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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在两个小时的演出当中，从主人
公李铁民挥别家人与队友出征海外
时第一次掌声响起，到最后谢幕，现
场共响起 34次掌声。演出散场后，很
多观众依旧泪光闪闪，久久不愿离
去。这其中，一位老者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上前询问方才得知，这位老者
是铁人王进喜的生前战友，也是《铁
人传》的作者孙宝范。他动情地说：

“这部剧可以说是我有生之年看到的

关于展现铁人精神的艺术作品中最
真实、最动情的。它将一代代铁人身
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攻坚克难精神和
奉献精神生动具体地传递给观众。
这样传播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的
方式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悟得
深。”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
庆市委党校教授王丽丽说，她认为这
部音乐剧特别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将

各种人物关系以及在小人物身上体
现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表达得淋
漓尽致。“我们从这部剧当中读懂的
是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继续前行的
智慧和力量，这是我们大庆人民的骄
傲。”

据悉，《铁人在非洲》将于 8月在
哈尔滨上演，11月将参加深圳举行的
全国校园戏剧节，明年还将力争申报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思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欣

2个小时演出，34次掌声，平均
每 4 分钟就有一次掌声。7 月 9 日
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
联、大庆油田公司党委宣传部、省演
艺集团、东北石油大学、大庆市委宣
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音乐剧《铁
人在非洲》上演，让东北石油大学音
乐厅现场1100多名观众为第三代铁
人跨越万里海外钻井采油的感人故
事深深地感动。这部音乐剧以第三
代铁人历尽千辛万苦海外采油的故
事为基础，将中国石油人传承大庆
精神与铁人精神、在海外艰辛的探
索、辉煌的成就、感人的事迹融入其
中，经舞蹈、音乐、朗诵等多种舞台
艺术综合呈现，恢宏澎湃。

一部精品的创造，是一个不断打
磨的过程，台上的120分钟，凝聚了全
体演员和幕后工作者的大量心血。

这其中，剧本至关重要。“我出生
在石油世家，从小在大庆油田长大，
17岁走入石油工人的队伍，可以说我
是从石油队伍中走来，又向石油队伍
走去。”开演前，《铁人在非洲》的编
剧、省文联副主席，著名剧作家、诗人
戴立然告诉记者，以大庆1205钻井队
第 18任队长、全国劳动模范、最美奋
斗者、第三代铁人李新民为代表的第
三代石油工人出生入死、临危涉险，
到遥远苍茫、炎热战乱的非洲苏丹打
井找油，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和挑战，践行着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与
奉献，自己时时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感
染着、激励着，把这些“平民英雄”和

“最美奋斗者”的群像搬上舞台，让更
多的人了解新时代石油工人的精神
风貌，了解石油工业的国际化视野和
全球化站位，成为一种责任、一种情
怀和一种夙愿。

从2018年开始构思，戴立然用半
年多的时间寻访老同事，查阅资料百万
字，搜集到中国石油工人海外采油的相
关视频时长多达4200多分钟，又进行了
无数次修改，历时3年的时间，终于拿出
了让自己满意的剧本。“大的修改就有
14次，微调之处数不胜数，每一次修改
都有新的元素融入。剧中每一个故事
都是真实存在的。”戴立然说。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音乐，台上的
演员在相互诉说和吟唱中，将观众一
会儿带到酷暑难耐、战火纷飞的苏丹，
一会儿带回国内温馨幸福的家园，一
会儿带到热火朝天的钻井现场，一会
儿又带到月光下静谧的稀树草原。

“舞台艺术是综合艺术，需要一个
团队配合的凝聚力。这部剧融入了我
们所有人员的心血还有对祖国的热
爱。”音乐剧《铁人在非洲》导演陈利坚
介绍，剧中的舞蹈演员皆是来自东北
石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演

员们为了真实还原人物，经常加班排
练到深夜，细细研磨。无论是从最初
的“创排空间的蓝图构想”，还是演员
的真实演绎，抑或是幕后工作人员的
积极配合，处处体现了团队的凝聚精
神。

面对苏丹恶劣环境他逆风而上，面
对挑战他见招拆招，就是这样的英雄人
物，也有他的温柔，队友意外离去他悲
痛欲绝擦去泪水咬牙挺过……随着故
事情节的不断深入，怀揣“爱国情家国
梦”的第三代铁人形象呼之欲出。

在演出开始前，记者在后台化妆间
见到该剧主人公李铁民的扮演者，省歌
舞剧院青年独唱演员冯冬。他说，为了
完全让自己沉浸在角色中以达到最佳
表演效果，他通过真听、真看、真感受拿
捏人物变化，在表演中坚持“三位一
体”。“拿到剧本后，我做了大量的走访
工作，希望能够将李铁民的崇高品德和

家国情怀真实地立到舞台上。‘铁人精
神’也是我们黑龙江的骄傲，我有使命
去把这个人物完成好。”冯冬说。

从6月28日首演至今，《铁人在非
洲》已在东北石油大学音乐厅连续上演
10余场。该剧在故事情节上采取穿越
时空、纵横交叉的手法，张弛有度、虚实
结合，多维度呈现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
的内涵。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剧从剧情到
舞台设计，蕴藏许多温暖的细节，直戳
人心，耐人回味。比如，主人公李铁民
带领 1205 钻井队出征海外之前与家
人告别一幕，地点选在了铁人王进喜

的雕像前，出征海外后每次遇到困难，
铁人王进喜都会浮现在李铁民的眼
前。又如，当得知母亲病重，李铁民难
掩愧疚和自责，深情地唱到“妈妈啊妈
妈，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大义扛肩
上。妈妈啊妈妈，叩拜苍天保佑您，吉
祥安康！”将长期坚守在海外项目一线
的石油工人舍小家为大家的责任担当
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李铁民带领钻井
队成功打完了在海外的第一口井，舞
台上的钻杆开始继续转动，中国一流
的技术和装备优势，让 1205钻井队在
国际石油舞台上站住了脚跟，赢得了
世界的尊重……

“三位一体”还原人物形象

铁人“魂”凝聚“团魂”

3年14次打磨
成就舞台上120分钟

传承传承铁铁人精神人精神 诠释诠释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音乐剧《铁人在非洲》的台前幕后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赵一
诺 蒋平）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省人社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印发实施《黑龙江省涉农本科高校学
科专业优化调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以构建涉农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为牵引，以培养大批高素质农业人才为核
心，全面提升农业高等教育服务农业现代
化和农业强省建设的能力。

《意见》突出面向黑土地、服务黑龙
江，聚焦农业发展重点领域，构建“两基两
翼两新”涉农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统筹
农业重大需求、我省学科优势特色和未来
发展趋势，构建以“寒区黑土保护与综合
利用、寒地粮食作物种质创新”为根本基
础，以“农产品、畜产品生产加工”为助推

两翼，以“农业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交
叉融合、现代农业经营”为新兴引领的涉
农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意见》坚持差异化定位、分类建设与
特色发展，提出涉农学科专业“三个一批”
优化调整主要任务。支持东北农业大学

“双一流”建设，支持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建设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农业大学，支持涉
农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差异化定位与特色
发展。强化提升一批服务重大需求的涉
农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建设一批涉农
基础支撑和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加快淘汰
一批落后学科专业，做强农业主体学科专
业。

《意见》注重提升高校服务农业强省
建设能力，制定实施五项重点计划。一是

实施重点学科专业建设计划，聚焦粮食安
全、黑土保护、作物育种、“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农业新技术等领域，实施一批优
势特色学科专业攻坚项目。二是实施高
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提升计划，围绕农业
农村发展急需拔尖创新型、复合型、实用
型人才需求，推进产教融合基地、现代农
业产业学院等建设，探索全科农业实用型
落地人才培养。三是实施高水平师资汇
聚计划，围绕重大需求和重点方向，稳定、
引进、培养、汇聚一批高水平师资队伍，形
成杰出人才领军、中青年学术骨干和拔尖
优秀青年人才构成的农业人才梯队。四
是实施重点领域实验室建设计划，瞄准黑
土地保护利用、种源“卡脖子”问题、“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产业需求，整合现有资

源，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五是实施农业
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服务农业创新引领需
求，聚焦农业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和农
业强省“652”产业发展体系关键技术问
题，有组织地申报开展一批研究项目、培
育一批重大成果、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力度。

下一步，省教育厅将会同相关厅局，
组织相关高校按照《黑龙江省农业强省建
设规划（2020-2025年）》和《意见》要求，结
合我省关于黑土地保护利用、种质资源与
种业发展、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
型升级、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一系列政策
文件精神，加快涉农学科专业优化调整，
推动涉农高校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省
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省加快涉农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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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阅读节目
单。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 刘欣摄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见习记者周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霍营）13日，由省卫健委和哈尔
滨市卫健委主办，哈尔滨市南岗区卫
健局协办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
2021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仪式在
南岗区举行。

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将围绕“关
注口腔健康，品味老年幸福”的主题，
通过举行启动仪式、设立宣传咨询平
台、开展健康咨询与义诊、发放健康知
识手册等方式，宣传老年法律法规、老

年健康相关政策以及健康科普知识；
通过老年人书画摄影展、广场舞展示、
徒步赛等文体活动，展现龙江老年人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喜悦
心情，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启动仪式后，省老体协、哈尔滨
老年人大学、哈尔滨市知青联谊会等
文艺团体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省医
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13家
医院结合本院优势医疗项目，现场为
老年人义诊。

我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孙葳秀）朱红色的展墙上，一
幅幅精美、富有浓郁西藏特色的画作
惊艳亮相，令参展观众叹为观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西
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13 日，“珠峰神
韵·西藏当代布面重彩绘画作品暨日
喀则市勉唐派唐卡作品展”于省美术
馆开幕。

此次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省第
七批援藏工作队和日喀则市委宣传部
主办，省美术馆、西藏美术院和西藏美

术家协会承办，省黑土特色文化协会
协办。共征集到西藏自治区具有代表
性的当代布面重彩绘画作品49幅，日
喀则市勉唐派具有代表性的唐卡作品
60幅。展现了在各援藏省（市）的无私
援助下，西藏的各项事业取得的丰硕
成果、良好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此次活动还邀请到了西
藏自治区具有影响力的画家前来观
展，并开展座谈交流会与我省画家现
场交流。

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8月1日。

“珠峰神韵”西藏绘画作品展开幕

（上接第一版）

为企业定制“专家智库”
让科技成果转化“不脱节”
“这圆截面钢丝圈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包含了弱刚度精密夹持驱、钢性
细丝精密缠绕等多项技术（精密工
艺），其加工而成的圆截面钢丝圈产品
实现了进口替代，为公司创收了56万
元。”近日，在哈尔滨工大宏图橡塑科
技有限公司内，公司总经理陈家轩向
记者展示着产品。

陈家轩告诉记者，从企业技术人
员联合哈工大专家团队揭榜解题，再
到产出成品，仅耗时数月，这得益于省
工研院对全省科创资源的优化整合，
并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不止步于来自哈工大创新技术而
成功走红的“宏图经验”，近年来，省工
研院基于积累多年的产业、科技资源，
以做强产业链为目标，滚动梳理企业
课题、专家团队信息，实现精准匹配、
快捷通达的技术对接。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
不对称，导致供需脱节，是影响科技
成果转化的一个“拦路虎”。省工研
院院长付强介绍，由于团队成员前期
走访省内上百家企业和高校研究院，
工研院得以建立创新课题项目、研发
团队专家、技术成果、创新服务等七
大数据库，还就不同领域分门别类，
为几十家企业定制了“专家智库”，提
升产研双方的匹配效率，让供需对接
更加精准。

宣传政策 对接资本
为企业提供“娘家人般”服务

去年开春，克东县安全现代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赫永东购买了一套
黑龙江惠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

“农机北斗导航系统”。
“拖拉机安装这套设备后，整地、

齐垄、播种的效率大大提升。除了车
辆调头需要人工操作，其余时间可实
现无人驾驶，提高了作业精准度，也大
大降低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赫永东
说。如今，克东县安全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已经有13台拖拉机，全部都安
装了“农机北斗导航系统”。

事实上，作为一家专注于将互联
网技术与智慧农业相结合的科技公
司，惠达科技从 2009年成立，2016年
驶入发展快车道，到如今迎来迅猛发
展，都与省工研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惠达科技副总经理初海波坦言，
公司将人工智能、物联网、控制等技术
与农业种植过程相结合，其成果主要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应用。但在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仅仅依靠
掌握核心技术是不够的，即便有专家
团队上门自荐，由于彼此缺乏足够的
了解，双方很难迅速开展合作。她说：

“省工研院一直为企业打前站，将技术
与企业精准对接，提供娘家人般的服
务，让我们倍感温暖。政府部门出
台相关政策，省工研院会第一时间
通知我们。去年，他们团队帮助我
们与国内优秀资本进行对接。付强
院长向上级部门建言，希望全省‘十
四五’规划中增加对智慧农机装备
的关注、输出更多的资源，为农业插
上科技的翅膀……”

省工研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工
研院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提供科技服
务的窗口，建立政策服务“直通车”，为
项目申报、政策享受、政府奖励等办事
事项提供“一次不用跑”服务。为企业
内外人员的创新提供全方位、全过程
的快捷保障。

资金扶持 助力开拓市场
“扶上马再送一程”

竞争压力大、生存率不高，是科技
企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道坎。企业孵
化后，如何做大做强，走得更长远，是
所有科技公司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

“让企业成立后实现可持续发展，
除了靠企业自身努力外，还需要政策、
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配套支持。”
付强说，省工研院的“打法”是将企业

“扶上马再送一程”，海邻科是一家以
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省工研院一直在
积极帮其开拓省内市场，通过帮扶让
企业提高自身造血功能。

海邻科是国内领先的集公共安全
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集团，2014
年在深圳创立，2016年成立子公司哈
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邻
科创始人张海军是哈尔滨人，也是哈
工大通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也注
定海邻科从创建之日就被印上哈工大
的烙印。

13日上午，海邻科企业发展部经
理徐敬宝告诉记者，早在 2015年，公
司就与哈工大合作成立院级联合实验
室。2019 年成立哈尔滨工业大学—
海邻科联合创新中心，从事未来通讯
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及 5G应
用的研究。

徐敬宝说，近年来，省工研院从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技术、专项资金和专
利申报以及企业推广宣传等方面，给予
海邻科极大的支持。海邻科“智慧派出
所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申请到省工
研院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专项资
金支持。此外，海邻科与省市公安部
门、省工研院、哈工大等合作，有望在今
年底共同组建“基层社会治理与人工智
能创新研究院（中心）”，以使智慧管理
和执法便民服务得到有效的提升。

“近三年，海邻科产值以每年3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今年我们接到的
最大一笔订单总金额达2200万元，预计
今年产值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徐敬
宝踌躇满志地说，目前公司正在申报相
关材料，争取在2023年前完成上市。

服务我省700余家企业
未来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科技化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以来，省工

研院累计体系企业154家，集聚院士、
长江学者、杰青等60余位国内外拔尖
创新人才，构建产学研技术供需桥梁，
服务我省 700余家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1600余项。

日前，省工研院又迎来了一批新
企业，如何使其在吸引和聚集人才上
更具竞争力，仍是需要破解的难题。
付强说，这既涉及人才评价机制的改
革，也涉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制革
新。付强认为，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创
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培养创新人才首
先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探索面向原始
创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同时还应打造
宽容失败的环境，“要改变凡事追求成
功率的思路，允许创新失败，否则各类
人才就很难大胆地去进行尝试。”

所幸，近年来在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上，省工研院这块“试验田”已经做
出了诸多尝试。例如出台一系列具有
首创性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创新，着力
打造人才“蓄水池”。

付强向记者透露，省工研院将向
节能环保领域发力，推动龙江生态环
境治理迈向科技化、产业化、可持续轨
道，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

“哈工大智造”很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