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锏，又称作“简”，是我国古代
兵器，后因多用金属铸造而成改为

“锏”字。锏的起源很早，到了隋唐
时期已经非常盛行。在《武经总
要》中记载：“铁鞭、铁锏二色，鞭，
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
人。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简，言方
棱似简形，皆鞭类也。”

锏一般用铁、铜等金属制成，
分量很重，其使用者往往力气很
大，致使锏的杀伤力也很大，而且
锏棱角分明且受力面积小，导致锏

的打击力量更大，即使隔着甲胄也
会给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受到
当时很多武将的青睐。

锏在北宋和西夏交战时多次
出现，《宋史·任福传》记载：北宋仁
宗康定二年(公元 1041年)，宋军与
西夏军战于好水川时，任福曾“挥
四刃铁锏，挺身决斗”。宋代名将
狄青的部下张玉也用锏作为兵器，
《宋史·张玉传》记载，“（张玉）遇夏
兵三万，有驰铁骑挑战者，玉单持
铁简出斗，取其首及马，军中因号
曰张铁简。”

除单锏外，还有人使用双
锏。金代骁骑副都指挥使乌延查
剌，用双铁锏作为兵器，锏重数十
斤，被称为“铁锏万户”。在《金
史·乌延查剌传》中记载：海陵王
正隆六年（公元 1161年），乌延查
剌“追及括里于韩州东八里许，贼
方就平野为阵，查剌身率锐士，以

铁简左右挥击之，无不僵仆。贼
众大败，遂走，东京、咸平、隆州民
复帖然。”

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金代
铁锏，全长 84厘米，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阿城区亚沟出土。锏身有棱
脊，具有良好的穿透力。锏柄与锏
身为整体锻造，搏击时不容易断
裂；护手具有保护作用，手不受伤
害。这种长形铁锏是金代高级将
领使用的兵器，大部分是皇帝赐
予，象征着功绩和荣誉。

（黑龙江省博物馆 付莹）

传历史记忆 展黑土风采

铁锏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
公司拟对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电缆街116号1栋，经
营地址：哈尔滨大街 623号；截至 2021年 8月
16日，债权本金 10430万元（该项目于 2018年
12月28日天交所挂牌转让，为分期付款项目，
已交首付款 4230 万元，剩余分期付款本金
6200万元，已逾期）。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
保证，抵押物为“壹品新境”楼盘部分房产，总
抵押套数为 489 套，总面积为 49739.65 平方
米；其中1栋商服38套，总抵押面积2072.64平
方米、2栋商服 60套，总抵押面积 295.51平方

米；4栋48套，总抵押面积2326.89平方米、5栋
83套，总抵押面积10724.45平方米、6栋51套，
总抵押面积 6281.49平方米、8栋 8套，总抵押
面积 1504.36平方米、9栋 64套，总抵押面积
8495.83 平方米、11 栋 35 套，总抵押面积
4562.46 平方米、AB 栋 216 套，总抵押面积
10665.36平方米；以上抵押房产均办理了抵押
登记,该债权已进入执行阶段。后追加元合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
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
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

致电或来函咨询。项目具体信息可登录公司网站
咨询。公司网址http://www.gwamcc.com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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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营销公告

8月 13日，北大荒股份友谊分公司第十一
管理区包片人员通过实际踏查，对辖区内宽度
过窄易堵的水田进行了全面了解，每天出动 2
台挖掘机进行沟渠疏导作业。

根据天气预报，辖区内未来几天可能遭遇
强降雨，北大荒股份友谊分公司对可能遭遇强

降雨容易出现淤堵，走水困难的问题沟渠及时
清淤。北大荒股份友谊分公司提前组织种植
户和相关机械，对沟渠进行清淤，确保在强降

雨到来之时，沟渠畅通，防止水田倒灌，造成粮
食减产。

目前，这个分公司组织各管理区包片人
员，对各辖区进行地号踏查，主要了解各沟渠
走水情况，积极组织机械和人力作业，力争用
一周的时间排除隐患，确保强降雨到来时沟渠
畅通。

（张宏 徐宏宇）

北大荒股份友谊分公司

畅通沟渠防汛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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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今年我省科技特派员
选派有两大特色。”省科技厅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一是首次实现全省 75个县（市）、区
全覆盖。在 900名省级科技特派员中，我
省 28个脱贫县“三区”人才选派 429人，其
余 47个非贫困县（市）、区选派 471人。二
是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内容，从一产扩大到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增加了食品加工、电商
等领域的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主导产业
及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提升乡村产业
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节点下乡 对症送技术
在 900名省级科技特派员中，来自东

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等13所
高校的选派人员277人，来自省农科院、省
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等 11家科研院所的选派人员 623
人。其中，省农科院涉及 28个分院和研
究所，共计 528人。他们多选择作物种植
和畜禽养殖的关键时间节点下乡，对症送
技术。

在水稻穗肥施用的关键时期，彭显龙
来到绍文乡为农户送技术，他说：“科学适

用穗肥是水稻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施用
穗肥时水稻一般要有点落黄，而长势繁茂
叶片批垂的水稻则不能施用穗肥，相反要
采取灌溉措施调控水稻生长，后期酌情施
肥。”培训后，彭显龙带着研究生一起来到
全好村东北农业大学和省农机推广总站
协同创新基地，查看示范田水稻生长情
况，并根据水稻长势确定施肥时间和穗肥
施用量。

为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近日，省级科技特派员、省农科院草
业所研究员赵海滨和省林科院牡丹江分院
药用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顺捷一行 4人，
深入双鸭山市饶河县所帮扶的乡镇村屯，
专题调研产业技术需求、当地科技人员发
展能力及乡镇科技创新发展现状等。

在饶河县国家有机绿肥产业体系科技
示范推广基地，赵海滨等专家针对油用萝
卜、法色草等有机绿肥作物出现的技术难
题进行田间技术指导。张顺捷在该县中草
药种植科技示范基地，针对刺五加育种出
苗不齐、除草不及时等问题答疑解惑，提出
合理化建议。赵海滨说：“我们省级科技特
派员团队将重点围绕饶河县现代农业发展

关键技术问题开展科技服务，推动科技园、
产业园和创业园融合共建，扶持一批特色
优势产业，培育一批优秀农业企业，推广一
批实用技术成果，培养一批农业科技人才，
为科技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优化延伸产业链 助农鼓腰包
8月 8日，在省级科技特派员、国家肉

牛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研
究员孙芳心里，是值得纪念的大喜日子。
因为这一天，她指导了 5年的养牛户闫玉
昌的牛肉餐饮店开始试营业了。

闫玉昌是佳木斯市桦南县明义乡团
结村同心屯的养牛户，最初养着几十头母
牛，以放牧饲养为主，由于缺乏科学养殖
技术，母牛繁殖率不高，犊牛养殖效果不
佳，养殖效益也不高。2016年 9月开始，
孙芳因为“三区”科技特派员项目，开始技
术帮扶闫玉昌，指导他建设标准化牛场，
对牛舍的饲槽、粪沟、地面坡度、通风和采
光等细节，以及料库、草棚和粪污处理等
设施进行精准的技术指导。在孙芳的帮
助下，肉牛养殖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养
殖效益翻番，母牛存栏数量快速增加，最

多时有二百多头牛。
“孙老师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闫玉昌笑着说，“每当遇到技术难题，与孙
老师电话联系，都能得到耐心讲解。”在孙
芳的指导下，牛场积极开展品种改良、秸秆
饲料化加工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饲养管理也实现了机械化，成了当地示范
牛场。

孙芳多次鼓励闫玉昌要树立更远大的
目标，创建自己的牛肉品牌。今年，牛场经
营已经常态化，她再次鼓励闫玉昌延伸产
业链，开办牛肉餐饮和专卖店，并带着闫玉
昌的爱人宫玉艳去肇东考察牛肉体验店。
最近，闫玉昌注册了牛肉商标，准备在牛肉
餐饮和生鲜牛肉销售上大展宏图，带领更
多的养牛户走上致富路。

目前，省科技厅正积极引导科技特派
员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优化延伸产业链条，
实现了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产业生态民
生多领域技术服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我省将不断完善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支
持建立利益共同体，保障科技特派员合法
收入权益，健全评价机制，激发科技特派员
深入乡村创新创业创造新动能。

省级科技特派员精准帮扶送技术

伍连德不仅在扑灭鼠疫上
立下奇功，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
创始人之一，建立中国海关检疫
的第一人（上海海港检疫所所
长）；他专注于中国防疫体系的
建设，并在全国创建了 20多所
医学卫生机构，其中就包括东北
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高
等医学院——滨江医学专门学
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他为中
国医学、防疫事业的发展立下了
不可磨灭的功勋。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
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伍连
德于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第
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

时光荏苒，伍连德扑灭鼠
疫大流行的壮举，距今已经过
去一个世纪了。百年风雨，岁
月更迭，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在抗击鼠疫的危难时刻作出
的重要贡献。2006年 9月，黑
龙江伍连德纪念馆举行了奠
基仪式，2008年 8月正式建成
开馆。

如今，黑龙江伍连德纪念
馆不仅承担着医学院校、医疗
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思想
道德教育的重任，还在社会文
化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每年都有大量
的企事业单位和民众走进伍连
德纪念馆，感受伍连德博士的
高尚医德和科学创新、赤诚爱
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人类
并未远离瘟疫，新冠肺炎疫情
仍然肆虐的当下，从伍连德精
神中汲取抗疫智慧和力量。

走出纪念馆，在蓝天白云、
绿树和红楼的映衬下，伍连德
博士的雕像愈发熠熠生辉……

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霍营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这场全民防疫中，我们采取了戴口罩、
消毒、隔离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一次次打赢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然而鲜为人知的
是，从发明医用口罩到建立中国的防疫体系，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爱国侨胞、中国近现代医学先
驱伍连德博士。

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前夕，8月17日，记者跟随省卫健委组织的媒体采访团
来到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了解中国抗疫第一人、口罩发明者伍连德博士的事迹，感受战“疫”先驱力量。

口罩的发明者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口罩几乎成了

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戴口罩也已成为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防控
手段之一。然而提到口罩，就不得不提到医用
口罩的发明者——伍连德。

纪念馆内，伍连德当年发明的口罩静静陈
列在展窗内，似乎在无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
的历史。在扑灭鼠疫的战役中，伍连德通过解
剖尸体确定了这场鼠疫不是典型的腺鼠疫而是
通过飞沫传染的肺鼠疫，这一结论打破了西方
多年来一致认为鼠疫只是由于鼠蚤叮咬传染的
理论，他认定鼠疫可以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
传播。于是他力排众议，对疫区全面布控，追踪
传染源，加强检疫，隔离疫区，全面消毒，收容病
人积极治疗。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博士发明了一
种加厚口罩，使众多防疫人员幸免于难，后来被
称作‘伍氏口罩’。”程立介绍。“伍氏口罩”制作
简单，价格便宜，民众戴上口罩后，有效降低了
鼠疫感染的途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

“伍氏口罩”在扑灭鼠疫的战役中起到了保
护防疫人员和百姓的作用，保证了扑灭鼠疫的
成功。在1911年4月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
上，这种方便、实用的口罩，受到各国专家的赞
赏：“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
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

他是中国抗疫第一人、口罩发明者

走进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
中国医师节

世界级鼠疫斗士
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坐落于哈尔滨市道

外区保障街130号，楼体为砖红色，基座为灰
色，是具有俄罗斯风格的2层砖木结构楼房。
在秋日暖阳里，这座砖红色小楼在周围绿树
掩映下格外沉静安详。它不仅仅是一座线条
优美的建筑艺术品，更是一份可以触摸的历
史见证。

戴好口罩、扫码、测温，记者走进伍连德
纪念馆内，里面共设有5个展厅，2个复原场
景。5个展厅按照专题分为四个部分，即：

“出生南洋 献身医学”“扑灭鼠疫 功绩卓
著”“建树颇多 遗产丰厚”和“世人景仰 伟
业永存”。四个部分突出体现了伍连德在中
国度过的他人生中最辉煌的30年历程。馆
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深烙岁月
印迹的陈列品，一个个还原历史细节的逼真
场景，牵引着人们沿着时光隧道，重新走进
伍连德博士波澜壮阔的人生，共同感受他崇
高伟大的精神世界。

伍连德，1879年 3月 10日出生于马来
亚槟榔屿一个华侨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剑桥
大学意曼纽学院，1902年获医学士学位，曾
在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医学微生物学
研究工作，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
位，1907年应聘回到祖国。

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员程立介绍，
1910年10月，肺鼠疫由西伯利亚传入我国，
在东北大流行。危急关头，他力挽狂澜，果
敢决断，在傅家甸一间贫民窟里，进行了中
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系列防控建议，并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
了鼠疫的分类。仅用 4个多月时间就组织
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使人类
免遭了一次浩劫，因此被誉为“世界级鼠疫
斗士”。

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员介绍伍连德博士事迹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员介绍伍连德博士事迹。。

纪念馆前的伍连德博士雕像纪念馆前的伍连德博士雕像。。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记者 翟濯

1966年 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
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
户晓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
党员干部崇敬的榜样。

在兰考工作的475天，焦裕禄带领
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命树
起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铸造出熠
熠生辉、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亲
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2014年 3月 17日，在河南省兰
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焦裕禄生平事
迹。他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
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
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
心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首先见到的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
斗誓言和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
兰考面貌。”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把沙丘治好。”

1962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
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
临危受命，带领干部群众追洪水、查
风口、探流沙，总结出了整治“三害”
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
桐的办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
才能看到蚂蚁”。3个月的时间里，
焦裕禄带领全县干部跑了 120多个
大队，行程 5000 余里，掌握了整治

“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

时，他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
肝部，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
了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
过的棉被上有 42个补丁，褥子上有
36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
孩子“看白戏”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
戏院补票。

……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

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
害”抗争、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土
地上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
兰考大地接力奋斗。2017年3月，兰
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
县；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
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
一件件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致
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
究员颜晓峰认为，焦裕禄精神丰富深
邃，其核心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
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
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三天
了。为了拉近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
了“三同”工作法——和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

苦。面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
“我是您的儿子”，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4张照
片，其中3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
常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们
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
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
禄依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
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
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
里的泡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79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

保持了50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
都要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
外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 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
的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 5 米多
粗、26米多高的参天大树。附近的
泡桐树更新了三四代，它仍傲然挺
立。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
为“焦桐”。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
姓实情，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
菜园干活……每个在“焦桐”下休憩
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人民也把他放在心中最崇敬的位
置。”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人
民呼唤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 。 暮 雪 朝 霜 ，毋 改 英 雄 意
气！……”1990年 7月，有感于焦裕
禄精神，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填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
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
调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
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
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
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
化”的道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
月的原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
俊生，生前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呼
唤焦裕禄，是在呼唤我们党一贯同
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呼唤我们党的崇高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
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扎根乡
镇50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
金印，“一腔热血洒高原”的改革先锋
孔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已经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
讲解工作28年的董亚娜经常被问到
一个问题：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
容，是否会感到厌倦？

董亚娜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
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焦
裕禄书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
读常新。”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
历久弥新、价值永恒。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将激励全党干部群众进一
步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汇
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新华社郑州8月18日电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