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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干象、落叶松毛虫、杨树食
叶害虫、果梢斑螟……种种拗口
难记的名词是有害生物防治员
们的必背功课。他们不仅要记
虫子名称，还要熟知其幼虫和成
虫外观，更要了解其造成的被害
状。

2021年全国首届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竞赛上，来自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的韩翔、李
龙海、吴迪三名有害生物防治员
经过重重选拔，代表我省荣誉出
战。34支代表队 102名选手经过
激烈角逐，我省代表队取得了团
体二等奖的好成绩。

春节前后近 70 天里，庞丽杰
带着三名正式队员加一名替补队
员，在-26℃的厂房里进行着早八
晚九的封闭集训。“我们每天背着
40 斤的喷雾器，不断调整角度模
拟练习，4 个小时训练结束后，不
仅衣服结了冰碴，裤子也被腐蚀
变了颜色。训练之余，我们还要
背理论题，195个知识点，229种有
害生物图卡，睡觉之前都要拿出
手机看一眼题目。”参与比赛的吴
迪、李龙海共同回忆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
于韩翔他们来说，训练过程虽然辛
苦，但是每一项练习都能提升专业
水平。

专业防治团队
提升森林管护技术

10月16日，龙煤双鸭山矿业公
司的又一个沉陷区改造工程打响
了——新安矿采煤沉陷区的全域
土地综合治理正式开工。据介绍，
该区域总面积约21公顷，可消化煤
矸石约31.5万立方米。

龙煤集团总工程师于会军对
在双阳矿复垦中摸索首创的“条带
式土石方挖填施工工艺”给予高度
评价，要求大力推广。据介绍，按
照龙煤双矿公司规划，“十四五”期
间在土地复垦的同时还要一体推
进“百湖工程”“光伏发电工程”，在
浅滩处复垦，在深水区养殖，在宽
阔水面施行光伏发电。

赶在入冬之前，复垦项目部就
要转战到新安矿、东荣一矿和东荣
二矿，目前开始着手准备变电所设
施和铺路工作。望着眼前一望无
际的黑土地，张彪信心满满地说：

“明年这里将全是红高粱，可以加
工酿酒，搞粮食深加工了！”

殷红伟 万龙月摄

在煤矿的周边，经常附着一些沉陷地，大坑内积水，大
坑外荒草丛生。这些沉陷地像大地的疮疤，无法还耕于
农，煤矿每年还要承担着不菲的土地补偿费。采煤沉陷区
是双鸭山矿业公司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之前也进行过治理，但效果不理想。

今年，龙煤双矿公司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企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部署企业绿色发展思路、方向和路径，在井
下建设绿色生产区，打造平安采场；井上建设生态矿区，宜
工、宜学、宜居，井上井下同步推进。

对沉陷区治理的第一战役，从双阳煤矿采煤沉陷区开
始。

双阳煤矿采煤沉陷区有 15.9万平方米，沉陷区积水总
量超过20万立方米，最深处3米以上，积水坑周围长满了芦
苇、蒿草，地质条件复杂。今年，双矿公司投资 600多万元
购置了大型翻斗车、钩机、推土机、工程车，并将复垦工作
交予公司属下的集成工贸公司。

在龙煤双矿公司的协调下，集成工贸公司与哈工大规
划设计研究院对接，经过反复推敲论证，拟定了施工方案，
首创了“条带式土石方挖填施工工艺”，即取土完成后进行
矸石回填、碾压，先夯填黄土，黄土上面夯填黑土，最后进
行翻耕。复垦后黑土与黄土的标高严格规定为黑土剥离
厚度0.6米、黄土挖方0.6米，保证了黑土、黄土二者总厚度
不小于1.2米。

方案确定下来后说干就干，今年夏天，机械设备、施工
人员全部入场，驻扎工地，机车轰鸣一下子打破了这里几
十年的沉寂。

复垦工程项目部的5名成员全都是有着10年以上现场
施工经验的技术骨干，在经理王华明的带领下，他们顶着
烈日安装变压器、水泵、排水管，铺垫临时道路，放线测量，
割草，疏通排水沟淤泥，检测水质。王华明说：“光排水就
用了 20多天，大坑里的水就近引排到 500米以外的七星河
了。”

沉陷区回填就地取“材”，用的就是双阳矿的矸石山。
然而，多年积压的矸石已经出现自燃现象，取矸石既要进
行灭火处理，还要避免直接开挖发生山体坍塌。集成工贸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彪带着一班人琢磨办法，自制了

“水炮车”，车上带有 4条喷水枪，可以高低转换角度，灭火
效果非常理想。

如今，双阳矿的矸石山已经所剩无几，邻近的七星选
煤分公司一座矸石山也被消耗掉，长期受矿区矸石山环境
污染的居民拍手称快。

从夏到秋，复垦项目部的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全
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宿舍”里。三伏天，人们凌晨
4点就上工，早、午饭都吃在工地，扛过了蚊叮虫咬、太
阳暴晒，又经历了入秋后晚上裹着军大衣经常被冻
醒。当项目完工后，一片良田展现在眼前，他们说自己
的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工人们说，黑土确实是个宝，哪怕在水中浸泡了几
十年，排出水在太阳下风吹日晒后，那土质依然松软、
油润、细腻，而且肥力更加充足。翻耕以后，新土层平
均高出原水面0.65米，放眼望去，与周围的庄稼地浑然
一体。因为当时时令还好，施工人员见缝插针，种下了
芥菜和秋白菜。当芥菜、白菜的嫩苗一天天长大时，当
地居民惊喜地发现，昔日的“野泡子”变成了成片的良
田。

截至 9月末，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复垦项目清理
杂草 3.22万平方米，清理树根 388棵，排水 22万立方
米，黑土剥离12公顷6.5万立方米，黄土挖方11.5公顷
7.5万立方米，矸石回填 21万立方米，黄土回填 7.4万
立方米，黑土回覆 5.5万立方米，完成还田于农标准土
地约10公顷，总体工作量完成了80%。

龙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佳喜检
查工作到复垦现场，连声称赞：“这活儿干得漂亮，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

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投资超千万元综合治理采煤沉陷区显效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投资超千万元综合治理采煤沉陷区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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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

深秋，尚志林场被一片金黄笼罩，高大的落叶松直入云霄，粗壮的水曲
柳撑开金色巨伞。早上5时，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有害生物防治员韩翔已
经与两名现场员一起，背着120斤的无公害鼠药上山进行秋季鼠害防治，他
们要在近3000亩的施业区内撒上无公害鼠药。上山的这条路，他们已走过
几千遍。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季节性
强，从春季草树萌芽到冬季白雪初
落，都是韩翔最忙碌的时候。“冬天
山里雪厚的时候能达到 20公分，为
防止害鼠啃食树干，我们在落雪前
就要进行鼠害防治。”韩翔说。“之前
我们监测了鼠口密度，今天会在害
鼠危害严重以及害鼠喜食的林分进
行重点撒药。”韩翔介绍，不育剂是
一种无公害鼠药，通过抑制害鼠繁
殖来降低鼠口密度，达到防治目的。

林业有害生物被称为“无烟的
森林火灾”，一旦成灾就会造成巨大
损失。据介绍，松材线虫病是我国
第一号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被称
作松树的癌症，松材线虫侵入树体

后会迅速繁殖，最快40天，就会导致
一棵松树死亡。

今年，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制定
了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工作方案。“我们首先从源头切
断传播途径，严防疫木入侵。”该局总
工程师张树森说。2021年上半年，该
局对全局 8个国有林场苗圃苗木进
行检疫，检疫面积164.3亩，检疫苗木
1440.9万株，检疫率达到1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不仅能维护
森林生态系统，守护生态安全，还可
以避免经济损失。通过计算，防治果
梢斑螟12000亩，就可挽回经济损失
90万元。”该局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站长庞丽杰说。

制定工作方案 严防有害生物破坏林木

就地取材 复垦消灭矸石山

收获首茬菜 一片良田现眼前 打造自然美丽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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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庞丽杰在尚志国有林场
管理局工作的第 28个年头，她回忆
道，刚参加工作时，她每日天不亮就
与同事一起进山，山里树木高大、密
不透风，潮湿的空气打湿了鞋裤，一
湿就是一个上午，许多职工都因此
染上了风湿病。

“中午不能下山吃饭，我们就带点
水和干粮凑合一顿。”庞丽杰说。林区
内蛇蚁众多，还有野猪出没，但作为一
名党员，艰苦的环境从未让庞丽杰有过
退缩的想法，她穿山入林，一步一个脚
印地实地探查。

2019年，元宝林场的监测员在
对杨树林进行踏查时发现异常。“当

时我正在出差，但虫情就是命令，接
到消息我第一时间赶回来，经过调
研，确定这是林区首次发现的波纹
斜纹象虫害。”庞丽杰回忆道，由于
发现及时、控制得当，避免了元宝林
场3000多亩杨树人工林遭受损害。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森林病虫
防治检疫站是国家级中心测报点，
为实现防治工作由被动减灾向主动
控灾转变，庞丽杰参与建设了“天空
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现在，我们天
上有卫星监测，高处有无人机、铁塔
视频监控，地面有 267 个固定监测
点，真正做到了监测全覆盖，无死
角。”庞丽杰说。

深入林区“治病”做好绿树青山守护人

庞丽杰检查松毛虫上树情况。

双阳矿沉陷区综合治理现场双阳矿沉陷区综合治理现场。。

□杨桂珠 周中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长虹

秋日暖阳下，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双阳煤矿南边一片低洼地内，黑油油的土地上，芥菜开始收割，嫩生生的白菜抱心而立；
在另一侧，推土机正将煤矸石堆推平，压路机在一遍遍压实新垫的矸石，明年开春又将出现一块新绿——谁会想到，就在3个
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采煤沉陷区形成的荒滩水坑。

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对采煤沉陷区开展综合治理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回覆黑土，恢复矿区生态环境。为保护珍贵的土
地资源，双矿公司在先期投入495万元的基础上，又投入600多万元完善土地复垦工作，今秋，复垦土地已经收获第一批蔬菜。

双阳矿沉陷区从乱水坑双阳矿沉陷区从乱水坑（（左左））变良田变良田（（右右）。）。

（上接第一版）目前，团队成员全
力投入到科学开发利用林木资源，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中。李
坚说：“科学研究一定是前沿性的，搞
科研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方法。”
有时，团队提出的一些科研方向让很
多人觉得匪夷所思——做出像荷叶
一样滴水不沾的木材；构筑与棉花相
似的木质基仿生材料；利用贝类代谢
物质黏合机理研发安全绿色的胶合
剂……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天方夜
谭的科学研究，却在团队的实验室中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2018年1月，李坚团队获得了沉
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获奖
的项目就是“基于木材细胞修饰的材
质改良与功能化关键技术”。“这个技
术不仅解决了人工林木材密度小、强
度低、易变形开裂、腐朽虫蛀和易燃
烧等问题，还能够通过改变木材细胞
壁层分子结构和调控细胞微观构造，
使木材具备疏水、阻燃、防腐和电磁
屏蔽等新功能。”团队骨干成员谢延
军解释说。这项技术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在木材仿生功能化基础研究
方面引领了学科前沿。而这个项目
只是李坚团队众多科学研究中的一
个。近5年，团队在国内外知名学术
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0余篇，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0余项，获省部
级科学技术奖励4项。

这一连串数据，表面看来是团队
日夜攻关的丰硕成果，但内行人却知
道，这只不过是团队厚积薄发的一种
必然。在团队有一个“怪”现象：多年
默默无闻的学生，可能会井喷式发表
研究成果；一直毫无建树的科研人
员，可能一下子就会在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上发表文章。团队骨干成员于
海鹏感慨地说：“任何研究课题，只有
脚踏实地、全力探索，积累到一定程
度才会有所收获。”

多年来，他们能脚踏实地干事创
业，离不开团队的整体氛围。团队从
来不会急功近利。“瓜熟自然蒂落，尚
未成熟的科研成果，如果贸然推出，
必将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李坚说。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做对国计民生有意义的事

虽然实验室中的科研成果不断
涌现，但团队却并没有止步于实验室
的成功。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多
做些对国计民生有意义的事，才是科
研人员的价值所在。而众多成果也
在这样的目标之下，在全国各地的企
业中落地开花。

团队先后为徐州盛和木业有限
公司解决了产品强度不均匀问题；为
浙江兔宝宝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研
发了磁性木材和具有室内挥发有机
物降解功能的木材产品；为四川亭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塔拉胶基
可食膜和高吸水树脂，解决了塔拉胶
应用单一问题。团队的活性炭配方，
不知“救活”过多少企业。

此外，团队还调研了百余家木材
加工企业的碳排放问题，提出了解决
办法，并联合十多位院士提出了院士
建议，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建言献
策……

团队先后入选全国工人先锋号、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2.0、黑
龙江省“头雁”团队。近 5年团队培
养的200余名博、硕士研究生已经成
为全国各地从事林业工程研究工作
的栋梁。仅在校期间，学生们就摘得
了梁希学子奖、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全国林科十佳优秀毕业生、黑龙
江省三好学生等诸多荣誉称号。学
生们的科创作品也在全国和省“挑战

杯”比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中摘金夺银。

如今，团队不仅凝聚起东北林业
大学科研人员的前进动力，更带领着
全国木材科学领域进入科研的黄金
期。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生理学教
授尹伟伦曾经这样评价过李坚院士：

“在他的带领下，全国从事木材科研
的机构已经破除了壁垒、形成了合
力。”的确，在每年全国木材科学年会
上，李坚都会做报告，畅谈团队凝练
出的科研方向，让同行们大呼“解
渴”。如今，全国木材科学研究人员
经常学术交流、互通有无，使林业工
程学科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打造人才沃土，让高层次
人才迸发活力

多年来，东北林业大学积极打造
人才沃土，不断探索实施更加积极、
开放和灵活的人才政策，着力打破制
约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枷锁”，让高
层次人才迸发活力。

“人才工作基础在‘引’，根本在
‘育’。”东北林业大学李坚院士团队
教授陈问帅介绍说，曾经，面对科研
项目中的难题时，学校给予团队自由
引进人才的权力，通过“引才”合作机
制难题得以破解。同时，学校立足本
土优势，坚持就地取“才”、变“材”为
才，不断加大对本土人才的培养。

做科研很苦，带学生很累，想要
保持创新思维、领跑研究领域，就必
须时刻关注着国际学术前沿。每当
看到李坚院士在大年初一到办公室
工作的身影，看到 70后的团队骨干
刘守新保持着每天阅读几篇英文文
献的习惯，看到谢延军和于海鹏等
专家常常为学生修改论文到凌晨，
看到团队成员热火朝天地沉浸在各
项课题中……很多人都问他们为什
么这样拼？可他们却认为，世界上
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实现梦想而
攀登。

刘守新教授这样说：“团队带头
人快 80岁了，却依然保持着拼搏的
劲头。我们都是他的弟子，他都那么
勤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在李坚的带领下，团队中的其他
成员也都在教学、科研一线辛勤地耕
耘、奉献着。他们不断加强对学生的
引导，鼓励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及各种
学术活动，同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深
深地影响着学生。刘守新会为了帮
助学生就业，积极主动地给全国相关
的科研院所和企业打电话，当学生的

“推销员”；谢延军会为了指导一个实
验细节，与学生在实验设备前反复调
试、组装一整天；于海鹏会把家中的
被褥邮寄给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团队
成员李淑君会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带回家里，请学生吃饭……

“想要让学生有高尚的道德，教
师首先要有良好的品格，所谓言传身
教，说得再好，也不如做得好。师德
蕴含在团队成员的实际行动中，他们
正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育人
使命。”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志
坤说。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
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
慢一步就落下了。”黄大年正是怀着
这样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紧迫感，恨
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用，把自己的
生命发挥到极限。东北林业大学林
木资源高效利用教师团队也把对祖
国和龙江的挚爱、对科研的执着，浓
缩在自己奋进之路中，用“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的劲头在属于自己的
岗位上背倚林海，扎根黑土，不断耕
耘与收获着。

背倚林海 变“材”为才

我为群众办实事

□王永丽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鹤岗市东山区工人村街道党
工委创新打造“民情管家”服务品
牌，积极打造爱心服务“小分队”，
通过听民声、访民情、解民难等方
式，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推向高潮，植入民心。

打造“关爱‘银龄’小分队”，当
好居家养老“管家”。小分队宗旨
为尊老、爱老、敬老、孝老。队伍成
立伊始，便组织深入辖区老人家中
进行走访，重点掌握老人健康、生
活等方面的状况。底数摸清后，为
辖区70岁以上老人按需提供卫生
清理、营养配餐、寻医问药等方面
服务。年初以来，小分队共面向老
年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8次，帮
助解决下水堵塞、煤气罐更换、粮
油购买等实际问题52件。

打造“点亮心愿小分队”，当好
解决难题“管家”。小分队广泛征
集辖区困难群众心愿，并全力以赴
帮助他们实现心中所想所盼。在
辖区2个社区分别设置了心愿墙，
居民将微心愿写在卡片上，小分队

成员来完成。另外，还通过微信
群、电话、短信等方式收集群众微
心愿。今年1至10月，小分队共征
集微心愿 24个，帮助居民解决门
前积水、大树遮挡住宅阳光等问题
18个。

打造“守护健康小分队”，当好
身心健康“管家”。在社区建立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了相关设
备，打造了“一站式”诊疗工作站，
定期组织开展义诊活动。结合实
际开展健身操、康复、健身等活动，
小分队负责场所打扫、设备管护和
组织联络。截至目前，小分队共邀
请鹤康肿瘤医院、明仁眼科医院等
多家医疗机构累计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4次、健康体检6次，受益群众
达300余人次。

打造“传播知识小分队”，当好
精神文明“管家”。街道历时 1个
多月自主设计建成了占地面积
2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长廊，通过
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辖区党员群众
传播红色种子。小分队定期发布
学习计划，队员们纷纷当起讲解
员、授课者，用“大白话”讲解涵盖
历史、科技、养生等方面知识。

鹤岗市东山区工人村街道

组建爱心“小分队”
当好群众“大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