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新闻5
E-mail：hrbnews@sohu.com

责任编辑：薛 婧（04510451-84655473）

执行编辑：刘 莉（04510451-84655327）

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 马智博

“亲爱的，很怀念我们在哈尔滨度过
的童年时光，我真的很想念你。”“祖父祖
母，还记得我吗，我来看望你们了。”6月 28
日，世界原居哈尔滨人参谒皇山公墓活动
举行，众多原居哈尔滨人来此追根溯源、
寻亲觅友，为阔别已久的他们献上一束鲜
花，传递一份哀思。

在当天参谒的人群中，记者见到了一
个熟悉的身影，曾经采访过的加拿大原居
哈尔滨人巴莉雅。手捧鲜花的她在志愿者
的搀扶下，似乎在墓园里寻找着什么。“我
在找我的一个朋友，在哈尔滨生活时，我们
很要好，她嫁给了一位中国人，并在去世后
安葬在这里。”巴莉雅用汉语娓娓讲述着她
要找的人，焦急的目光不住地四下搜寻。
凭着曾经的记忆，巴莉雅寻找着，但始终无
果。尽管天气炎热，年事已高的巴莉雅却
丝毫没有放弃，不断扩大搜寻的范围。“巴
莉雅，在这里，快来……”听到朋友的呼唤，
巴莉雅十分兴奋，疾步赶去，“亲爱的，我终
于找到你了，还记得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光
吗，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在友人的墓
碑前，巴莉雅难掩激动，泪水不住地在眼中
打转，声音也几度哽咽。擦擦墓碑、献上鲜
花，巴莉雅久久不愿离去。

在墓园内，一位双手拄着拐杖的老人
格外醒目，虽然行动不便，但老人依然坚
持走到亲人墓碑前祭拜。“我是老哈尔滨
人，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六位亲人
都安葬在这里。”老人告诉记者，她叫尼古
拉耶夫·娜塔莉娅·尼古拉耶芙娜，1941年
在哈尔滨出生，并在这里生活了 20年。“哈
尔滨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亲人们在此安
葬，与这座城市的情缘更是无法割舍。”老

人激动地说。
同样，以色列人伊斯特尔·阿龙也在

墓园内执着地寻找着，“我的外祖母和姨
夫都安葬在了哈尔滨，多年来我们一直在
寻找他们的墓地，但却始终无果。”一边找
寻着，伊斯特尔·阿龙一边告诉记者，受家

人的委托，她对亲人墓地的寻找从未间断
过。然而，让伊斯特尔·阿龙惊喜的是，在
众多墓碑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天
呢，这是当年在哈尔滨为我们全家治疗过
疾病的医生。”望着墓碑，伊斯特尔·阿龙
十分惊讶和激动，并为记者讲述了许多关

于他们全家与这位医生当年交往的故
事。“虽然没有找到亲人的墓碑，却意外地
找到了友人的安葬处，也是不虚此行了。”
伊斯特尔·阿龙说。

图为世界原居哈尔滨人在墓碑前敬
献花束。 本报记者 苏强摄

为阔别已久的他们献上一束花
世界原居哈尔滨人参谒皇山公墓侧记

□本报记者 韩波

走进中国·哈尔滨国际农业博
览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
声轰鸣的施工场面，像炎炎烈日一
样火爆。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了解
到，今年底，该项目将完成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的施工建设，农业
博览中心展览馆主体将封顶。为完
成这一目标，项目施工正在昼夜兼
程加速推进。

据了解，为推动我省农业供给侧
改革，带动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由
北京华鸿集团与中信信托共同打造
的中国·哈尔滨国际农业博览中心项
目，将建起现代化专业农业展馆、现
代农业发展大厦、科技大厦、农产品
交易所、农业金融中心、现代农业企
业孵化器总部、世界现代农业高峰论
坛永久会址等地标性建筑群，并面向
国际市场，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平
台。2015年 2月，世界贸易中心协会
主席亲自为该项目授牌，中国·哈尔
滨国际农业博览中心项目被冠名授
权为“中国·哈尔滨世界贸易中心”，
成为目前全球首个以农业产业为主
题的世贸中心。

项目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项目占地面积 50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00万平方米，总投资 200

亿元。包括哈尔滨国际农业博览中
心、哈尔滨世界贸易中心和哈尔滨华
鸿欢乐城三大板块，将成为集会展、
科技、金融、商务、产业、文化、旅游于
一体的新兴产业新城。

为与国际高品质农业产业发展
无缝接轨，中国·哈尔滨国际农业博
览中心项目建设团队多次赴美国洛
杉矶、达拉斯等地考察农博中心成功
案例，聘请世界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对
项目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并与世界著
名展览公司合作，融合国内外农业科
技资源、金融资源，打造“农业硅谷、
农业华尔街、农业达沃斯”的会展品
牌形象，以吸引国际高端产业论坛峰
会、展览展销会、商务洽谈会聚集于
此。初步统计，这里每年举办的国际
性论坛、展会将达到上百场。

据悉，获得“中国·哈尔滨世界贸
易中心”冠名授权后，该项目迅速跻
身世界 330多个城市共享的世界贸易
组织平台网络，享有国际一体化地标
设施，同时享受世贸中心联合经济体
的国际商贸服务。记者了解到，近
日，纽约世贸中心与北京国贸中心再
次与北京华鸿集团牵手，哈尔滨世贸
中心再添羽翼。目前，为加速打造以
农业为主题的世界级名片，350 米摩
天地标建筑以及 6栋超规模甲级写字
楼集群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打造全球首个以农业产业为主题的世贸中心

哈尔滨国际农博中心
项目建设提速

大 项 目 直 击

□文/摄 本报记者 陈贺

28日下午，参加世界原居哈尔滨人交
流大会的20余位波兰籍“家乡人”，来到了
位于哈市东大直街的“老巴夺”烟厂旧址。
斑驳的墙砖虽然已被多次清刷粉饰，但却
依然清晰记录着几代人的故事和回忆。

来自波兰 67岁的罗蒙德·奥兹维奇
一下车便放慢了脚步，深情地环视着四周
的门房，缓缓将目光定格在了二楼的几间
橱窗。烟厂的工作人员说，“老巴夺”香烟
的创始人是波兰籍犹太人，一个世纪前，
他们就是在这里开启了“老巴夺”的历
史。现在为了保护这些老建筑，这里已经
不再生产香烟了，将建成一家博物馆。得
知这个消息，罗蒙德·奥兹维奇十分感动：

“这个地方对我们很重要，谢谢你们把这
一切保护的这么好。”随后，老人掏出了几
枚印有“哈尔滨人俱乐部”的胸章，亲手别
在了几位烟厂工作人员的胸前。

罗蒙德·奥兹维奇与哈尔滨和老巴夺
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他说，1904
年，他的爷爷就来到了哈尔滨，他和他的
父亲都出生在这里。父亲很好学，1931
年毕业于铁路技术学校，同年，又在牡丹
江参加了一个农机驾驶和操作的国际课
程的学习。随后，他在哈尔滨还读过音乐
学校。

罗蒙德·奥兹维奇回忆，1935年，父亲
开始在老巴夺烟厂工作，1942年，他的父
母在哈尔滨结婚了，家里至今仍然保留着
他们在哈市注册时的结婚证。那个时候
的结婚证很有意思，还特别注明——婚后
女方要改为男姓。婚后他们和姥姥家人
生活在一起，继续住在巴山街48号。罗蒙
德·奥兹维奇说，1950年，他出生于哈尔滨
铁路医院，3岁时随家人回到了波兰。

如今，罗蒙德·奥兹维奇是波兰什切
青哈尔滨人俱乐部的主席，俱乐部有近
40 名会员，收集了大量哈尔滨城市建筑
的老照片，并定期在波兰举办图片展，以
表达他们对于哈尔滨的怀念。

图为烟厂的工作人员向罗蒙德·奥兹
维奇赠送老巴夺史料的纪念册。

“老巴夺”见证的难忘情缘

□文/摄 本报记者 邢汉夫

28日，十余位参加世界原居哈尔滨人

交流大会的以色列籍犹太人乘车赶往哈
尔滨犹太新会堂，俯拾那些散落在历史长
河中的记忆。

对很多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堂犹如一
座藏有珍贵回忆的“博物馆”，充满着过往
生活的印记。走进教堂，一幅巨大的黑白
照片占据了半面墙壁，照片上的人们觥筹
交错，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人
群中有人喊道：“左边那两个人是我的祖
父母！”说话的人是因巴尔·利蒙，她情绪
激动，指着照片的手微微颤抖，这突如其
来的惊喜，也让她儿子亚当·利蒙惊讶极
了。母子俩兴奋地站在照片下，与亲人留
下一张穿越时空的合影。

因巴尔·利蒙在哈尔滨出生，两岁时离

开这里。当年，她的祖父母早已融入这个
城市，在这里生活并老去。如今因巴尔已
经 69岁。“这是我离开哈尔滨后第一次回
来。能以这种方式跟逝去的亲人合影，真
的很兴奋。这趟旅程让我的儿子对家族有
了更多了解，也加深了他对哈尔滨的印
象。”因巴尔·利蒙告诉记者。

一行人顺着楼梯拾级而上，可见犹太
新会堂金色穹顶、马蹄形门窗都装点着犹
太建筑标志性饰物。“历经了近百年的沧桑
还能保存的这么好，太不容易了！”参观完
犹太新会堂伊斯特尔·阿龙不禁发出感
叹。这次她参观了所有在哈的犹太历史
遗址，这些保存至今依然风韵犹存的建
筑，让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居哈尔滨犹太人

与哈尔滨紧紧相连，让原居哈尔滨犹太人
对哈尔滨这座远方故乡的一份乡愁有了
实实在在的寄托。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犹太新会堂于
1921年落成，带有明显的犹太建筑风格，
为远东地区最大犹太会堂。“2004年，哈尔
滨市对遭严重毁损的会堂进行了全面修
缮和保护性加固，使立面复原、穹顶重现、
廊柱一新，成为近年来原居哈尔滨犹太人
及其后裔寻根‘故乡’的必访之地。”现场
讲解员告诉记者，哈尔滨有十几座保存较
好的犹太建筑，其中代表性的建筑有犹太
总会堂、犹太新会堂、马迭尔宾馆等。

图为世界原居哈尔滨人在哈尔滨犹
太新会堂内参观。

俯拾历史符号架起友谊桥梁

□文/摄 本报记者 刘艳

“一踏上这片故土，那些美好的记忆不
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有生之年，还能回来
看看，我的内心很激动，现在的哈尔滨，已经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仍能从中找到从
前的感觉和熟悉的味道。”76岁的俄罗斯原
居哈尔滨人尼古拉耶夫·娜塔莉娅·尼古拉
耶芙娜感慨道。28日，满载着近百位世界
原居哈尔滨人及他们后代的大巴车穿越哈
尔滨的大街小巷，伴随着沿途美景和一路
欢歌笑语，他们带着兴奋与期待，走进黑龙
江省博物馆、圣母守护教堂、中东铁路公园，
开启一场追寻哈尔滨记忆的温馨之旅。

驻足欣赏、细细品味、轻声交流……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内，这些“老哈尔滨人”

参观了黑龙江俄侨文化文物展。于 16日
精彩亮相的黑龙江俄侨文化文物展是在
馆内原俄侨博物馆的基础上重新升级打
造的，并将进行长期展出。150余件珍贵
的文物通过实物、图片、文字、触摸电子
屏、VR 虚拟现实技术、定向音罩等科技
手段以及场景还原等方式，再现了俄侨在
黑龙江的生活点滴，打造中俄文化交融的
平台。“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实物，
就想起当年在这生活的快乐时光。”尼古
拉耶夫·娜塔莉娅·尼古拉耶芙娜说，1941
年 4月，她出生在哈尔滨，和她的父母在
这生活了 20年，当时就住在秋林公司附
近，她还记得那时候买粮食要用粮票。她
的其他亲人也在这里生活多年，整个大家
族的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延续了 60年。

像尼古拉耶夫·娜塔莉娅·尼古拉耶芙
娜一样，很多世界原居哈尔滨人都对曾
经在哈尔滨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美好
记忆。俄裔澳大利亚籍原居哈尔滨人瓦
莱克说，他离开这里已经有 55年了，4岁
之前生活在这里。离开这里之后，他的
爸爸妈妈经常跟他说起在哈尔滨生活的
事情，让他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现在
回来看到哈尔滨如此美丽，更增添了一
份对家乡的喜爱和不舍。

图为世界原居哈尔滨人参观黑龙江
俄侨文化文物展。

寻找哈尔滨熟悉的味道

本报讯（记者刘艳）记者近日从哈
尔滨市社保局获悉，哈市基本养老保
险网上服务系统 7月 1日起开通个体
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联系信息修改、参保缴费状态修
改、缴费档次选择、录入和更换缴费银
行账号 5项业务功能，参保人员基本
养老保险汇总账户、缴费流水、个人权
益记录单 3项查询打印功能，后续还
将开通个体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补缴等业务功能，这将惠及

全市 40万个体及灵活就业人员。
今后，哈市辖区内（道里、道外、南

岗、香坊、平房、松北区）个体及灵活就
业人员，在每月1日至25日全天24小时
均可自行登录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官网，点击首页功能栏中的

“网上服务大厅”办理上述业务。另外，
在哈市社保局参保缴费的企业职工也
可以使用本系统查询本人的参保缴费
信息，不需要再到各区社保局窗口办理
上述业务，减少办事人员的往返奔波。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可网上办理

本报讯（杨志勇 记者马智博）日
前，哈尔滨市首家道路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汇集事故
定责、车辆定损、保险理赔、公估机构
等七位于一体，市民能够一站式办结
涉及轻微交通事故的所有业务。今
后，哈尔滨市区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
故，各方车辆损失均不超过 2000 元
的，不管当事人双方有无争议，手机
拍照取证后，就可挪移车辆到“快处
快赔”中心处理即可。最快轻微交通
事故理赔款 15分钟到账。

据了解，该中心位于道里区机场
高速与阳明滩大道交汇的西南处，占
地面积 2600平方米。12家保险公司
入驻并建立服务窗口，目前已涵盖哈
市 90%以上车辆保险，车主在服务大

厅内便可进行保险理赔。
据介绍，“快处快赔”中心将只负

责哈尔滨市主城区道路上每日早 7时
至 19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且事故车辆
可自行移动，交强险及商业险在有效
期内，当事人驾驶事故车辆可自行到
快处快赔中心处理。事故发生后 24
小时内，事故各方当事人应约定时
间，携带驾驶证、行驶证、车辆保险单
及事故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驾驶事
故车辆前往“中心”履行快处流程，逾
期将不予受理，由属地交警部门办
理。“快处快赔”中心启动当日，其微
信平台同步开通，事故当事人通过手
机微信登录该平台，按平台引导拍摄
照片后即可移动车辆，防止事故占道
引发交通拥堵。

首家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成立

本报讯（王迪 记者李爱民）28日，
经过多项评估认证，哈尔滨市体育局为
哈尔滨万达娱雪乐园授牌，将其认定为
哈尔滨市体育项目后备人才基地。

据了解，哈尔滨万达娱雪乐园是全
球最大室内滑雪场，具有完善的硬件设
施及齐全优质的配套，全年恒温零下5
摄氏度，设有 6条不同难度的雪道，及
1.5万平方米超大娱雪区，可容纳 3000

名游客滑雪、娱雪。与此同时，哈尔滨
万达娱雪乐园的滑雪学校有40名专业
滑雪教练，可针对 4岁~30岁不同年龄
的学员进行不同专业程度的滑雪教学
及训练。此次哈尔滨万达娱雪乐园成
为哈尔滨市体育项目后备人才基地，将
为其与当地政府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基
础，也将为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吸纳专
业冰雪运动员新生力量搭建桥梁。

万达娱雪乐园成体育项目后备人才基地

本报讯（记者刘莉）日前，哈尔滨市
民嘉年华系列文化活动之“魅力青春”
大学生艺术活动周哈尔滨学院专场演
出在松花江畔防洪纪念塔广场开幕。

据了解，本场演出以“迎风飘扬的
旗”为主题，以爱国爱党题材的作品贯
穿，共向市民呈现了声乐、舞蹈、器乐、
合唱等 16个节目。其中钢琴协奏曲
《黄河》、女声独唱《祖国我为你干杯》、

二重唱《共筑中国梦》等一首首耳熟能
详的经典之作，不仅呈现了较高的艺
术水准，更让市民感受到激荡的爱国
情怀。由哈尔滨学院学生排演的《哈
学院版南山南》、男生小合唱《游击队
之歌》、歌舞表演《十送红军》等展现出
了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与艺术创造力。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刘莉摄

哈尔滨学院专场演出亮相松花江畔

□本报记者 井洋 韩波

“作为市长，我为在世界各地有这么
多的原居哈尔滨人而骄傲。在这里我要
转达哈尔滨人民向世界各地原居哈尔滨
人的问候，哈尔滨是世界原居哈尔滨人
的家乡，哈尔滨的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
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28 日，在世界原
居哈尔滨人交流大会举行的座谈会上，
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的一席话，让 7位来
自不同国家的原居哈尔滨人代表倍感温
暖。座谈会围绕哈尔滨市上个世纪初外
侨聚居历史的挖掘与研究，针对未来更
好举办原居哈尔滨人大会，听取嘉宾和专
家的意见。

市长的诚意和与会嘉宾的乡土亲情，

使座谈会气氛热烈而亲切。“我是哈尔滨
人，也是哈尔滨的友好使者。”每位与会者
对故乡的情谊溢于言表，而他们迫切的渴
望，是加快挖掘整理哈尔滨外侨聚居历
史，保护和修缮承载那段历史印记的老建
筑，让侨民与城市的情感世代相传。以色
列犹太历史研究专家丹·本-卡南说，哈尔
滨对犹太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修缮，令原居
哈尔滨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后代倍感欣
慰。如果能更多恢复上世纪初各国侨民
的独特历史遗迹，将会为哈尔滨打造历史
文化名城增添更多内容。美国作家、颐园
街 1号主人后代朱莉·索马克说，应该对各
国侨民的历史遗迹，做一些个性化的解
读，还原真实的历史故事与相关人物。她
说：“我的父母当年来到哈尔滨时，不会说

中文，从一无所有到白手起家，和哈尔滨
人民一道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希望
通过这些老建筑的故事，让哈尔滨的年轻
人、老侨民的子孙，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
的历史变迁。”

发言中，大家希望利用互联网手段，
对史料进行数字化整理，方便分布于世界
各地、年事已高的原居哈尔滨人共同分
享、深入挖掘、及时补充更丰富的内容，从
而完整保存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多国侨民
聚居哈尔滨的生动史实。

座谈会上，每位代表都以哈尔滨人的
身份，传达对故乡的深情，而他们更想做
的，是让这样的情感历久弥新，代代相
传。来自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基·马卡罗
夫，年仅 49岁，创建并多年担任鄂木斯克

老哈尔滨人俱乐部的领导人，他愿意以自
己的努力，汇集各国侨民资源，特别是年
轻一代，助力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他说，
哈尔滨正在搭建一个大平台，向世界各地
传递和平友好的信息和保护历史文化的
诚意。

宋希斌认真倾听、记录，并不时与嘉
宾对话交流。他表示，要把座谈会上的
建议形成备忘录，作为未来深入开展好这
项活动的重要支撑。要办好世界原居哈
尔滨人网站，吸引更多年轻人对城市历史
文化的关注。他指出，世界原居哈尔滨人
交流大会旨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深入整理挖掘哈尔滨市外侨历史，拉紧情
感纽带，加强心灵沟通，夯实人文合作的
基础。

市长对话“家乡人”诚邀“常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