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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在行动

□本报见习记者 杨惠暄

走进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乾丰镇
福安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崭新的
太阳能路灯和整齐的房屋，还有青葱
翠绿的青刀豆和甜玉米。

记者见到王超时，她正和团队采
集土壤样品进行水土调查，要初步查
明村里区域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状
况。

“这个女同志不得了，王超书记
驻村以来，为村里谋划的每一件事都
很实，这次水土调查，受益的不仅是
福安村，调查取得的结果也可以给全
镇的种植户作为参照。”齐齐哈尔市
克东县乾丰镇党委副书记赵伟说。

“要去新的环境开展工作，内心
是充满忐忑的，一切都是挑战。”2021
年6月，省地质矿产局党群处副处长
王超来到了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乾丰
镇福安村。

第一次做驻村书记，如何将自身
实际与乡村的人、事和政策结合起
来，是她当好第一书记的入职考试。

“来到这以后，我了解到克东县
有一项好政策，为鼓励大家传承孝老
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只要符合条件
的村民为父母交赡养费，县里会给一
定额度的奖励。”随后，王超就向村里
发出了“孝心敬老 从我做起”倡议
书，全体村民积极响应，符合奖励条
件的73户脱贫户子女都为父母交了
赡养费，既向父母敬了孝心又增加了
父母的收入。

“去年刚来村里时，吃的第一顿
饭就有当地的大豆腐，这豆腐的口感
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软硬适中还
甜丝丝的，村书记告诉我豆腐好吃主
要是因为这儿的水好，作为一名地质
人，我特别想弄清楚我们的水到底好
在哪里，村里主要种植大豆和玉米，
如果土壤中含有益元素，也许就能探
索出一条产业链。”王超说。

有了这个想法后，王超立即与省
地矿局进行汇报，省地矿局、省自然
资源调查院领导表示会全力支持驻
村工作，派出专业技术团队赶到村里
开展水土质量调查。

土壤采样设计是在 9000亩耕地
范围内采 54个土壤样品，王超和专
业技术团队在暴晒和暴雨中工作了
10多个小时，行走了25公里，完成了
全部土壤采样工作。

“乡村振兴并不只是目标，更是
一件件有利于乡村发展、村民幸福的
好事、实事的具体落实。我们这次的
水土调查，既有助于村民生产生活，
也能为村里下步发展探索思路。”王
超说。

“以前的福安村，晚上黑漆漆的，
分不清路和路边沟，有人栽倒到路边
沟，遭了不少罪。”“秋收对农民来说是
最重要的时候，大家都争分夺秒。以
前，白天在地里，晚上还让家里人拿着
手电筒照亮，继续倒车、灌包。”说起村
里以前的情况，大家滔滔不绝。

去年8月份，王超走访了很多村
民，倾听了他们的需求，得知村民们
最大的愿望就是安装路灯。王超第
一时间和省地矿局请示，在省地矿局
的帮扶下，抢在秋收前帮助全村安装
了111盏太阳能路灯。

“安装好路灯后，福安村自筹资
金在中心屯安装了栅栏。一眼望去，
村容更加整洁有序。”王超告诉记者。

“驻村的一年来，领导的鼓励、村
民的认可让我深觉虽身在百里之外
并不孤单，浑身充满了力量，接下来
我会尽己所能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
热，有底气、有信心、有激情地干好工
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选择，无愧于
年纪，更无愧于我是地矿局的一员。”
王超说。

福安村的每一点变化都是王超
和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对于
村子未来的发展，王超充满信心。

豆腐中“吃”出的水土调查
8

初秋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色彩绚丽，风
景如画。绛色游船自湖面划过，推开两道水
波，船上是李长吉和他的游客。

“前面是我们的观鸟塔，那里的鸟儿最
多，白枕鹤、白琵鹭、苍鹭……啥都有！”景区
游船的船长李长吉兴奋地向游客们介绍着

“自家”情况。
“我家祖孙四辈都生活在这里。”作为土

生土长的富锦人，李长吉见证了富锦湿地的
变化。“在我小时候，家里靠种地和打鱼为
生。那时候大家对湿地没有概念，围上一块
地，排干水后就开始种田，由于田地是从沼泽
里开垦出来的，所以产量非常低，没多少收
入。后来大家就捕鱼，捕鱼的人多了，鱼也没
了。鱼没了，鸟也不来了……”

李长吉回想起曾经的一切，历历在目。
那时的富锦湿地，耕地连片、围堰纵横、泡塘
干枯、难觅鸟踪。

“好在有咱们政府。”李长吉感慨道。
2005年，富锦市全面开展打击破坏湿地违法
行为专项治理行动，推围堰、铲断口、拆违建，
关闸憋水，一次性还湿近万亩，消失的湿地回
来了，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也成了全国退耕还
湿示范区。

如今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蓝天碧水交
相辉映，悦耳鸟鸣此起彼伏，这里已经成为植
物的王国、鸟类的天堂。那些靠湿地为生的
渔民们，也如李长吉一样，被聘用为湿地的工
作人员，参与起湿地的建设及巡逻管护，从前
的“破坏者”变成了如今的“守护者”，用行动
守护着这片湿地。

“富锦国家湿地公园，是我省湿地生态修
复的一个缩影。”省林草局湿地管理处处长殷
彤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累计投入各
类资金12.65亿元，实施了一系列湿地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完成退耕还湿面积 55.97万亩，
位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黑龙江更是不断加强湿地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作，在大江大河沿岸、生态区位
重要、湿地资源丰富等区域抢救性地建立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构建起全国最
大的省级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形成了覆盖全
省的湿地保护网络，湿地生态恢复成效显著。

把湿地还给湿地
“破坏者”变“守护者”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随着候鸟迁徙
期的到来，龙江上空飞鸟翔
集、群鸟啁啾。

俯瞰龙江生态版图，扎
龙、兴凯湖、挠力河、珍宝岛、
安邦河……星罗棋布的湿地
和自然保护区，犹如一颗颗

“明珠”，装点着龙江大地。随
风摇曳的芦苇，翩跹起舞的飞
鸟，灵动游弋的鱼儿……描
绘出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湿地
画卷。

本报19日讯（冯宏伟 记者张
磊）19 日 8 时 58 分，随着一声“点
火”，工人们将引火柴投入到炉膛
内，滚滚热浪迎面扑来，上煤、调试、
记录……大兴安岭呼中区房产维修
与供暖中心锅炉房内，一派忙碌景
象，正式开启了供暖季。

随着冷空气来袭，有着“中国最
冷小镇”之称的大兴安岭呼中区气温

骤降，最低气温达到了-7.3℃。根据
气象形势，呼中区 17日开始注水打
压调试，19日起炉供暖，预计 3日内
完成全区供热，为呼中区居民早早送
上了一份温暖。

据了解，呼中区供暖期长达8个
月，每年供暖用煤达5万吨，在“三九”
天气，每天供暖用煤炭量近400吨。

点火。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大兴安岭呼中区

“最冷小镇”提前开栓供暖

本报19日讯（冯晓蒙 记者邵
晶岩）“大家好，今天我与大家分享
的业务知识是如何规范发展入党积
极分子。”19日，孙吴县“能力作风建
设·业务小讲堂”正式开讲。

为推动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走深走实，全面提高机关干部业
务能力，孙吴县创新开展了“能力作
风建设·业务小讲堂”活动。业务小
讲堂分为线上公开课和线下专题微
课两种形式，首批线上公开课由县纪
委监委、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等
15个综合部门聚焦基层常需常用，
聚焦业务工作普遍问题，聚焦制约工
作质效提升难点问题等进行专题授
课，并在全县范围内公开展播。线下
专题微课同步开讲，机关干部围绕岗

位职责、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法律文
书等 10个方面讲解业务知识，县机
关能力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深
入基层督导旁听，遴选优质微课在全
县展播。

据孙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赵亚红介绍，“能力作风建设·业务
小讲堂”是孙吴县开展机关“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中的一项创新举
措。在内容上，突出讲业务、讲实
操，做到可应用、可实践；在主讲人
上，明确以业务骨干和年轻干部为
主体，努力发现一批业务尖子；在形
式上，坚持小切口切入，明确专题微
课以科（组）室为单位，采取科室讨
论、小组研讨、模拟业务办理等多种
方式进行，力求讲细讲透。

孙吴县“能力作风建设·业务小讲堂”开讲

金秋九月，扎龙湿地上空汇聚的
鸟群越来越多。作为东北亚候鸟迁
徙的重要通道和驿站，这里被称为

“鸟类的乐园”，丹顶鹤、东方白鹳等
多种珍稀鸟类常出现于此。

在大庆市林甸县，有一位远近闻
名的“生态使者”“护鸟铁人”，他叫付
建国。

“我是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开始
护鸟的。”付建国介绍，自 1984 年
起，他便进入林甸县林业和草原
局，成为一名湿地巡护员，这一干
就是 38 年。其间，他救助了丹顶

鹤、白鹤、白头鹤、东方白鹳、
大鸨、金雕等国家一级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300 多只。

每天，付建国都会到管护区内进
行巡护。夏季雨水多，他就靠划船、
步行淌过湿地；冬季湿地封冻、土路
颠簸，他就开着自己那辆四处漏风的
微型车。

吃住在救助站，付建国最常吃的
就是白水煮挂面。

“这边鸟群丰富，从前猎鸟的人
特别多，老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为鸟
儿们挡子弹。”同行的鸟类保护志愿
者告诉记者，很多盗猎团伙都较不过
付建国的“拼”劲和“轴”劲，通过与相
关部门的紧密配合，林甸周边捕猎的
人越来越少了。

在付建国的推动下，大庆市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成立，现在已经有近百
名志愿者。14年来，志愿者们自发组
织巡护活动，加强护鸟宣传，人们的
保护意识也越来越高。

“随着黑龙江逐渐加大湿地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湿

地面积逐年增加，候鸟可迁徙地区也
逐渐增多，鸟群种类与数量都在递
增。”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
长关昀表示，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
鸟类保护工作，加强野外巡护和责任
管理，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加大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打击力度，多措并举开
展春秋季候鸟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为构筑良好生态环境、打造鸟
类栖息乐园而不断努力。

资源禀赋、生态良好的黑龙江吸
引了无数珍稀鸟类汇聚于此，守护鸟
群安全的职责，就交给了付建国以及
无数的“付建国们”，他们是专业的湿
地巡护员，也是充满热忱的志愿者，
更是生活在碧水蓝天下的大家。

“护鸟是一辈子的事，爱鸟护鸟
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希望有更多的
人加入护鸟的队伍中，为我们的子
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财富。”付建
国说。

守护湿地生态资源 打造鸟类栖息天堂

万 顷 松
江湿地，百里生态长

廊。澄清明亮的松江湿地犹
如镶嵌在城市群落中的一面镜子，

照亮了两岸的繁荣。在这座“珍宝
库”中，有着无数的生物资源。

秋初之际，太阳仍旧热烈，一艘
红皮艇，载着管绍贤以及她的志愿者
团队，开启今日的护渔工作。

“湿地与江水是相互依附的，保
护松江湿地也就是保护松花江内的
水生物种”，管绍贤介绍，她所带领的
哈尔滨生态保护志愿者团队自 2020
年开始对松花江中的鱼类进行保护，
在今年的禁渔期，他们共组织了20次
行动，清理鱼挂子、地笼网，收缴捕鱼
工具，在松花江进行鱼类放归，对沿
岸渔民进行普法宣传，开展鱼类放归
活动……

“通过我们3年来的努力，以及在
相关职能部门支持下，我们发现在松
花江沿岸下网下笼、非法捕鱼的现象
越来越少了。”管绍贤说。管绍贤有
一个野保微信群，集结了省林草局野
保处、各地市林政资源部门、森林公
安局等多家职能单位，还有上百名来
自全省各地市的志愿者。“政府+民
间+媒体”的生态保护模式，筑牢了湿
地保护的又一道防线，守护湿地的生
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地向更广更深
处传播。

“湿地生态系统是一张大网，植
物、飞鸟、游鱼，网内的每一个生命都
很重要。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将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殷彤介绍，截至
目前，我省现有湿地面积 5250万亩，
约占全国湿地总面积 15%，位居全国
第4，全省建立了10处国际重要湿地，

数量居全国第1，103处湿地类型自然
保护区，75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11
处湿地保护小区，丰富的湿地资源为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黑龙江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理念，遵循“保护优先、严格
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和合理利
用”的原则，不断推动湿地保护修
复，努力打造山清水秀的绿色生态
空间，并明确提出着力建设“绿色龙
江”，坚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
先的目标。

殷彤表示，未来，全省各级林草
部门将牢牢守住已有成绩、赓续有用
经验，全面贯彻落实《湿地保护法》，
多措并举开启龙江湿地保护新篇
章。让更多的湿地明珠，成为黑龙江
生态文明建设的闪亮名片。

赓续有用经验 擦亮“明珠”光芒

湿地守望者守望者

本报讯（记者狄婕）17日，省交
投集团交通科技产业园开工奠基仪
式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举行，项目总投
资 3.5亿元，将打造寒区交通产品研
发、寒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公路工
程试验检测中心。

据悉，交通科技产业园由省交投
集团权属八达路桥公司负责建设运
营，园区位于阿城区新华建材产业园
内，占地面积16.2万平方米，分两期建
设。该项目以数字、（近）零碳、可持续
为建设理念，以“共享、协同、创新”为
经营理念，围绕交通产业科技创新共
享“一个平台”，打造寒区交通产品研

发、寒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公路工程
试验检测“三个中心”，计划建设新时
代大学生创新发展实训、新一代产业
工人培训、绿色近零碳新型材料生产
示范、数智化生产管控示范“四个基
地”，采用绿色型、数字型、研学型、共
享型、超市型“五种经营模式”。

项目建设以“十四五”交通领域
科技创新规划为指导，结合交通产业
科技发展形势及发展思路与目标，锚
定重点研发任务，通过强化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优化资源配置，着力打造
成为国际一流的交通科技产业综合
示范园区，助力龙江经济发展。

省交投集团交通科技产业园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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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菽掀起千层浪，这是
希望的田野，更是苇河林区职工期盼的丰收季
节。

一粒好种，千粒好粮。实验种植新品种的目
的就是要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更加高产高质量
的粮食来。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苇河
局）率先“趟路”用事实“说话”，职工群众积极从
会种田向“慧种田”转变。

在苇河局农业公司良种种植示范基地，3万
余亩的“东农 252型”高蛋白大豆原种种植收到
了预期效果。“这种大豆不仅稳产高产，而且蛋白
质含量都在42%以上，收入会比往年提升10%左
右。”种植户对记者说。

放眼一望无际的田野，手抚成熟的大豆结
荚，苇河局新兴林场场长欣喜地告诉记者：“尽管
今年春来早，全年积温低，但我们指导种植户选
种的‘东农 252’品种适合林区气候，现在看豆荚
饱满、颗粒圆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创新收割方式，效率提高，损伤率降低。“眼
下丰收在即，我们正在抓紧协调配属各林场的农

业收割机械，一定要确保收下来的粮食颗粒归
仓。”苇河局副总经理张宏林向记者介绍，传统的
收割方式粮食损伤率过高，影响销售价格，现代
化收割设备不仅提高了收割效率，而且还能将机
损率降低2个百分点，很受种植户欢迎。这也是
今年苇河局开展系列农业服务的举措之一。

“还没把种子下地，我们就拿到了订单合同，
种地收粮心里更有底儿了。”为推进土地集约化
经营，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规模效益。苇河局今年
扩大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持续推进“订单农
业”发展。今年共签订“东农252型”大豆订单种
植 5万余亩。“从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有专
家全程指导，我们种有保障、销有买家，就等着秋
后数钱了。”东风林场种植户杨培海望着丰收在
即的庄稼，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苇河局森林果蔬种植基地，新建大棚内的
新品柿子、黄瓜等森林果蔬挂满枝头，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采摘。

“苇河林业局完成了实验尝试的第一步，明
年还要扩大规模、丰富种类，要按照集团2022年
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坚决把森林果蔬产业项目建
设好、发展好。”苇河局副总经理张宏林说。

苇河林区“慧种田”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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