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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女排，就有落泪的感
觉。”这几天，年轻网友这样说。

伟大的精神总有催人泪下的力
量。正是靠着百折不挠、英勇顽强、
团结奋斗的拼搏精神，中国女排在极
其艰难的情形下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赢得了一场场荡气回肠、慷慨壮烈的
史诗般胜利，最终在里约赛场赢得金
牌，再次在奥运赛场奏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高高升起五星红旗。

这种感动整整绵延了35年。从
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杯女
子排球赛冠军起，拼搏精神一直深植
于中国女排，成为这支光荣集体的强
大基因。尽管其间几经挫折、磨难、

沉浮，但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一直洋
溢于国际赛场。在最艰困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次奋起，而没有丝
毫放弃。这种愈挫愈奋的坚强，铸就
了几代中国女排的精神气质，在漫漫
岁月中丰富了中国女排精神的内涵，
成为一代代中国观众热爱女排、支持
女排、守望女排、将女排视作“英雄之
师”的重要理由。

一支英雄之师需要一代代人去
奉献和传承。在中国女排漫长的奋
斗历程中，有一位代表性人物需要
我们铭记，她就是郎平。在中国女
排最需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她
一次又一次放弃个人利益，不计荣

辱得失，毅然走向一线，担当起国人
的期望与重任。

几个普通镜头，留下了这种精
神的感人瞬间：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郎平从大洋彼岸归来执教陷于
低谷的中国女排，首都机场欢迎的
人群中，有她当年五连冠的老战友，
她遥遥地向着战友们挥手示意，无
声宣示着振兴这支英雄之师的意
志。几年前，老队友陈招娣去世，郎
平在深深的悲恸中坚定了重回中国
女排、续写中国女排辉煌的信念。
她忘不了，30多年前，正是陈招娣忍
着伤痛，与大家奋战到夺冠的最后
时刻，更忘不了女排姑娘誓把受伤

的陈招娣“背上领奖台”的骨肉相
连、荣辱与共的战斗情谊。这一切，
赋予女排精神鲜活、实在的内容，成
为郎平的生命意志。

奥运赛场，向来是最高强度的竞
技比拼，但是也是精神意志的较量。
竞技者自身的潜力与能量，往往在拼
搏中激发、昂奋、高涨、磅礴，形成气
吞山河的力量。靠着“一分一分地
咬”“一分一分地拼”的精神和韧劲，
中国女排硬是咬下了这一场场硬仗，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写下了新的传
奇。这是拼搏精神的胜利与壮歌！

中国女排在里约再度夺冠具有
重要启示意义——在日益崇尚训练

条件、奖金待遇的当下体坛，拼搏精
神弥足珍贵、永不过时、必须弘扬！

中国女排在奥运赛场写下的新
的壮歌，将鼓舞国人在感动落泪之
时，用踏踏实实的努力做好自己的
工作，以点滴奉献汇入时代大河。

女排精神不朽！
新华社记者 廖翊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右上图：中国女排队员在颁奖

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上图：中国队球员朱婷（右二）
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司丽华 本报记者 蒙辉

对工作追求极致，对产品精雕细琢，
坚持用“工匠精神”打造“大师工作室”。
她，就是被省总工会命名的“何琳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的大庆炼化公司质量检

验与环保监测中心润滑油检验站“何琳
班”班长何琳。

初见何琳，是在高高的龙塔下面。她
到这里接受一个新的荣誉——龙江最美
石油人。个头不高，说话轻声细语，很难
想象在她的身上竟会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能获得这个荣誉，是我们班组共同
努力的结果。”带着兴奋，何琳这样告诉
记者。工作 28年，何琳获奖无数，全国劳
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央企业技
术能手、连续 15年大庆炼化公司劳动模
范……她带出的团队先后被授予全省

“学习型标兵班组”和“巾帼建功示范岗”
荣誉称号。

知识为梯成就技能专家

何琳 21 岁技校毕业成为一名化验
员。懵懂的她，在实验室复杂的仪器面
前脑子里一团雾水。老师傅告诉她，过

硬的基本功只有在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中才能掌握。性格倔强的何琳，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中。知识储备不够，就一头
钻进图书馆，光学习笔记就记了 30 多
本。操作手法生疏，就反复练习，不厌其
烦。最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在 42岁时，
自学考取了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工程专
业，她撰写的《柴油中的多环芳烃分析结
果的准确度》获得 2012 年度省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

她先后完成了炼油、润滑油、聚合物
等 11套装置的开工分析任务，精通掌握
18种产品 200多个分析项目。经她手分
析的数据多达 19万个，填报的产品质量
检验单 3万多张，全部精准无误。

2012 年，何琳被聘为集团公司技能
专家，成为百万石油员工中唯一的一名
油品分析技能专家。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蒙辉摄

用“工匠精神”打造“大师工作室”
记大庆炼化公司质量检验与环保监测中心润滑油检验站“何琳班”班长何琳

科技创新发展
我省科技新成就新成果回眸

本报讯（记者孙佳薇）近年来，哈尔滨市道外区把美丽乡
村建设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大力推进“核心价
值观落地生根”“人文素养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文明创建覆
盖”和“文明风尚培育”五大工程，以点带面不断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整体上水平。

道外区将治理农村环境“脏乱差”作为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点和经常性工作任务，以 3个出城口（哈东出城口、哈同
老道出城口、五星村出城口）及 3条公路（绕城高速、老哈同公
路、哈同高速）沿线的 18个自然屯为环境整治的突破口，不断
加大整治力度，加强日常管理，并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向其他
村屯逐步延伸。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
倾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贾春华 本报记者 马少忠

八月的伊春市南岔区，绿水青山间，返
魂草、人参、苦参、赤芍等中药材长势喜人，
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南岔区把北药种植作为促进转型、百姓
增收的重要抓手与重点工程，通过科技创
新、示范引路、办班培训等手段，创立了一套

“合作社+公司+基地+职工+市场+服务”的
新模式。从零星散种，到集中连片发展；从
林间田间粗放经营，到标准化、精细化管
理；从卖北药原料到打造终端药品……南
岔区北药产业初步形成了种植标准化、加
工精深化、产品品牌化的发展格局。

南岔区岩石森林经营所采集、种植和贩
运北药返魂草的历史悠久，为了充分发挥这
一优势，南岔区确立了以北药产业开发为突
破口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子。2004年，南岔
区在岩石所开始大面积试种返魂草，现在种
植户已经由最初的2户发展到13户，种植面
积也由 117亩发展到 720亩，带动解决职工
就业70多人。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职工梁
振龙是岩石所返魂草种植大户，种植 100
多亩，最好年景收入达 40多万元。南岔区
抓住梁振龙的典型实例，采取巡回宣讲、示
范指导、家庭培训等方式，在全区广泛宣
传，有效激发了职工群众的种植积极性。

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种植户分
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南岔区成立
了返魂草种植合作社，无偿为职工群众提
供小杆 20余立方米、土地 1000多亩、空地 5
万平方米。同时，加大种苗培育力度，利用
营养杯育苗，种苗以成本价格全部投放给
合作社成员，为种植户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全方位服务。

规范种植，签购销协议保百姓收益。
南岔区与黑龙江省格润药业公司建立联
系，凡是发展返魂草项目的林业职工，在收
购时都在价格等方面给予照顾，有效减少
种植风险。现在，南岔区返魂草种植面积
达到 4000亩。

该区在种源繁育、规范种植、生态种植
上加大科研开发力度，重点培育主导品
种，由点带线、由线带面，逐步拓展发展空
间。三岔河林场职工王宏伟成立了伊春
神农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林场为其提供
了多种经营用地和林地发展北药种植，截
至目前，公司已投资 147万元，种植各类药
材 1741.5亩。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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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会春 记者吴利红）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建三江至黑瞎子
岛（G1012）高速公路日前开通。全长
217 公里的建黑高速通车之后，形成了

公路、水运、航空、铁路有效衔接，相互
补充，四位一体的立体化交通格局。

黑瞎子岛地处东北亚经济圈腹地，
与俄罗斯远东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一江之隔，是我省国家一类客货口岸，
是对俄经济贸易和多边合作的最前沿，
也是我省推进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要节点。通车之后，将进一
步完善我省的交通网络，有力推动黑瞎
子岛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开发等事业
加快发展，让抚远口岸成为中俄贸易的
重要平台。

建黑高速公路开通

中国女排8月21日
3比1胜塞尔维亚夺冠

女 排 精 神 不 朽 ！

本报讯（记者张桂英）依靠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双轮驱
动，农业科技在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功不可没，新品种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力支撑了黑龙江“粮食生产十二连增”。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通过集中科技力量，在农业结
构调整、农业“三减”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开展技术
攻关，确定四大粮食作物优良品种、旱田保护性耕作及水田
秸秆还田、循环农业及秸秆综合利用、奶牛肉牛生猪高产攻
关等九项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183个。借助农业部启动
实施的东北三省一区一局玉米“双增二百”科技行动，我省
连续在 47个县（市、区）开展玉米“双增二百”科技行动，落
实玉米双增任务面积 3000万亩，实现亩平均增产 200斤，亩
平均节本增效 200 元目标。借助农业部启动实施超级稻

“双增一百”科技行动，连续多年在全省 25个县（市、区）开
展超级稻“双增一百”科技行动，落实面积达 1200万亩，实
现了亩增产 100斤，节本增效 100元目标，水稻最高单产突
破 800公斤，创造了高寒地区水稻单产历史最好水平。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探索科研院所转企改制，构建产学
研协调推进机制，支持农业院校建立农业科技型企业，鼓励
事业单位种业骨干科技人员采取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
等方式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显著提高科技攻关和科技
创新原动力。全省共建设省级创新基地 331个，重点打造
兰西苜蓿业、甘南设施农业、五常现代水稻种植业 3个国家
创新基地。

作为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力军，省农科
院“十二五”期间共承担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720项，其
中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6项，农业部行业专项 2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1项，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15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获得中华农业科技奖 5
项，省重大经济效益奖 2项，省科学技术奖 95项。育成审定
各类农作物新品种 249个，比“十一五”增加 21个；其中，水
稻新品种 61个。仅 2015年育成的“龙粳”、“绥粳”、“松粳”、

“牡丹江”、“龙稻”系列水稻品种推广面积就多达 4483.27万
亩，约占全省水稻面积的 80%以上，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强大
科技支撑。

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省农科院多次修
订完善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
大幅提高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有效增加了科技人员
收入，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和热情，提升全院的核心竞
争力。“十二五”期间，全院累计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 173
件，申请发明、实用新型等专利 265件，214个农作物新品种
实施了有效转化，先后与中国种子集团等 120多家种业企
业开展了合作，实施转化收益 2.5亿元。

创新与成果转化双轮驱动

农业科技为龙江
现代农业强筋壮骨

本报21日讯（记者蒋国华）21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
陆昊在哈尔滨会见了以会长翟鸿祥为团长的北京市老龄产业
协会代表团。

陆昊对翟鸿祥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代表团来访表示欢
迎，简要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应对油粮煤木传
统产业领域集中负向拉动，培育新动能和新增长领域，推动转
型发展的措施和进展。他说，老龄产业、养老产业是黑龙江在
既有国内总需求增长空间，自身又有鲜明供给优势持续发力
的领域。我们依托整体生态化条件和医疗人才培养优势，突
出空气、森林、湿地等卖点，正在大力推动养老产业与旅游、健
康、生态食品产业融合发展。欢迎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多组
织企业来黑龙江考察访问、交流经验，寻找合作机会，共同开
发夏季候鸟式养老产品，推进医养结合，为全国老年人提供高
品质养老服务。

翟鸿祥表示，黑龙江发展养老产业有资源、有要素、有基
础，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将组织企业来黑
龙江进行交流对接，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陆昊会见北京市
老龄产业协会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