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县里还依托伊利龙头企
业，建立奶源质量可溯奖励机制和优质
优价机制，依据牧场规模，划分等级，以
质论价，有效调动牧场规模发展的“劲头
儿”。

2013年、2014年省里出台了标准化
示范牧场建设项目，2016年出台了“两牛
一猪”项目，林甸县立足县域产业发展特
点及实际需求，积极争取，严格按政策落
实。特别是“两牛一猪”政策，林甸县落
得最实最到位，林甸奶业迈入发展快车
道。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本级资金 4200
万元，争取标准化示范牧场建设及“两牛
一猪”项目补贴资金4.78亿元，办理活体
贷款2.8亿元，撬动社会资本6.5亿元，新
建扩建规模牧场30处。林甸现代奶业发
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第二跳 大数据加持智慧管理
在县畜牧局信息服务中心的大屏幕

上，每一头入档奶牛都对应着一组组的
数据：饲料投放量、孕检情况、配种天数
等等一目了然，数据在变动的同时，系统
会自动发出警示信号，管理者依此下发
操作指令……这个能发指令的“大脑”就
是数字化奶业管理平台。

科学管理的及时跟进才能有规模化
养殖的“树大根深”，林甸的决策者深谙
此道。2018年，林甸县就启动全县数字
奶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全力打造智慧牧
场。该平台采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
术，整合畜牧业决策指挥、牧场生产管理

和技术服务支撑系统，推动林甸县畜牧
业向现代化、精细化和数字化转型升
级。目前，该平台已将林甸县17个牧场、
3.5万头奶牛纳入管理，计划在年底前，
将县内所有奶牛养殖场都纳入到信息管
理系统内。

传统奶业与大数据对接，这是林甸
奶业跨越发展的“第二跳”。

“平台强大的整合和分析数据的功
能可以及时解决生产前端问题，减少后
期损失。”林甸县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刘慧鑫说，原来奶牛配种都靠人工寻
舍来发现，很容易出现误差，错过一个配
种期，一头牛平均将减少600公斤的产奶
量！而今这个智慧管理系统可以规避掉
许多这样类似的损失。

“养好牛”还要“产好奶”。优质奶源
是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林甸县
牢牢抓住“优质”这一关键点，不断强化
奶业发展技术支撑和质量监管，向科学
管理要效益。严把奶牛种源质量关，加
大奶牛繁育改良力度，连续9年坚持使用
国外优质进口冻精和性控冻精；严把饲
喂源头质量关，大力推广青贮玉米种植
20万亩，采取TMR饲喂技术。有数据表
明，林甸牛奶的生鲜乳脂肪、蛋白、干物

质理化指标均高于其他地区。
目前，林甸县已成为安慕希、金典、

金典有机奶等高端液态奶的生产基地，
同时也是伊利公司在全国的优质奶源核
心基地之一。

花园镇的永兴牧场是全县32个牧场
中唯一一个具有欧盟标准的社会牧场。
这里的奶质优良，脂肪、蛋白质指标高于
全县平均值。“我们这里的牛奶是全县最
好的，刚端进来就能闻到满屋子的奶
香！”永兴牧场场长宣海森介绍，从采购
草料到奶牛卧床、加微量元素等各个饲
养环节都要做到细之又细，甚至苛刻到
要照顾奶牛的心情。

第三跳 形成闭合式全产业链
近年来，林甸深入开展与大企业的

合作，紧盯市场新需求，以品质撬动市
场，弥补奶业链短板，全面提升现代奶业
竞争力。

2015年，为进一步提升牧场管理能
力，提高牧场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
水平，县里组建了奶业服务与管理小
组。包括东北农业大学专家、县级专业
干部和伊利的技术人员在内，这个小组
常年保持 8~10个人，一年 365天在牧场

巡回指导，全县奶牛牧场的饲养管理水
平和牧场业主经营理念明显提升。今年
1月份，永兴牧场、众晔牧场被评为国家
级畜禽养殖标准化工场，奶业服务与管
理小组功不可没。

与伊利集团的合作步步扎实：2017
年投资 3亿元更新升级生产线，2018年
投资 26亿元建设日加工 1500吨高端液
态奶加工厂……伊利公司现在一年的牛
奶加工能力可达 70万吨以上，这在全国
也数一数二。

养殖量扩大产生更大量的粪污和病
死畜禽，怎么按环保要求处理掉这些垃
圾？2019年 9月，林甸县引进了畜禽废
弃物垃圾处理项目。这个由哈尔滨博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6亿元兴建的
项目，可日处理 20多吨的牛粪和七八吨
秸秆，年预计处理畜禽粪污10万吨、秸秆
5万吨。今年 3月开始运行后，目前是满
负荷生产。日前，企业正在选址准备再
建三个同等规模的粪污处理项目。公司
项目经理董福龙介绍，将来林甸县每天
产生的粪污和病死畜禽都可以当天消化
掉。

“这个环保项目的加入不但解决了
棘手的环保难题，也完成了奶业链的最
后一环，真正形成了养、加、销直到粪污
处理的闭合式奶业全产业链。”姜广猛
说，这最后一跃也将开启林甸奶业“十四
五”新发展阶段，即全力打造“林甸奶牛”
地方品牌，每年销售优质良奶牛 2万头，
建成良种奶牛繁育基地。

林甸奶业实现“三级跳”

一曲《流水》
引得一生伴

16岁那年，少女时期的朱默涵
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古琴结缘，更没
有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与之相伴。

一次偶然，朱默涵经人介绍，被
带到顾梅羹先生家里。那也是她首
次见到古琴。记忆中，顾梅羹先生
非常慈祥，在那个看起来很简单的
乐器上，为她弹奏了一曲《流水》。
曲罢，先生问她这样一句话，“这古
琴啊，老话讲难学易忘不中听，你想
学吗？”时至今日，朱默涵对此也有
些不解，即使是第一次听，她也没有
觉得古琴“不中听”。古琴独特的琴
音，让她心生感动，触发了心底最柔
软之处，仿佛是相识已久的老朋
友。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学。”

如今，想起那个场景，朱默涵
依然心境难平。她说，也许自己与
古琴就有那样一种缘分，所以当老
先生问她：“弹古琴的人都穷啊，你
还学不学呢？”朱默涵也不假思索
地回道：“我喜欢就一定学。”老先
生说：“那就试试看吧。”

顾梅羹可能没有想到，至此，
他收获了一位认真而执着的弟
子。朱默涵也没有想到，自己人生
的轨迹由此而改变。

古琴世界
演绎“学霸”传奇

1980 年，朱默涵考入沈阳音
乐学院，成为该校古琴专业唯一一
位学生。从此，她开始徜徉于古琴
的音乐世界，以优异的成绩演绎着

“学霸”传奇。
大学期间，她因为各科成绩优

异，本科毕业便留在学校的民乐
系。1985年，沈阳音乐学院第一
次招收古琴专业硕士研究生，她如
愿考上，继续追随顾梅羹先生，学
习更为高深精湛的古琴弹奏技艺。

再后来，她成为集演奏、教学、
科研于一身的多栖古琴家。如今，
朱默涵为沈阳音乐学院古琴专业
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也是辽宁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

性传承人。
有人感叹，朱默涵是一个幸运

儿。可朱默涵却道，每一件漂亮华
服的背后，都是平时看似寻常却极
为用心的一针一线的穿行；而若没
有真心的热爱，亦是不能独自乐守
那份清雅的。

回忆大学期间，没有同学，也
没有师兄师妹，整个古琴专业就
她一个人。但有琴相伴，她不觉
孤独。她挤出一切时间练琴，“很
多人觉得练琴苦，但我从来不觉
得，可能就是因为喜欢。学校的
琴房挨得很近，干扰很大，可是很
奇怪，我一练琴就能完全沉浸下
来。”

乐音寻本真
广散古琴曲

40余载的弹琴时光，朱默涵
越来越享受古琴带给她的滋养。
在空灵悠远的古琴琴音里，她的心
灵更加清澈明亮，更加清新淡雅。

朱默涵说：“弹琴的过程也是
与自己内心对话的过程。古琴音
域宽广，音色沉静，琴曲真挚深刻，
每当弹琴时便可以在当今快节奏
的社会生活中使自己焦躁的内心
平静下来，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认识古琴，爱上古琴。”

近年来，她对我省古琴的发展
也倾注了自己的心力。在她的支持
和指导下，2015年，我省举办了龙江
琴韵——古琴名家新年音乐会，这
是我省历史上举办的第一场古琴专
场音乐会。2015年至2020年间，我
省成立了黑龙江省古琴协会和哈尔
滨市古琴研究会，她担任顾问。

“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
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
逐渐获得世人关注，但相比其他乐
器，考古琴专业的学生、学习古琴
者依旧不多。当年顾梅羹先生把
古琴艺术的种子带到沈阳，我也要
沿顾先生的路走下去，让古琴这个
优秀传统文化不再小众而和寡。”
朱默涵说。

朱默涵。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 邵国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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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云平

“古琴，虽是高雅之器，却每
个人都可以习得。古琴，不为悦
人只为悦己。只要你喜欢，就可
以享受它的美妙，滋养自己的心
灵。”著名古琴演奏家朱默涵，抚
琴40 余载，爱琴之心一如初始，
谈及古琴兴致盎然。

对话中，她多次提及，习古
琴，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
寞。她说，这是她的老师古琴名
家顾梅羹先生初次见面时对她
说的话。当初不解真意，待到明
白时，却已是乐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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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产品

本报1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桂英）15日，在哈尔滨大剧
院小剧场，举行了“龙音和畅——第
二届黑龙江省古琴文化艺术季开幕
式暨黑龙江省新音乐群体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音乐会”。

音乐会上，古雅旷达的《高
山》，浩浩殇殇的《流水》，抒发逸士
心胸的《平沙落雁》，垂情于话别的
《阳关三叠》，一曲曲经典传统古琴
曲，将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太古

遗音魅力展现得淋漓酣畅；于传统
中融入创新元素的现代曲目《春
风》《浏阳河》《风雪筑路》《三峡船
歌》，则尽显古琴音乐在新时代的
活力和魅力。第二届黑龙江省古
琴文化艺术季为期一个半月，将举
办近20场丰富多彩的古琴文化主
题活动，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可在
预约后免费观看及参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
红摄

第二届黑龙江省
古琴文化艺术季启幕
近20场古琴文化活动等你来参加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云平

近日，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中心成立，
展出的众多独具特色
的非遗产品受到观众
和游客青睐，一些传承
人“坐”在家里就喜接
订单，但也有一些产品
颇具特色，却销量不
佳。这一状况，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我省非遗
产品在走市场化道路
上呈现出的不同现状。

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里，参观者络绎不绝，人气满满。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展示中心自4月16
日开门纳客，至目前已迎来参观者和
游客逾万人。特别是“五一”小长假
期间更是游人如织，正在成为网红打
卡地。

在一处展台旁，一位穿着很有民
族风的女孩，停留在赫哲族鱼皮挂件
前观看很久，面露喜爱之情。听了讲
解员介绍，她颇为惊喜，立即扫码付
款，并留下了这个非遗产品展台负责

人的联系方式，表示要了解更多产
品。

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刘梦杰告
诉记者，成立集展示与销售功能于一
体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目
的是为全省非遗项目打造一个集中
统一的展示和营销平台，让每件产品
在绽放出历史和现实价值的同时，推
动传承人走市场化营销道路，从而促
进非遗项目更好地融入社会。目前
看来，一些非遗产品特别受欢迎，比
如一些绣品、挂件、剪纸等非遗产品

销售火爆，有些非遗项目传承人“坐”
在家里就能接到订单；而有些产品，
虽然很有特色，因为种种原因在市场
上却不叫座。

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赵佩先介
绍，近年来，我省非遗保护工作取得
了很大成果，截至2020年11月30日，
我省共有联合国名录2项，国家级名
录34项，省级名录429项。但不容忽
视的是，在市场上发展良好的非遗项
目不足一半，有些项目根本就收不到
订单。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项目不足一半

“原生态”亟需与时俱进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里，展品琳琅满目。“鱼皮、狍皮、桦
树皮三皮技艺”“酿酒技艺”“刺绣技
艺”等八大展示区，展出了麦秸画、
绥棱黑陶、木贴画、渤海靺鞨绣、海
伦剪纸、角雕等上千件非遗产品，涵
盖了我省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
美术及曲艺、民俗五大类 50多项非
遗名录项目，展现了我省非遗的独
特魅力。

据了解，在这里最受观众和游
客青睐的是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展
品，如具有鄂伦春特色的狍头帽、鄂
伦春族的萨满服饰、鄂伦春族镶嵌
画，赫哲族的鱼皮服饰，满族的传统
旗袍和满族传统服饰的衍生品等。

刘梦杰告诉记者，我省虽然不
是非遗大省，却有着自己的特色，少

数民族非遗项目在全国也叫得响。
鱼皮技艺、桦树皮技艺、狍皮技艺
等，都是我省所特有的。多年来，
在全国各种规模的展会上，它们都
是耀眼的明星，备受观众瞩目。

但在市场产业化的道路上，为
何众多的非遗项目并没有争得一
席之地呢？

刘梦杰说，产业发展的核心自
然是产品、内容本身，那些在市场
上做得风生水起的非遗项目，无不
在产品自身上下功夫，其观赏性、
时代性、实用性兼具。还有一部分
非遗产品缺乏创新创意，这是其不
受青睐的“硬伤”。

赵佩先也说，许多非遗产品设
计上不接地气，不能够与时俱进，
比如有些鱼皮产品还在采用传统

技艺，传统模式，非常“原生态”，做
工比较粗糙，不精美，完全没有融
入时代元素。

其二，营销方式欠缺。近年
来，我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开
始重视营销和宣传，有的将展示店
开设到外省一线城市；有的在网上
开设平台，展示推介自己的产品；
有些人积极参加各种展示展销活
动。但还有很多传承人，因为一些
原因，还囿于传统的营销模式，不
能积极想办法宣传，拓宽销售渠
道。

此外，非遗作为一个传承与生
存需要兼顾的产业，在我省还没能
实现更好的跨界合作或者深度融
合，比如与旅游融合，相互助力、共
赢发展。

“非遗+”助力市场竞逐

赵佩先说，近年来，为了促进非
遗走入市场，我省也做了许多积极探
索。其中，采用“非遗+”模式，积极推
进非遗保护与产业、技术、行业、平台
的深度融合，谋求高效发展模式；选
择我省地域、民族特色浓郁的代表性
项目进驻“哈洽会”“文博会”以及全
国性非遗大型活动等各种展销平台，
打造龙江非遗品牌，扩大“非遗+”影
响力；结合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
非遗项目中心区域建设，丰富非遗产
品形式，增加当地非遗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探索“非遗+旅游”“非
遗+产业”“非遗+演艺”“非遗+电商”

“非遗+扶贫”等多种发展模式，实施

非遗产品和演出进景区，非遗产品线
上营销等具体项目；选树渤海靺鞨绣
产业发展典型，带动传统手工技艺的
产业发展；建设非遗扶贫工坊25家，
带动 41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参与其
中，为我省脱贫攻坚助力。这些典型
的发展和运行模式为其他项目的提
升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赵佩先说，演艺性质和具有体
验性质的非遗项目与旅游融合，既
可扩大非遗项目的受众面，也可以
增添旅游景区或项目的文化内涵，
增强旅游品质、口碑和游客黏性。
为了让“非遗+旅游”融合并进，目前
我省正在做有关非遗进景区，如何

与旅游相融合的调研，下一步，一方
面是通过设立展板，向游客介绍展
示我省非遗；另一方面与景区合作，
进行非遗产品的销售以及传承人现
场互动，并根据游客需要，举办歌
舞、戏剧类的非遗展演。

为了让更多的非遗产品更具时
代性、创新性，今年省文旅厅还将举
办非遗产品设计大赛，把省级以上
非遗项目列出来，组织省内高校和
相关设计人士，与传承人对接合作，
让非遗产品在审美性、工艺性上提
档升级。拟将通过建立网上平台，
扶贫工坊，助力更多的非遗产品步
入市场的快车道。

打造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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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麦秸工艺作品及系列文创产品。

木雕重彩作品木雕重彩作品《《东北十八怪东北十八怪》。》。

独具匠心的展品让人爱不释手独具匠心的展品让人爱不释手。。

被誉为被誉为““林都三宝林都三宝””之一的北沉之一的北沉
香展品工艺精湛香展品工艺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