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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春风浩荡，冰融雪化，春天姗

姗走来。我市各地开发区一片繁
忙，车间里机声轰鸣，传送带上的成
品呼啸而过，满载着“绥化制造”优
质产品的车辆驶向大江南北，车轮
滚滚中分明升腾着早春的热潮。从
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到传统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再到现代服务业的
蓬勃兴起，处处都有民营企业活跃
的身影，呈现出朝气蓬勃、拔节向上
的发展势头。

东风吹来满眼春，潮起正是扬
帆时。寒地黑土已唱响新时代“春
天的故事”，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上，民营企业如鱼得水，不断创新发
展模式，在市场浪潮中乘风破浪，奋
揖勇进，为绥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

4月2日，黑龙江东部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高
能量激光束对材料进行精确切割。公司生产负责人吴修文介绍，公司
引进了两台激光切割设备，能够实现自动上料功能，同时节省人工，使
切割更高效，切割尺寸更规整。

黑龙江东部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落户北林，
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的智慧灌溉定
制化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二期扩建项目于2025年正式投产，
通过数控机床、机器人焊接、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产品技术、质量、
产能等方面提升。同时重点推进智能设备研发，目前，已在省内多
地区投入应用，节水效率提升30%以上。

北林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聚焦全省“4567”和全市“4106”
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紧紧围绕“12345”发展体系，积极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持续打
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在黑龙江润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栉梳车间，标准化的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熟练操作着设备，整个生产流程紧密衔接，忙碌而有序。今
年，企业全面引进亚麻数字化生产线，利用制造自动化MAS系统统计
生产过程中的各项需求，打造纺纱、织布生产自动化智能车间，数字化
升级后，企业可减省人力30%，产量提高30%。企业作为新型亚麻汉
麻湿纺数字化生产企业，当前一期项目已全面投产运营，年可生产各
类亚麻纱1800吨，产值达1.4亿。

北林坚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支持和鼓励
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积极完善政策、打造创业载体、培育新兴产
业、强化服务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上取得
了显著成效，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
的主体力量。

下一步，北林将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紧紧围绕“12345”
发展体系，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科技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积极培育和发展具
有北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北林北林
新质生产力赋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蒋宝栋 全媒体记者 廉红

海伦，中国大豆之乡。作为农业大市，海伦的民
营企业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绿
色食品产业。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深加工企业逐
渐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已呈现以食品加工产业为
核心、多产业协同共进的良好态势。

目前，海伦市规上企业数量达38户，其中食品加
工企业发展至24户，占规上工业总量的63.1%。截
至去年末，规上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34.4亿元，占
规上工业总产值的73.5%，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在众多产业中，大豆加工产业表现尤为
突出。域内现有8家规上大豆加工企业，年加工量达
40万吨，实现产值9.9亿元。

在黑龙江省龙海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正加班加点的赶订单、忙生产。公司负责人说：

“作为省级龙头企业，年加工能力2万吨，产值1.8亿

元，有信心在今年取得更好的销售业绩。”该公司依
托海伦当地优质大豆资源，建立了2万亩优质原料核
心生产基地，在全国设有20多个销售网点，在市场上
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是海伦市域内众
多食品加工企业的缩影。

海伦民营企业开始注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引入现代化生产设备和管理模式，提升产品竞争
力。同时，政府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
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御馨（海伦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正在开展的大豆蛋白深加工项目，是当地
大豆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不仅填补了当
地大豆蛋白领域的空白，更推动海伦大豆主导产业
实现从种产销到初加工，再到精深加工的一条龙跨
越，形成完整的闭环产业链，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海伦海伦
从田间到市场全产业链一条龙发展

文/摄 马明舒 全媒体记者 孙一博

4月3日，走进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司，车间
内一派繁忙景象。总经理郭庆玲介绍，公司计划明年4
月动工新建产能30万吨淀粉糖深加工项目，未来三年
产值力争突破100亿元。

龙凤玉米是较早落户青冈的民营企业。经过20
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达到180万吨的年加工能力，产
品包括玉米淀粉及副产品、麦芽糖、葡萄糖、赤藓糖
醇、缬氨酸等深加工产品10余种。这背后，离不开青
冈县各部门的暖心服务。

青冈在招商引资、减税降费、融资担保等方面不断
加大力度，简化支持政策申请程序，建立“直达快享”“免
申即享”等机制，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
营。县法院牵头，全面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护航
民营企业诉前、立案、审判、执行等各环节。年初至今共
有600余件案件通过“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成立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专班，为域内民营企业权益保障保
驾护航。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努力把每一

件涉企事项都办好办到位，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国家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后，县各部门迅速

行动。市场监管局在执法中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整合检查事项，压缩检查频次，实现“进一次
门，查多项事”“无事不扰、有需必应”，帮助民营经济主
体渡过经营难关。截至2024年11月，该县新增市场主
体3835户，同比增长10.8%。

与青冈结缘的铁骑力士集团几乎每年都在该县布
局上马新项目。公司负责人介绍，旗下子公司黑龙江枫
叶牧场食品有限公司全资收购道台府食品有限公司，在
申办食品生产许可证时，多部门联动，全程助办，第二天
就顺利获证，生产得到了保障。正是因为青冈对民营企
业的暖心服务，让企业在这里得以快速成长。

目前，青冈县民营企业发展呈现集群和集聚的态
势，玉米物流园、汉麻产业园、国际优食谷等园区稳
步发展，民营企业的信心更足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一
定会越来越好。

青冈青冈
服务暖心民企增信心

特约记者 段洪伟 全媒体记者 王宏妍

肇东肇东
创新突围竞市场
文/摄 特约记者 邹建宇 全媒体记者 李欣杨

“企业订单增长不断‘飘红’，保持产销两旺的势头，正开足马
力抓生产、赶订单、抢进度，持续满足市场需求。”肇东黑龙江福和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自豪地说。4月2日，企业生产
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正在连续运转，工人们全副武装地在车间内
忙碌着，一盒盒药品被快速打包、装箱，等待出库。

“近年来，公司积极进行新药研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
市场占有率，关键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12项，在黑龙江省生物科技
20强排名第三位。”刘宇说，企业在生产、技改、研发等方面不断上
新，始终把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站稳行业领域市场的核心
来抓，聚焦新兴产业布局，投资7亿元建设大型中药材精深加工项
目，生产包括中药保健食品、大麻提取物、中药渣生态有机肥等产
品，带动广大农户实现由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转型升级。

成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袋袋玉米经过深加工
转化为赖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及各类副产品。“我们依托本地农
业资源，将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在国内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的同
时，产品销往亚洲、欧洲、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副总经
理李凤华说。

作为全球氨基酸生产行业排名第六位的民营科技企业，成福集
团年深加工玉米超90万吨，不仅盘活了周边农户的种植业，还通过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了肇东本地众多种植合作社上千
户农民增收，构建起从种植到深加工的黄金闭环。公司生产的氨基
酸相关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饲料、养殖行业等，是黑龙江省
第一家氨基酸出口企业，如今，他们已与韩国大象株式会社达成合
作意愿，有望实现小型氨基酸技术突破。

肇东市除福和制药、成福食品外，还有东龙节能等诸多发展势
头强劲的民营企业，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近百家企业。

近年来，肇东从成福集团的农业产业化到福和制药的科技专业
化发展，以及其他企业的分类发展模式，企业创新与政府扶持形成
良性互动，为企业注入发展动能，推动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庆安民营企业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深厚的
医药文化积淀，以药材做文章、促药企大发展，催生
优质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坚持精细化、数字化赋能，
引领医药产业企业更大力度加强研发投入，推动产线
升级，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全新动能。

黑龙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已连续四年入
选全国医药工业化药百强榜。企业积极发展以科技创
新为主的新质生产力，融合了数字时代的新技术、新模
式，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郭
廓说：“通过创新引领，我们在研发上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2024年以来已有3个品种（4个品规）通过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投入批量生产。我们将坚持加大
创新力度，使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车间能够实现生产信息无缝互联，大幅度提升了
生产效率和药品质量。盐酸氟桂利嗪胶囊这个品种，
以前每小时能生产12万粒，现在能达到45万粒，是以

前的3倍之多。”澳利达奈德制药2号固体制剂车间，
通过生产管理视频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加持，一袋袋
原材料经过加工，产品走下全自动生产线，车间主任付
小辉说，高效生产的背后，离不开企业数字化、智能化
生产线的建设。

生产线的迭代升级，新设备、新技术的投入应用，是
企业保障供应的动力源。中桂制药的口服制剂01车
间，9条生产线制水、洗瓶、配制、灌封、外清、灯检、贴标
联动生产，实现生产数据的全面感知、动态传输、实时分
析与智能控制，年可产成品5.5亿支（瓶）。公司生产总
监王德伟说：“通过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搭建的数字化
控制平台，实现了在线数量采集、精准管控、实时分析，
产品的不良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生产效率提高
了近20%，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12%。”

庆安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副局长李旭说：“年初以
来，我县及时梳理各级各类惠企政策，做好宣传解读和
申报指导，截至目前，已为7户企业争取各类奖补资金
700多万元，下一步，将继续加强跟踪服务，确保政策
落得实、用得好。”

庆安庆安
医药产业向“新”而行

文/摄 特约记者 张自峰 全媒体记者 陈俊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