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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

□马淑芬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潘宏宇

在宝清县宝清镇庄园村蔬菜大棚里，
小白菜、水萝卜、油菜等蔬菜绿油油的一
片，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新鲜蔬
菜准备上市销售。“今年的早春蔬菜产量
高、质量好，这全都是绿色种植、上农家肥
的结果！”村民刘福波说。

“蔬菜口感好、产量的提升，得益于我
们县大力推进黑土地保护工程和农业污
染的治理！”宝清镇副镇长刘大伟说。

近年来，面对黑土层变薄、肥力下降、
土质变硬、土壤污染等黑土退化和污染问
题，宝清县把黑土保护工作作为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立
足保护耕地生态，大力实施农业“三减”、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回收农药瓶等一系列
系统工程，有效提升了黑土耕地生态质量
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根治污染源
专门的“农药包装物回收站”在宝清

县的每个村屯都成了标准设施。“以前地
里、壕沟里到处都是农药瓶。不但污染了
水，也严重污染了黑土地，种出来的农作

物品质不好，卖不上价。”宝清县尖山子乡
北岗村党支部副书记李雪亮说，现在土壤
环境好了，大豆品质提高了，去年，“北岗
村”牌大豆油还获得了“中国有机产品”认
证证书，价格一路走高，市场供不应求。

近年来，宝清县全面深入实施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以及减化肥、减农药、减除
草剂农业“三减”行动和测土配方施肥。
全县每年拿出 300 多万元进行农药瓶
（袋）回收处置工作，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1681.5 万个，全部进行了集中无害化处
置。目前，全县落实农业“三减”高标准示
范基地186个、面积55.06万亩。“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项目区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
植保机械作业实现全覆盖，化肥施用量比
2017 年减少 1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
45%以上。”宝清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胡锋说。

近日，根据专业部门检测，宝清县内
挠力河水质由Ⅳ类提高到Ⅲ类。宝清县
还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称号。

“增肥”地力
2018年10月，宝清县被农业农村部确

定为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县之
一，项目区面积20万亩，连续实施三年。

“秋天深翻秸秆还田，春天用腐熟剂，
促进秸秆发酵变成有机肥，提高了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水稻成熟度好，产量提高
10%以上。”宝清镇双泉村党支部书记王
立波说，他们村 2000亩水稻田产量的提
高就受益于黑土地保护项目。

近年来，宝清县还通过农艺、农机、工
程、生物等综合配套技术措施，减少了化
肥用量，提升了土壤有机质。目前，宝清
县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区域土壤耕层厚
度提高了7.2厘米；耕地质量平均提高0.3
个等级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
0.05个百分点以上；旱田耕作层厚度平均
达到 30厘米以上，水田耕作层厚度平均
达到20厘米左右。

黑土保护项目在“增肥”地力的同时，
也鼓起了农民的腰包。双泉村的庆丰水
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佳木斯一家企
业签订了水稻收购合同，每公斤高于市场
价0.2元收购。

涝洼地变高标准农田
在尖山子乡北岗村桥涵、田间路、排

水渠、防风林，建设高标准农田配套的工
程设施一应俱全，让这个曾经广种薄收的
涝洼地变成了土质肥沃的“金疙瘩”。

“北岗村地势低洼，经常是一场洪水
全村颗粒无收。2019年下半年，宝清县
高标准农田项目落户北岗村，4万余亩涝
洼地列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李雪亮
说，北岗村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
排水能力，“土地特别有劲儿，种上就打
粮！以前一垧地能收4000斤大豆就很好
了，现在收成翻了一番，土地肥了，收成好
了，原来外包的土地，村民都收回来自己
种了。去年，北岗村农民人均收入 4.8万
元，比往年增加了1.5万元。”

近年来，宝清县围绕“稳粮、优功、增
效”目标，着力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积极推
进“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范围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两区”耕地用途管控，通过完善农田
输变电设施设备和田间路网、实施土地平
整工程，确保“两区”耕地数量不减少、质
量有提高、用途不改变。

通过黑土保护综合治理，宝清县黑土
耕地不仅使农业生产条件、黑土耕地质量
和生态得到显著改善，而且粮食产量和农
民收入明显提高。2021年，宝清县（含三大
农场）粮食产量超40亿斤，连续十七年获
得全国产粮大县奖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8087元，同比增长8%。

推进黑土地保护工程

宝清 肥了土地 富了村民

随着气温回升，河流逐渐解冻。为防止河道沿线垃圾随冰雪融化冲刷
入河，近日，同江市水务局以松花江沿线和三江口为重点，开展春季河道“治
污清河”行动。

龙头采客 刘莹摄
清污三江口

□毛红娜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

“你好，请问进山做什么？请在这里进
行登记，不要携带火种！”4日，在集贤县峻山
林场的防火检查卡口，护林员李富强正在
对进山人员进行详细登记和安全检查，身
旁的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防火宣传知识。

集贤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侯金龙
说：“全县 7个林场职工全员上岗，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见人必查，逢车必
检，同时加大巡山频次，坚决守好管好森

林防火防线。”
与林业系统“春防”工作同步，集贤

县各乡镇秸秆禁烧工作也加大了工作力
度，“在地里的积雪开始融化之后，各乡
镇、村屯的秸秆禁烧人员就第一时间恢复
了在田间地头巡逻。尤其是去年秋天未
来得及整地、秸秆遗留的地块，全部专人
盯防，确保全县不出现一个野外火点。”集
贤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谭金龙介绍说。

集贤县把秸秆禁烧和春季森林防火
两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原来的林业、
地方各自为战变为“护林员+禁烧网格

员”联合作战，用秸秆禁烧助推森林防
火，以森林防火协防秸秆禁烧，坚持“预
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原则，全面压实主
体责任，抓严抓实抓细网格化管理，守牢
守好守紧防火、禁烧两块阵地。

“每年 3至 5月是防火关键期，也是
护林员最辛苦的季节。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就开始巡查，辖区每天都得走一遍才
能放心。”护林员李富强说，以往最大的
困难就是看住老百姓焚烧秸秆。但今年
各村屯禁烧网格员都在田间地头值守，
防火压力就小了许多。

集贤县

“护林员+禁烧网格员”联合作战

□刘守辉 王衍龙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和春季森林防火
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大海林林业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海林局）自上而下提前
谋划、多措并举、统筹开展清明节期间疫
情防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公司19支消
防队伍435名队员，1支专业队已进入一级
战备状态，18支场级半专业队入山巡护。

红星返乡人员排查服务站是进入局
址的第一道卡口，总部机关工作人员下
沉到疫情防控最前沿，本着不落一车、不
漏一人、不留一个死角的原则，加强值
守，严格排查，对抵返人员逐一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填报“牡疫控”小程序，严格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各林场（所）在各入山道口设专人和
一名公安民警把守，配备了宣传横幅、宣
传喇叭、灭火机具和火种收集箱，严格执
行进出山扫码规定，真正做到入山人员
有专人管控、各个墓地有专人负责，切实

做到“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环卫物业公司傍晚时设专人在主、

支干道十字路口、小区十字路口进行巡
查，发现有烧纸钱现象及时上前劝阻，并
倡导祭奠群众文明祭祀。

长汀经营所森林消防队员全部到岗
到位，严把入山口，对坟头密集区域严看
死守，防止上坟烧纸。

进山扫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摄

大海林林区

严把入山口 看住人管住火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玉玺）近日，省水利厅在省水旱灾害
防御会商中心主持召开防凌会商调度
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防
凌工作部署，进一步分析研判当前凌
汛形势，安排部署防凌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防凌形势十分严
峻、不容乐观，黑龙江上游、松花江中
下游发生一般性冰坝可能性较大，不
排除发生灾害性冰坝的可能，嫩江上
游、乌苏里江局部江段可能发生卡
塞。要进一步压实落靠防凌责任，强
化防范应对措施，毫不松懈继续抓好
各项防凌工作。

会议要求，各相关县（市区）水务
局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
理，切实把防凌工作责任措施落实落
细落到位，周密做好应对灾害性冰坝
和较大凌汛的各项准备。主要领导要
主动分析研判，摸清掌握风险隐患关
键点，做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确保

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巡查值守、转移
安置、应急抢险等各环节工作落实到
位。包保责任人要驻乡驻村一线值
守，特别是易发生冰凌卡塞江段，确保
发生险情能够立即上岗到位，靠前指
挥。要继续加强水利与应急部门间的
协同配合，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
链条，形成防凌抢险救灾工作整体合
力。

针对易卡塞江段等高风险区域，
各相关县（市区）水务局要实时分析研
判，全面掌握水情、凌情发展变化，提
前发布预报预警。要深入排查河道狭
窄、弯曲、浅滩和跨河桥梁等易发生冰
凌灾害部位，加大巡查力度，加密巡查
频次，特别是水毁堤段和险工险段要
提前预置防凌物资和抢险力量，坚决
做到抢早、抢小、抢住。要进一步完善
人员安全转移预案，做好提前转移人
员各项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
亡的底线。

我省防凌形势十分严峻
包保责任人要驻乡驻村一线值守

□田为 曹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霍营

吉林省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我省先后派出5批次共计280人
的医疗队奔赴吉林省，与当地人民同
担风雨、共克时艰。

我省援吉医疗队中，有不少曾是
支援过武汉的抗疫“老兵”。其中，哈
医大二院医疗队有四名队员曾参加过
黑龙江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是队伍
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分别是感控监控
迟迺洵、重症医学科护士徐良和裴建
强、感染科护士申傲。

“想要救治更多人，就要先保护好
自己。你们救治患者，我来守护你们
安全。”这是黑龙江省支援吉林医疗队
感控组长迟迺洵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时间紧、任务重，到达驻地后迟迺洵第
一时间制定驻地酒店的感控制度，并
赶赴支援医院亲自走遍医疗队即将要
接管的病区，对每个环节和流程的细
节熟记于心，丝毫不差地传达给每一
个队员。3月 15日，医疗队整建制接
管吉林市中心医院重症病房，他和第
一批进舱队员从晚上八点一直工作到
第二天早上。

随着队员们陆续进舱工作，前期
感控培训任务告一段落，但更严峻的挑
战在后面。“感控工作只有 100分和 0
分，有一个疏忽就满盘皆输，所以我们
每天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迟迺洵说。

凌晨两点睡、早上五点起，这是迟
迺洵支援期间的常态。每天早上8点
到16点他要在定点医院督导进舱、出
舱队员穿脱防护用品，对穿脱过程中
不规范的行为及时纠正，严苛要求；还
要对清洁区、二脱间进行核酸物表采
样，以及落实感控护士职责和工作范
围，并进舱巡视排查当日风险点；17
点返回驻地后也顾不上休息，还要监

督队员在驻地是否严格按照感控要求
执行。

作为疫情防控一线的“幕后英
雄”，迟迺洵每天事无巨细，以高质量、
零差错完成各项感控工作，守护着黑
龙江省支援吉林医疗队的210名队员
的安全。

哈医大二院此次派出的 20人医
疗队中有13名队员来自重症医学科，
他们勇挑重担，啃下抗疫前线的“硬骨
头”——救治重症患者，曾经支援过武
汉的重症医学科护士徐良便是其中的
一员。

支援武汉期间徐良负责护理重症
患者，他深知俯卧位通气对患者治疗
是十分有益的。为重症患者进行俯卧
位通气，最难的是要在翻身的同时保
持治疗连续性、防止脱管，保护皮肤完
整性，防止误吸。

“每一次为患者进行俯卧位通气
都需要四五名队员相互配合，作为护
理队伍中为数不多的男队员，自然成
为了‘主力’。”徐良说，因为穿着防护
服、带着护目镜和手套，很多简单的护
理动作都变得十分笨拙吃力，汗水瞬
间浸湿防护服里的衣服。最多一次他
曾在 4个小时里，为四位重症患者进
行了俯卧位通气，下班后已是精疲力
尽。虽然很辛苦，但看到患者病情一
天天有所好转，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我省援吉医疗队中，90后队员
裴建强和申傲，表现也十分出色。由
于医疗队接收的患者年龄都很大，心
里负担重，裴建强在完成常规的护理
工作后，会主动走到病床前为他们进
行心理疏导。申傲接管的患者中有一
对六旬老夫妻，阿姨病情较为严重，情
绪非常消沉。申傲会和患者唠唠家
常、鼓鼓劲。听到熟悉亲切的东北口
音，患者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对病情
的治疗有很大帮助。

我省援吉医疗队
不畏艰险勇啃抗疫“硬骨头”

本报5日讯（耿占东 刘金玲 黑
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邢汉夫）记者从
哈尔滨地铁集团获悉，5日，哈尔滨地
铁3号线二期工程靖宇五道街站至北
马路站区间（以下简称靖北区间）左线
隧道继右线贯通 49天后再次成功贯
通，比原计划提前 7天。该区间的贯
通为下一步轨道铺设奠定基础。

据了解，哈尔滨地铁 3 号线西北
环靖北区间全长约 580米，临靠松花
江，地下水位高。区间沿靖宇街敷
设，横穿纯化街、景阳街、沟沿街，线
路主要穿越的地质环境为富水砂
层，且沿线均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
旧历史建筑，距隧道边线最近处仅
0.8米。为保证盾构掘进过程中周边

建筑物稳定，哈尔滨地铁集团组织
项目公司，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及适
应性评估，最终选择采用对地层沉
降控制更加精细的泥水盾构施工，
适应了富水砂层，减少了对周围土
体的影响，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涌水
涌砂的风险，为隧道安全施工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为保证盾构机顺利掘进，盾构穿
越前，项目部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多次
论证咨询，同时，对掘进参数进行了精
细化管控，最终平稳地完成了穿越和
区间的贯通。

地铁3号线西北环靖北区间轨道
贯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摄

哈尔滨地铁3号线西北环
靖北区间双线贯通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吕晓艳）近日，记者从省招生考试委员
会办公室获悉，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
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
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原定 4月 16日
至 17日举行的 2022年上半年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延期至2022年10月举行，
具体开考安排请关注黑龙江省招生考
试院后续公告。

考生已缴纳的考试报名费将按原
缴费渠道全额退回，考生无需提出申
请。已在停考过渡期的专业，停考过
渡结束时间顺延半年。

我省自学考试延期举行

防火知识要点

什么叫森林火灾
凡是失去人为控制，对森林、

森林生态系统和人类带来一定危
害和损失的林火行为都称为森林
火灾。

自救指南
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

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法及时
扑灭，如果火已燃起，一定要马
上 避 险 ，并 打 森 林 火 警 电 话
12119报警。

转移避险时，一定要先判断
风向，逆风逃生。如果风停了或
者暂时无风，有可能是风向要发
生变化，一定不要大意!

注意远离密集的灌木、草
丛，寻找空旷的安全地带。切记
不可选择低洼或坑、洞，因为低
洼和坑、洞容易沉积烟尘。

森林火灾除了高温火焰会
给人造成伤害，还有浓烟和一氧
化碳，撤离时如果周边有水源，
可用浸湿的衣物等遮掩口鼻。

撤离时如果被大火包围在
半山腰，要快速向山下跑，切忌
往山上跑，通常火势向上蔓延的
速度要比人跑的速度快得多，火
会跑到你的前面。

如果被大火包围，确实没有
别的逃生办法，选择火势较弱的
地方，用衣物护住头部迅速穿越
火线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