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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省档案馆，至今还保留
着东华学校当年的招生广告。

1919 年邓洁民编写了《东华学
校成立纪念书》，上面记载了其教育
宗旨：“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
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
世能力。”

东华学校以南开学校为楷模，课
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活动均有意
师法南开学校，堪称第二个南开学
校。在学生中建立青年会、爱国会等
团体，师生间还联合组成国文学会、
英文学会、体育学会和新剧团，广泛
开展各种进步活动，成为哈尔滨早期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东华学校创办之初，校址设在傅
家店（现道外区）滨江公园前二十道
街路南，邓洁民故居斜对面。如今，
曾经的旧址上，已是高楼林立的居民
小区，只有从老照片中去触摸门前这
条老街上那些穿越了百年风云的珍
贵印记。

《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党史大事
记》对 1919年的记载中，有多条与东
华学校相关：5月 6日，五四运动消息
传到哈尔滨后，东华、育才、三育等校

学生、部分工人和市民 4000 余人举
行了示威游行。5月 23日，东华等学
校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
号，要求取消二十一条。6月 16日，
东华学校学生在街头演出《越南亡国
泪》等活报剧，以警同胞。6月 26日，
东华学校组织的赴京、津各校参观团
归哈，向市民报告京津学运情况，“以
资考境”。

在进步学生的带领下，商人罢市
工人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持五四运
动。12 月，滨江学界组织的演讲团
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市民抵制
日货。在反帝反封建、抗日图存的斗
争中，东华中学留下了勇毅前行的身
影。

作为年轻的教育家，邓洁民倡导
新文化及教育改革之新思想，吸引了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到校任教。东华
学校的教师中，除许多南开校友外，
还有张西曼，曾在位于海参崴的帝俄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东
方大学）学习，较早接受进步思想，东
华学校里“有不少张西曼世界革命精
神的体现”。

一所学校，哈尔滨的“南开”

本报讯（刘洪军 记者刘畅）日前，北
大荒集团宝泉岭分公司召开 2021年旱田
播种定标现场推进会，207万亩旱田进入
播种高潮。

在军川农场有限公司广源管理区旱
田播种现场，春季分层施肥机、200公斤施
肥量的播种机、13米镇压机、深松机、马佐
蒂自走式喷药机等 7台大马力机车，开始
进行全程高标准作业。现场通过与传统
播种机播种深度和密度做现场对比，新引
进的马佐蒂自走式喷药机做作业效果展
示。

今春，宝泉岭分公司引进 120马力及
以上轮式拖拉机 84台、电控高速精量播种
机等先进设备 48台、进口大型自走式喷药
机 5台，进一步夯实了旱田作业机械力量，
有力保障了旱田高标准作业质量。

“电控精量播种机与普通精量播种
机相比，每小时作业速度提高约 2公里~3
公里，每天可播种 530 亩，播种更加精确
均匀，全程电脑监控，减少了人员上下车
调节次数，降低了劳动强度，操作更加便
捷、智能。”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
贲继昌这样介绍电控高速精量播种机的

优越性。
据介绍，宝泉岭分公司计划奋战 30天

高质量完成春播生产工作。近日，抓住晴
好天气、气温回升的有利时机，抢墒播种，
循序推进旱田播种工作，保证一次播种保
全苗。以跟进作业环节严卡标准，坚持田
间检查和一线指导相结合，保障技术措施
到位率。充分发挥今年新引进的先进机
械优势，采取播种、镇压一条龙作业，实现
100%封闭除草，在播种期间做好防灾减灾
和人工增雨防雹工作，防止后期干旱，确
保播种后苗齐、苗全、苗匀、苗壮。

本报20日讯（记者闫紫谦 薛立
伟）为客观反映公众的所需所想所
盼以及对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
评价，揭示公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20日，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委员会发布了《黑龙江省 2020 年度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众满意度调查
报告》。据了解，2020年全省污染防
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全部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从调查结果
看，92.18%的被访者认为生态环境
质量较上年有所好转，公众对水、大
气、土壤环境质量的满意度均超过
八成，较上年均有所提高，人民群众
对环境质量改善普遍认可。

本 次 调 查 覆 盖 全 省 13 个 市
（地），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5819
份，调查结合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实际，设计 8大方面 36个问题，包
括公众基本情况、生态环境整体情
况、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土
壤环境质量、固体废物污染情况、其
他污染情况、生态环境部门工作评
价及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意
见建议。

在空气环境质量方面，超过五
成的被访者认为“三重一改”散煤治
理、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等工作
对全省空气环境质量改善起到了积
极作用。调查结果显示，88.78%的
被访者满意空气环境质量，较上年
提升 2.56个百分点。在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的诸多方面中，65.02%的被
访者认为空气质量改善最为明显。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2020年，全

省 62 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74.2%，高于考核目标 14.5 个百分
点。根据调查结果显示，80.11%的
被访者满意污水处置工作，较上年
提高 2.63个百分点。82.74%的被访
者满意水环境质量，比上年提高 2.16
个百分点，认为存在水污染情况的
比率从上年的 52.21%降低到 2020年
的 47.28%，降幅达 4.93个百分点，公
众对水环境质量的满意度连续两年
有所提升。

土壤污染治理成效获得肯定，
67.54%的被访者认为土壤污染对人
体健康有影响，67.93%的被访者认
为增加有机肥使用可以改善土壤环
境质量。84.65%的被访者对土壤环
境质量表示满意，比上年提升 1.9个
百分点。

在调查中，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也 引 起 了 被 访 者 的 广 泛 关 注 。
79.99%的被访者对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工作表示满意，71.38%的被
访者知道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44.91%的被访者认为本地存在
固体废物污染。

同时，调查结果反映，83.92%的
被访者对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情况表示满意，
89.05%的被访者对进一步加强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充满信心。

调查报告还就要持续巩固改善
水环境质量、加快推进大气污染治
理、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强化固
体废物污染整治、构建现代化环境
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 2020年
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

92.18%的被访者认为
生态环境质量有好转

本报 20 日讯（记者闫紫谦 薛
立伟）20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
2020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根据相关数
据显示，2020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良好，和“十二五”末比，从空气
环境质量看，2020 年全省空气环境
优良天数比例为 92.9%，较 2015 年
提高 6.0 个百分点。地级以上城市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为 61 天，
较 2015 年减少 67 天。从水环境质
量看，62 个国控考核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为 74.2%，高于国家考核目标
14.5 个百分点，较 2015 年提高 11.3
个百分点。从土壤环境质量看，受
污染耕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分
别达到 92%、100%，完成国家要求。

据了解，2020年，我省全面贯彻
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污染防治攻
坚战 13项总体指标 144项具体任务
全部完成，“十三五”约束性指标全
部实现，2019 年成效考核位列全国
优秀序列。蓝天保卫战，实施散煤
污染治理“三重一改”攻坚行动，全
省削减散煤 319.51万吨。累计淘汰
改造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10 蒸吨
及以下小锅炉 3302 台，实现超低排
放煤电机组 106 台，治理“散乱污”
企业 1454 家，搬迁改造危险化学品
企业 38 户。秸秆禁烧取得重大战
果，2019~2020 年度禁烧期降至“零
火点”。碧水保卫战，深入实施松花
江流域治理，国考断面劣 V 类全部
消除，倭肯河治理受到国务院通报
嘉奖。 44 条城市黑臭水体全部治
理，72 个老工业集聚区实现污水集
中处理，43 个县级以上水源地保护
区 208 个环境问题全部整治。净土
保卫战，125 个县（市、区）完成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优先保护
类占比 99.87%。全面完成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完成信息采集和风
险筛查地块 1235个。开展全省工业
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实施
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固体
废物零进口法定目标提前实现。美
丽乡村保卫战，完成 1400 个建制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编制实施全省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和 110 个县
域治理专项规划，45 个县级以上饮
用水源地 222 个村屯生活污水收集
工程全部完工。原生态保卫战，严
格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持续开展“绿
盾”自然保护区强化监督专项行动，
整治完成自然保护区“四类重点”问
题 319个。

报告指出，我省坚决打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紧盯医疗废
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周
密部署环境管理工作。2020年全省
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6万吨，医疗废
物 集 中 处 置 能 力 较 2020 年 增 长
48%，实现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
监管与服务 100%全覆盖、医疗废物
收集转运和处置 100%全落实。632
个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污水全部
处理，投入 4873万元支持 17家医院
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今年，全省紧紧围绕“十个新
突破”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
破”目标任务，努力提升环境生活
品质让人民群众满意、优化营商环
境让企业满意“两个满意”，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三个
治污”，实施减污降碳、精准治污、
亮剑护绿、科技赋能“四个行动”，
把降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环
境依法治理，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
引领作用，坚决守好自然生态安全
边界，全力打造美丽中国的龙江样
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2020
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全省去年空气环境
优良天数比例为92.9%一处故居 一所学校 一个驿站

邓洁民和哈尔滨东华学校
□本报记者 井洋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
街与北十九道街交口的转角
处，一座巴洛克式青砖小二楼
已修缮一新。绿色的木质窗
框里，老式地板泛着暗红色的
光泽，还能闻到油漆的味道。
这里是周恩来早年来哈居住
地抢救性修缮工程现场。

日前，记者来到靖宇街 23
号这座老建筑面前，内心充满
敬仰。一栋老房子，钩沉出一
百多年前这个城市一段重要
的红色历史和一串闪光的名
字。

在靖宇街 23 号，周恩来早年来哈
居住地抢救性修缮工程现场，该工程项
目部临时党支部书记谢毅介绍：“这座
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建于 1911年。通过
参与这个项目，我们了解到一段珍贵的
历史，周恩来总理早年来哈尔滨曾两次
住在这里。能为修复这一红色遗迹出
力，感到很荣幸。”

“那时，这座房子的主人叫邓洁民，
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念书时的校友。”
在党史专家的讲述里，邓洁民的形象鲜
活起来。

邓洁民，1890 年出生于宾州厅城
里（现宾县），曾任滨江道台衙门俄文通
事。 1909 年赴北京汇文学校读书，
1912年转入天津南开学校就读。1914
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早稻
田大学，邓洁民结识了李大钊，二人同
学法政，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
舍。邓洁民原籍河北乐亭，与李大钊是
同乡，更因志同道合二人亲如兄弟。

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党史
编研处副处长边清山介绍，1915年，日
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
理要求，胁迫签订中日军事密约，激起
留日学生爱国义愤，群起反对卖国条
约。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领导了这一运
动，李大钊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负责
人，起草并发出呼吁全国人民反对日本
侵略的通电，邓洁民始终跟李大钊战斗
在一起。

1917 年回国后，抱着教育救国的
愿望，邓洁民在哈尔滨筹办东华学校。

当时哈尔滨教育落后，除外侨学校外，
仅有中学一所。“目击吾国学术不振，人
才萎弱，怒然忧之”，邓洁民决心从振兴
教育入手，培养人才，“孕育东华之人
文”。遂联络同记工厂总经理赵禅唐、
天丰源商号主任兼公立储蓄银行总经
理吴万选、吉林省议会议员刁荫堂、顺
和裕机器油厂兼农产信记公司理事长
于冲湘等组成董事会，并得到在哈南开
校友霍占一、于芳洲、赵松年、白一震和
留俄学生张西曼的支持。经过半年的
艰难筹办，1918 年 4 月 1 日，哈尔滨东
华学校落成，邓洁民担任校长。

在邓洁民故居，哈尔滨市道外区统
战部四级调研员刘燕指着靠北面的窗
户介绍，周恩来早年来哈尔滨两次住在
这里。

1917 年暑假时，周恩来借去铁岭
看望堂伯父之便，专程北上看望邓洁
民。周恩来住在邓洁民家里，为邓洁民
筹办东华学校出谋划策。

1920 年秋，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
学之前，再次来到哈尔滨向邓洁民和其
他南开校友辞行。这一次，他在邓洁民
家住了十余日，关心邓洁民办学，讨论
如何办好东华学校，探讨青年人最关心
的国家社会之前途。此时的周恩来，已
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跟马骏等在天
津组织了“觉悟社”。他多次到东华学
校发表演讲，介绍北京、天津五四运动
的情况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周恩
来此行，使邓洁民的思想受到新的启
迪。

一处故居，周恩来曾两次居住在这里

“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马骏也与
东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边清山介绍，
同是邓洁民南开校友的马骏，上世纪
二十年代初多次来哈尔滨，都住在东
华学校。1920年 8月，马骏来到哈尔
滨，邓洁民就把校长室隔出一半，里间
作马骏的卧室，外面自己办公。马骏
在东华学校期间，昼出夜归从事革命
活动，还经常为学生授课、发表演说。

1922年 2月马骏回宁安探亲，路
过哈尔滨再次住进东华学校。此时，
正值反对帝国主义明目张胆侵犯我
国主权的华盛顿会议，哈尔滨各界群
众也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在
马骏的启发下，进步青年韩迭声、于
芳洲、张树屏等组织成立了哈尔滨救
国唤醒团。在这一进步组织领导下，
哈尔滨各界群众掀起了反对“华盛顿
会议”斗争，东华学校师生积极参
与。校长邓洁民还参加了哈尔滨救
国赎路会的工作，不久被选为赴京请
愿代表，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东华学
校一时成为赴苏人员的落脚之地。
1921年 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张
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委托
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
任中国科书记，途中路过哈尔滨，经
李大钊介绍到东华学校，请邓洁民帮

助办理出国手续。为了避免住在宾
馆受到地方警察的盘查，邓洁民请张
太雷住在东华学校，由该校教师张昭
德出面协助办理出国手续，帮助张太
雷安全赴苏。

那段时间，东华学校成为国内革
命者赴苏俄学习和考察的中转站。
而东华学校得风气之先，他们宣传新
思想，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在广大师
生心中播撒下追求光明的火种。

1923年改为公立东华学校。同
年，中共北京区执委派陈为人、李震
瀛来哈尔滨筹建党团组织时，把这里
作为开辟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他
们发展的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中，刘天佑就是东华学校的教员。

1926年 8月，东华学校收归东省
特别区教育局，改名为“东省特别区
第二中学校”。学校也迁至许公路，
即现在的道外区南极街 76号，哈尔滨
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校院内。这一
年 4月，邓洁民在天津不幸英年早逝，
年仅 36岁。但他身后留下的学校，已
成为哈尔滨地区学生反帝反封建传
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中心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这里走出的
大批进步学生奔赴抗日救亡最前
线。东华学校，也成为哈尔滨一段波
澜壮阔的红色征程的见证。

一个驿站，早期革命者在此落脚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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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川农场有限公司引进马佐蒂自走式喷药机进行
封闭除草作业。 贾鸿雨摄

哈尔滨东华学校旧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 23号，邓洁民故居。 侯军摄

哈尔滨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1890～1926）。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侯军翻拍

（上接第一版）会议指出，要强化组
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
党政同责要求，把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农
业农村压倒一切的任务来抓。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肩负主体责任，强化粮食
生产的调度和技术指导，确保各项工作
任务落到实处。加强协调配合，各涉农
部门要认真履行好各自职责，强化协作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科学统筹，稳
步推进生猪生产恢复，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畜禽养殖安全。要提高春夏
菜育苗质量，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菜、安
全菜。要认真抓好农民增收工作，不断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抓好高标准农田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项目招商引资等工作，促进农业农村
经济全面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观摩了北林区
水田整地、水稻育苗、种业创新、旱田播
种、旱田整地等现场。绥化市、北大荒
集团、甘南县、嫩江市、富锦市、双城区
从不同侧面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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