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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日讯（贾辉）10 月
7日至 8日，就重大基础设施、
产业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和教
育、人才等工作，省委书记王
宪魁深入牡丹江调研，并实地
考察哈牡客专施工现场，看望
慰问一线施工建设者。他强
调，牡丹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针对我省两次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主题主线，领导
干部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
责、对事业担当、对自己严格，
建设好班子、带出过硬队伍，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坚持扬长避短、扬长克
短、扬长补短，做好改造提升

“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
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

大文章，建设重点产业项目、
重大基础设施和以脱贫攻坚
为重点的民生工程，推进“龙
江丝路带”建设，发展特色农
业和生态经济，扎实推动振兴
发展，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王宪魁首先来到牡丹江
虹云桥、牡丹江大桥、牡丹江新
火车站和太平路下穿工程建设
现场，查看施工进度，问候一线
建设者，叮嘱确保质量标准，
完善配套功能，为居民群众和
城市长远发展建造百年工程。
在阳明区铁岭河棚户区改造项
目现场，王宪魁与当地群众热
情攀谈，同时听取他们意见，要
求随行同志高度重视民生工
作，把衣食住行、生活冷暖放在

心上，特别是对棚改有热切期
盼的要优先改造，不断提升群
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在牡
丹江一中，王宪魁认真了解学
校建设发展情况，嘱咐学校坚
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特别要注重提升创新能力，加
强冬季冰雪运动，锻炼健康体
魄，培养合格的多样化创新型
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市
人才公寓，王宪魁要求吸引留
住人才思想上要再解放，政策
上要再放开，尤其要多引进科
技领军人才，在人才建设上实
现“弯道超车”。王宪魁还到牡
丹江经开区考察百威英博啤
酒、汇能光电、尚品中俄宝玉石
项目，鼓励企业坚持出口抓加

工、进口抓落地，借助口岸和大
通道优势，搞好精深加工，提高
附加值，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调研过程中，王宪魁主持
召开哈牡客专建设座谈会，与
各标段负责人就地方发展环
境、加快工程进度进行座谈交
流，他强调，哈牡客专建设对
区域发展意义重大，要抢抓工
期加快建设，严格施工质量标
准，强化服务合力攻坚，打造
优质高效的发展环境，特别要
做好冬季施工准备工作，保证
工程进度。他还实地到中东
铁路已经废弃的治山、高岭
子、冷山旧址改造修复项目现
场和一面坡红色教育基地考
察，希望保护利用好珍贵的工

业遗产，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展现中东铁路的历史风貌，大
力发展旅游经济。

调研期间，王宪魁听取牡
丹江市委工作汇报，对取得成
绩给予肯定，对市委班子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建设
好班子，领导干部必须对党绝
对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始
终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
必须对人民绝对负责，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敢于直面
问题、直面矛盾、直面需求，把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保
障性安居工程、脱贫攻坚、教育

等民生工作抓实抓好。必须对
事业绝对务实肯干，聚焦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围绕培育壮大
立市主导产业、发展特色农业
和生态产业、扩大对外开放、解
决人才流失等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持续发力，把党和
人民的事业发展好。必须对自
身要求绝对从严，始终坚守“三
严三实”，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在讲团结、讲原则、
讲纪律上从严要求，巩固发展
良好政治生态，为推动振兴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省领导陈海波，省直有关
部门、牡丹江市委和哈尔滨铁
路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调
研座谈活动。

王宪魁在牡丹江调研时强调

建设忠诚担当有为好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扎实推动经济振兴发展

看望慰问节日期间一线施工建设者

□刘培香 闫明星
本报记者 衣春翔

1956 年 10 月 8 日，国防
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
中国航天事业正式诞生。经
过 60年发展，中国航天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正向建设航
天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行。在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60 年
里，龙江从未缺席，而在我省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一直
与中国航天始终携手共进。

从航空工程系正式组建到中
国高校第一个航天学院建
立；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
天、嫦娥探月……

8日，哈工大师生共同纪
念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60 周
年。回望一甲子，哈工大与
中国航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据了解，从1956年开始，
哈工大就开始着手建立与航
天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电表
与电测技术、数学及计算仪
器、自动控制等新技术专

业。1959年 3月 4日，哈工大
航空工程系举行成立大会，
随后哈工大还陆续扩建和新
建了自动控制及无线电系、
工程物理系、工程数理力学
系等与航天工程有关的一批
尖端专业，为培养我国航天
人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87 年，哈工大航天学院成
立，成为我国高校中首个以
培养高级航天专门人才和从
事航天高技术研究为主的学
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哈

工大已形成了多个学院、多个
学科相互融合、共同服务航天
事业的“大航天”格局。哈工
大已累计为航天领域输送了
几万名学子，仅“十二五”期
间，哈工大就向航天领域输送
2000余名优秀毕业生。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
载人航天，再到嫦娥探月，
哈工大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校赢得的荣誉，缘于多年来
立足航天、服务航天的历
史，也缘于神舟号系列飞船

研制过程中多项技术难题
的攻破。从神舟一号到神
舟十号，哈工大先后有 500
多名教师和技术人员参与
相关研究工作，50余项研究
成果应用到载人航天的各个
领域。哈工大及其科研团
队、科研工作者分别荣获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协作贡
献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突出贡献集体奖”、“中国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突 出 贡 献 者
奖”，成为惟一同时获得这 3

个奖项的高校。探月工程
同样凝聚了哈工大科技工
作者的智慧，在“嫦娥三号”
任务中，哈工大研制的月地
转移机构、月面机械臂等多
项关键技术和装备得到应
用。邓宗全教授作为探测
器设计论证专家组副组长
和副总设计师单位负责人，
全程参与了“嫦娥三号”工
程总体设计论证、探测器系
统设计与质量评估。

（下转第七版）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嫦娥探月，60年间哈工大与中国航天携手共进

太空探索中的“龙江奇迹”

“紫丁香二号”一飞冲天。 冯健摄

哈工大牵头自主研制的
“试验卫星一号”成功发射。

王若维摄 航天员地面失重训练用模拟失重训练水槽。王若维摄 庆祝神舟十号发射成功。 冯健摄

神舟号飞船正准备进入
地面空间环境模拟器做实
验。 王若维摄

□本报记者 王玮 孙伟民

在虎林，所到之处，所见
之人，都神清气爽，精神振
奋。在 8 月底虎林市举行的
绿色食品生物制药产业对接
会上，碧生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洪江说：“虎林吸
引碧生源的不仅是它良好的
自然生态，还有它最佳的政治
生态。”

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走进虎林市委简单而朴

素的办公楼，一股清风扑面而
来。市委书记冯昕的话语简
单而实在：“如果说虎林近两
年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人的
因素是第一位的。”

认识到虎林自身的资源
优势与地处偏远的劣势，虎林
市 1996年在全省率先提出绿
色食品发展战略，坚持“打绿
色牌，走特色路”。虎林历任
领导，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路
径久久为功。以持续稳定的
发展目标引领着 31万虎林人
不断前行。

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市
委书记、市长针对重点企业点
对点招商对接都在 20 次以
上，有时一天跑三四个城市，
行程上千公里。对达成意向
的重大项目实行“一个项目、
一个市级领导、一套班子、一
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
一”推进机制狠抓落实。近几
年落户虎林的娃哈哈乳饮料、
汇源乳品厂、福娃绿色稻米产
业园等，从签订合同到项目最
终落地，虎林市主要领导全程
对接和跟踪推进。

基层干部齐心协力。王
锟是虎林市经合局企业服务
中心的一名普通干部，2014年
汇源现代牧场项目开工，王锟
当时脚崴了，但他放弃休息，
脚缠绷带就上了工地，24小时
驻厂服务。为了不误工期，他
带领市政修路到第二天凌晨；
为了保证施工用水，他顶着蚊
虫叮咬，协调打井……

普通百姓迎头赶上。走
在虎林整洁的街道上，能看到
这里的百姓脸上荡漾着幸福
和自信。虎林经合局局长王

明华的一句话代表了虎林人
的心声：“我就是热爱我的家
乡虎林”、“我自豪我是虎林
人”，这是虎林人建设家乡的
原动力。

团结和谐稳定的领导班
子，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认真
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实实在在抓，认认真真干，
成就了今天的“虎林现象”。

做好服务是发展的
“金钥匙”

不久前，上海光明集团、

中粮集团、福娃集团、汇源
集团等 50 多家企业高层汇
聚虎林，谈项目，谋合作，求
共赢。

市长李志伟热情洋溢的
致辞引来阵阵掌声，他说：“企
业的正当需求就是对我们工
作的要求”。

为企业的正当要求做好
服务是虎林发展的金钥匙。

“服务就是生产力”，虎林市不
仅秉承着这一理念，更将它物
化成行动。

（下转第二版）

端头偏远虎林何以逆
势而上（三）

本报8日讯（记者李晶琳）国庆假
期，旅游丰收。省旅游委 8日公布，2016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
251.22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9%；实现旅
游收入 28.42亿元，同比增长 18.8%。

据介绍，“十一”期间，全省大部分地
区秋高气爽，适宜出行，居民的旅游需求
得到充分释放，自驾游、周边游、一日游持
续高位运行。调查显示，假日期间自驾游
比重由去年同期的30.5%上升到32.5%。

入省游显著增长，拉动过夜游收入
上升。全省各地以“五花山色·畅爽龙
江”为主题的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了

不同层次游客需求，吸引了众多外省游
客，有效地拉动了全省旅游收入及人数
增长。据统计，“十一”期间，全省接待外
省游客 73.25万人次，旅游收入 19.21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21.7%和 24.18%。外
省游客主要来自辽宁（19.5%）、吉林
（17.8%）、北京（9.9%）、山东（8.7%）、广东
（6.4%）、河北、浙江、江苏等地，客源地具
有地域上极远极近、经济发达、气候/民
俗/文化差异较大等特征。与去年同期
相比，来自辽宁、吉林两个地域邻近省份
和来自广东的比重增长较为明显。

（相关报道详见第六版）

“十一”黄金周 全省旅游实现双增长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 宋晨曦）加快
转变渔业发展方式，推动渔业转型升级
一直是我省渔业发展面临的课题。近
日，记者走访了我省多家养鱼基地和养
鱼专业合作社，养殖户改变传统养殖观
念，通过建设冬储池和冬钓馆，在寒冷的
冬季实现地产活鱼供应，让垂钓爱好者
享受垂钓乐趣。

记者来到距离哈肇公路 76.5公里处
的巴彦县少凌鱼种场，鱼塘边是不规则
的泥鳅稻田和白菜地，这种集养鱼、种
菜、种植水稻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模式
已不算稀奇。走进池塘边的一栋房子
内，别有洞天，这间房屋地下建设了泥鳅
冬储池，乾坤大挪移般将池塘水引入室
内。该鱼种场负责人介绍，冬储池通过
管线与蓄水池（越冬池塘）相通，用 2寸
水泵使冬储池和蓄水池内的水保持微流
水循环状态，以保证冬储池溶氧充足。
有了这个冬储池，冬天也能供应地产活
鱼。每个冬储池蓄水深度 3 米，每立方
米可贮存泥鳅 600 斤，冬储池可以贮存
泥鳅 250吨，而少凌鱼种场自产泥鳅 30
吨，这个冬储池可为其他养鱼户贮存鱼
类 220 吨。据记者了解，少凌鱼种场
1995 年建立，现有精养池塘 500 亩，稻
田 600亩，年产优质淡水鱼 500吨、泥鳅
30 吨，从 8 月份到现在，每天出鱼 1000
多斤，今年该鱼种场不但收获了品质优
口感好的泥鳅稻，还打出了有机酸菜的
品牌。

渔业也有物联网。在巴彦县呈祥水
产良种繁育基地，记者看到了荷花池塘
边的鱼米之乡景色，在成片的池塘边，
记者看到了现代化的养鱼设备，通过手
机 APP，可给鱼类增氧。而在监管平
台，可实时监控水中溶解氧、水温、鱼病
会诊信息等数据，实现智能控制，做到
养殖可追溯，渔业物联网应用于养殖实
践，养鱼户都说效果好。在该基地的室
内，1200平方米的多功能鱼类储存室已
翘首等待爱垂钓的人，这里可开展冬季
鲤鲫鱼垂钓，该基地负责人周呈祥告诉
记者，冬钓馆 2014年投建，投入使用后
吸引不少垂钓爱好者，通过冬储和室内
垂钓，他家自产的活鱼每斤价格比秋季集中出池增加 5元。

巴彦县源泉养鱼专业合作社位于巴彦县富江乡五岳村，这
家 2011年创建的养鱼专业合作社已由建立时的 10人发展到社
员 36人，养殖面积 2200亩，年产量 2000吨，该合作社理事长王
兆丰告诉记者，合作社以方正银鲫为主，还养殖鲢鱼、鳙鱼、草鱼
等鱼类，通过套养的方式，每亩可产鱼 2000多斤，通过大户带小
户，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实现增收。

巴彦县水产总站常彦民介绍，巴彦县是全省十个国家级商
品鱼基地县之一 。2015年全县养殖水面发展到 7.35万亩，其中
精养水面 2.1万亩，水产品产量 1.35万吨，渔业产值 1.35亿元。
全县有400多户从事渔业生产，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

省农委渔业局局长李伟介绍，近年来，我省各地围绕渔业增
效、渔民增收这条主线，不断加快渔业经济结构调整，抓好水产
品质量安全，全面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和具有区域特色的集约化、
规模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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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叫《鲁班》，书里那些独具匠心的
发明创造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也要成为鲁班这样的
人。”儿时的梦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鲁勇，他什么事都喜钻研、
爱琢磨。

鲁勇是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检修工区
工长，首席高级工人技师。

铁路电务系统的车载设备主要由机车信号和机车监控装置
组成，是技术密集型的装备。有人形象地把机车信号比喻成机
车的眼睛，将机车监控装置形容为机车的大脑。经过多年摸爬
滚打，鲁勇成长为车载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

潜心研制“练功台”

检修工区是由原来分别隶属于铁路电务和铁路机务的信
号、无线、监控三个工种的人员组成的。刚成立时，鲁勇工区从
事机车信号检修的工人，对故障发现和处理个个懵懵懂懂，提高
职工业务素质迫在眉睫。但是，检修的设备都在机车上，平日，
机务段的机车是不能随便让电务职工触碰的，培训上不了车，等
于在地面上学游泳，总是旱鸭子。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自己动手做。鲁勇组织职工成立了课题攻关组，模拟机车上的
车载设备，研制自己的练功台。他们利用工余时间，从查资料画
图纸做起，学习相关知识，设计模拟电路，引入电脑控制，连接车
载配件，反复改进，历经三个多月，最终，一台“工区制造”的“综
合智能练功台”诞生了。这个练功台由电脑连接控制，集“信号、
无线、监控”三个工种于一体，可模拟机车运行中发生的速度故
障；可演练地面分析机车运行状态；可模拟各种状态下的机车数
据参数；可自动生成故障点，自动生成考试卷。职工在练功台上
演练和上机车演练一模一样，培训效果大大提高。

鲁勇又买来软件编程书籍，钻研编程。他将各类故障编辑
成试卷，输入电脑，职工随机选取，实现了电脑答题和上机操作
一体化。 （下转第七版）

车载专业领域
的 行 家 里 手
记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电务段

车载设备车间检修工区工长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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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师生协同攻关纳卫星。 冯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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