学，是社会各界心怀大爱
的良善之举。”他要求大家牢记初心使
命，坚守誓言，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信守诺言，永远为人民绽放初
心；践守感言，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他要求传承良
善基因、文化基因、红色基因的绥化干

部群众化德于行、携手共进，把“金秋助
学”活动打造成为闪耀全市乃至全省的
一张闪光的慈善助学“公益名片”。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侯剑波出席
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希望受到资助的
寒门学子勤奋学习学有所成，希望受到
资助的贫困家庭增强内生动力摆脱贫
困，希望群团组织发挥独特优势扩大助
学面，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传承良善
基因，用心用情用智持续打造这一民心
工程、暖心工程、爱心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宋树生主持“金秋助学”助学金发放
启动仪式。

市总工会举行“金秋助学”
助 学 金 发 放 启 动 仪 式

本报讯（记者 蔡平）
8 月 20 日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元学主持召开
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4
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拟
于 8月 22日召开市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期一天。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月波、李红霞、宋树生、常
青、寇洪泉，秘书长佟伟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
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
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
于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人事
任命和拟接受辞职事宜的
汇报、关于《绥化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实施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清单制度的意见（草
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
绥化市2019年上半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意
见的审查报告及其审议意
见（草案）、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和《黑龙江省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关于绥化市 2018 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
报告的审查报告、关于绥化
市 2018 年 财 政 决 算 和
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的审查结果报告及其决
议（草案）、关于人大预算审
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
政策拓展的实施办法（草
案）及其起草说明、关于召
开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有关事宜的汇报。

此次会议相关内容将
提交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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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廉红） 8 月 20日，市委召开第
六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标志着四届市委第
六轮巡察工作正式启动。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
四届市委第六轮巡察工作，组建 14个巡察组，其
中4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二”方式，对市直7家单位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对市直 1家单位党组织开
展“回头看”；8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二”方式，对16
个乡（镇）党委开展常规巡察；2个巡察组采取“一
托三”方式对6个乡（镇）党委开展“回头看”。

会上宣布了《关于四届市委第六轮巡察组组
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杨川庆作了讲话。

会议认为，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的组织实施下，全市巡察工作程序逐
步规范，方法不断丰富，基础保障日趋完善，市县
同步发展，加强整改落实，成效比较明显。

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学习上级指示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巡察工作新部署新要求，明确政治巡察
要求，加强巡察规范化建设，强化巡察整改落实；
要高质量开展本轮巡察工作，把握工作重点，严守
纪律要求，凝聚监督合力；要高质量推进对村巡察
全覆盖，深刻理解对村巡察重要意义，紧紧把握提
高质量的着力点，牢牢抓住取得实效的关键点，打
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巡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的正确
领导下，强化政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市委
第六轮巡察工作，推动我市巡察工作向更高质量
发展，为我市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
政治保障。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市委巡察办和市委巡察组全体同志；各
县（市、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各县
（市、区）委巡察办负责同志和联动巡村巡察组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四届市委第六轮巡察工作启动

绥化，世界仅有的三块黑土地带之
一，地处寒地黑土核心区。

寒地黑土核心区生产的玉米，粒似白
银黄金胜紫玉，品质上乘绝佳；从根到梢，
集聚着“寒地黑土之都、绿色产业之城、田
园养生之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玉米产
业长成“黄金树”，释放着乡村振兴的魅
力，可作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诗赋。

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看，夏秋时
节，“玉米海”荡漾成“全域农业公园”最
丰富、最魅力的风景，是这块珍稀黑土地
上最迷人、醉人的季节。

玉米拔节、开花、抽雄、籽粒形成期，
满眼绿色，驱车哈黑、绥肇、绥安、哈北、鸡
讷等绥化域内几条主要公路，仿佛劈波无
垠的碧波；玉米乳熟、蜡熟、完熟期，从兰
西、肇东、安达向明水、青冈、望奎俯瞰，再
向北林、绥棱、海伦等地展望，这条上百公
里的“黄金玉米带”，宽阔地延展，恰似一
幅黄绿相融的唯美丹青；秋风起，玉米秆
黄、穗饱满，大地丰收在望，好像待发的粮
食列车编组……

北国大粮仓，绥化享誉大美黑龙江！
玉米，一直是绥化的主栽品种，粮食

生产的“当家花旦”。
绥化全域位于北纬 45°～48°之

间，松嫩平原腹地，小兴安岭西麓，由低

丘陵、高平原过渡为河谷平原，耕地集中
连片，地势平坦，土质优良，富含硒等微
量元素；“二山一水七分田”，开发较晚
且经多年休养生息，养分充足，适宜粮食
作物生长，是玉米种植的天然宝地。属四
季分明的寒温带，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季节变化明显，气候四季差异大。四
季阳光透明，年日照时数2682.4 小时，年
积温为2755℃，无霜期为143天。山清水
秀，水碧草绿，空气清洁环保。松花江水
系和呼兰河水系及其努敏河、通肯河等干
流支流，70%耕地在流域内，生长季雨水
丰沛，年降水量 543.5 毫米，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44.77 亿立方米，灌溉百万公顷良
田。夏秋季节昼夜温差大，利于农作物萃
取干物质和微量元素。半年冬季休耕期，
年最大积雪深度 40厘米，生成了天然高
效杀菌灭虫功效，所产玉米无公害、绿
色、有机。

百余年耕种，一部玉米文化史诗：
1904 年，清朝开禁放垦后，河北、山

东等地流民迁徙东北，带来了玉米种子和
种植技术，绥化开始大面积种植。寒来暑
往，春华秋实，玉米，创造了黑土地源远
流长的农耕文化，滋润了绥化人包容善
良的和谐基因，蕴育了质朴勤劳的农耕
文明。

品种适区培育，种植技术模式化，玉
米产能稳步增强，品质大提升。

从火苞米、小金黄、马牙子，到“英粒
子”、“白头霜”、“长八趟”等杂交品种，再
到黑玉79号、龙玉2号等黑玉、龙玉系列，
玉米品质不断提升，直至先玉系列等双交
种大面积种植，玉米亩产第一次实现历史
性突破。

从牛马犁杖耲种、扣种，到人工刨垄
埯种，再到精量点播的机械播种，尤其是
大垄双行模式化种植，我市玉米种植实现
全程现代机械化，保护地栽培、玉米通透
密植栽培和标准垄密植栽培三大综合栽
培技术体系广泛应用，以深松为基础，
松、翻、耙、免耕等耕作技术体系日渐成
熟，栽培技术由单项向多项集成的综合
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玉米单位产量
逐年飙升，从最初几百斤突破千斤，近年
来肇东市五里明镇等地种出了吨粮田。
在全省第一个形成《绿色食品生产规
程》，覆盖各个种植品种区域，建立绿色
（有机）栽培标准化技术体系，走上了以
质取胜的路子。

从割倒放铺掰穗、站秆掰穗，到自走
式玉米棒子收割机，从石头磙子脱粒、手
工搓粒和机械脱粒到直接脱粒机等收获，
玉米收获全程机械化。秸秆直接粉碎还

田或生态沤肥还田等技术日渐成熟，黑土
地得到休养生息，黑土地修复，提升了地
力，保持了墒情。农业机械总动力721万
千瓦，农用拖拉机19万台。

一直以来，绥化是龙江玉米种植面积
最大、产量最高和商品量最多的主产区。
近年来，玉米加工流通集群化发展，加工能
力稳步攀升，带动玉米种植面积稳定扩大，
形成了一批标准化、集约化的种植基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以市场需求为
风向标，集中种植加工需要的粉质、胶质、油
脂等专需品种，向优质、绿色、生态、安全转
型。肇东市玉米种植面积始终占耕地总面积
的80%以上，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45%；2015年平均单产1289公斤，种出了龙
江“玉米王”，总产量222万吨，全省第一。

2018 年，我市玉米种植面积 106 万
公顷，产量 781.5 万吨，占全省 17.8%；粮
食 总 产 量 219.9 亿 斤 ，其 中 玉 米 产 量
156.34亿斤。落实“三减”面积760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 26%。黑土地保护工程及
农业“三减”行动，科技集成模式从试验
田向玉米田推广应用，玉米产能逐年增
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使玉米生产步
入高质量的效益轨道，还在提速，促进农
民增收。

（下转第三版）

玉米玉米““黄金树黄金树””乡村赋振兴乡村赋振兴
———我市全面推进玉米产业强势发展纪实之一—我市全面推进玉米产业强势发展纪实之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贵文张贵文 王建夫王建夫

8 月 15 日，技术员孔令洋正
在灵芝种植大棚内观察灵芝成
熟情况。

位于肇东市五钻镇东安村
的黑龙江金卓农业科技开发公
司，从今年 5 月份，引进优质灵
芝品种，在一栋温室大棚试种成
功，现在已进入收获期。

如今，棚内有高品质灵芝菌
棒 3000 余棒，预计可产干灵芝
160 多斤、灵芝孢子粉 80 斤左
右，效益将达到8万元左右。

目前，公司22栋灵芝种植大
棚正在筹建中，准备栽培灵芝6.8
万株。还将采用“公司+农户”模
式，由公司提供菌袋和技术指
导、统一收购、集中销售等举措，
大力发展特色灵芝种植。

特约记者霍永祥 摄

今日四版推出“关注”专刊

一棵老玉米 不走寻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