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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天池

瓦蓝的天空、金黄的稻田，宽大的草
帽下一张自信的笑脸，脖颈的“围巾”格外
显眼，手拿着吉他席地而坐，这就是“大国
农匠”陈雨佳的微信头像。

对于能获得“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种养能手称号，陈雨佳表示：“这是
对我们农民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种植品质
的肯定。”

“守旧”创新

10月 1日，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玄
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的有机水稻田里，农
民们鞠背弯腰，挥舞镰刀割稻谷，“金色”
里一派忙碌景象。

陈雨佳直起身擦了擦额头汗水，“虽
然还没最终测产，但目测收成很不错。
1200亩需要半个月才能全部收割完。”她
说，每年“十一”收割有机水稻已成为一项
日常。

在以机械化收割为主流的当下，他们
仍坚持用传统的方式收割水稻。

“人工收割可以有效控制水分，水稻
不马上脱杆还能保持营养。”陈雨佳表示：

“这就是我们的‘守旧’，为了保证大米的
质量和口感，我们从插秧、锄草，到收割都
是人工进行。”

在陈雨佳的种植理念中，“守旧”与
“创新”相辅相成。她说：“创新是为了让
大米营养更加均衡。”

请专家来田间，为生产好米“把脉”。
在农家肥基础上增加了豆饼底肥；为苗床
上的稻苗喷洒灵芝素，插秧、扬花前后用
无人机往稻田里喷洒益生菌、牛奶和灵芝
素，在增加大米口感和品质的同时，也对
土壤进行了修复和改良。

陈雨佳说，实验田里每年都会进行不
同的实验，经过 3年~4年的实验，再根据
实际进行扩种。

今年，他们在15亩实验田里试养2万
尾小龙虾，“‘一水双收’的效果非常不错，
明年我们准备开始大范围推广。”她自信
地说。

太阳能杀虫灯为水稻“站岗”，气候监
测仪实时监控温度、湿度，可追溯系统 24
小时随时观看……在稻田里，高科技的

“新农具”随处可见。
陈雨佳说：“这些都是我回乡后陆续

安装的，我们正朝着科学种田不断前进。”

售在产先

“黑土地不缺农民，缺卖好产品的新
农人！”自2016年返乡伊始，陈雨佳就把自
己划归为“新农人”的行列。

2008年，她的母亲褚丽娟牵头成立合

作社，推动村里的稻田规模化经营。由于
受制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和销售方式，村民
们只等着经纪人上门收米，价格说了不
算，赚不了多少钱。

把这一切看在眼中的陈雨佳，辞去了
城里的工作，返乡和母亲共同种水稻、卖
大米。

新农人新思维。她改变先产后卖的
“老”传统，思维一转“售在产先”，借电商
“东风”不断开拓销售渠道。

她说：“好米不能等人上门，要主动出
击，让更多人知道好大米是如何种出来
的，它的品质值得更好的价格。”

网店、直播、短视频、微信朋友圈……
网络新技术也成了她手中的“新农具”。

她的抖音视频开场都是“大家好，我
是种米姑娘雨佳”，她的微信也将“种米
姑娘”放在名字前……这不仅是一个称
呼，更是在打造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品牌
标签。

在短视频中，她讲“石板米”的故事，
万年火山、千年遗址、火山石板田的前世
今生，有故事才更有价值；她展示大米种
植的各个环节，“让大家知道好东西是咋
种出来的”……经过一系列宣传，大米的
品牌效应提升，自然卖出好价格。

线下销售也花样百出，广开销路。
全国招代理、私人订制“粮票”，认购庄主
田等等。“庄主田以亩为单位，让感兴趣

的人来认购当‘庄主’，春天邀请‘庄主’
来插秧，秋天邀他们来收割。”陈雨佳说，
这个项目让用户们有了体验性和参与
感，也间接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希望田野

凭着“农业大有可为，农村天地广阔”
的信心，陈雨佳是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
大学生。这也带动了村里许多年轻人返
回家乡。

村里的“新农人”经常扎堆，不闲聊，
他们在一起研究如何销售、如何拍出爆款
短视频。在他们的短视频中，农村日常、
农民生活是主要内容。对于是否担心创
意被“偷走”，陈雨佳笑着说：“我的目的就
是和大家一起致富。”

如今，陈雨佳又多份新工作——义务
导游员，“我们村打造了玄武湖国家农业
公园，村集体还注册成立了文化旅游公
司。”她说，“经过培训，50多名村民变身导
游员和管理人员，我也成了义务导游员，
利用闲暇时，会带游客们参观，给他们讲
解。”

陈雨佳说：“如今，我们的有机米每斤
价格在30元以上，比2016年时翻了一倍，
而且销售量每年也都在增长。我不能辜
负‘大国农匠’这项荣誉，今后要带动更多
村民走上致富路。”

“大国农匠”系列报道之一

陈雨佳“种米姑娘”逐梦新沃野
日前，“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举办。此次赛事首次举办，
评选出技术技能精湛、经济效益显
著、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农业“状
元”，我省6人榜上有名。

“大国农匠”让人联想到“大国
工匠”。制造业弘扬工匠精神，有
历史、有传承；而农业领域评出“大
国农匠”，改变了人们对农业的认
知。的确，工匠精神不仅制造业需
要，发展现代农业也同样需要严谨
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
新的精神。

我省的“大国农匠”中，有种养
能手、有创新创业人才、农村电商
达人，在范围上涵盖了现代农业的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这些能手、达人、“领头羊”，在产业
链各个环节发挥示范作用，体现了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大不同。
发展现代化农业，新型职业农民是

主体，“大国农匠”是新型职业农民
的佼佼者，为职业农民打了样。

过去，农民是与生俱来的身
份；如今，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的发
展，让“新农人”成为一种主动选择
的职业。手机“新农具”、数据“新
农资”等生产资料的变化，带来生
产方式以及劳动者的改变。比如，

“大国农匠”富锦市七星农场周德
华，已熟练掌握智能育秧、卫星导
航等先进技术，他和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精神面貌迥异，更像是一名科
技工作者。

我省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
头兵，“大国农匠”是新型职业农民
方阵的排头兵。发展科技农业、绿
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需要
以工匠精神形塑职业农民，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

以工匠精神
形塑新型农民

□于晓琳

冰雪冰雪皇冠皇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樊金钢樊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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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冰灯历史久远。早年，渔民凿空用“维得
罗”（木桶）冻制的冰坨，内置蜡烛，制成最初的冰灯，
既可照明，亦可祈福，遂成江边一景。这是绚丽冰灯
的雏形。1963年，哈尔滨市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横空
出世，哈尔滨开始引领中国冰灯艺术风潮。1999年
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闪亮登场。我省冰建艺术新篇
就此掀开。

“走在江边，仿佛能听到首届冰雪大世界建设的
喧闹声。”在哈尔滨市防洪胜利纪念塔边，孙桂敏说。
59岁的他，现为哈尔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
兼总经理。曾任“哈三建”项目经理的他，自首届冰雪
大世界建设至今，持续参与了历届重要标段的建设。

首届冰雪大世界开工时，没地方建暂舍。孙桂敏
率队在岛上搭了一间 6平方米的铁皮房，看图纸用。
取暖采用铁炉子，一烧煤，眼瞅着冻沙子开化，炉子随
之沉下去了，炉筒子也折了。大家修好了接着干。

静卧在松花江上的冰块，经过巧夺天工的雕琢砌
筑，幻化成站立的琼楼玉宇。50根图腾冰柱，15米高
的七彩塔，这些景观在新世纪第一天迎宾时成为美轮
美奂的风景。

随着场地转换，冰雪大世界冰建规模逐年增加。
大雪时节采头冰。时令一到，决策者、设计师、施工人
员纷纷参与其中。一年一度，冰雪大世界已成为万人
冰雪行为艺术。十五天建完，赏玩两三个月，春来惜
别，周而复始。

不仅能观冰赏雪，而且能玩冰戏雪。近十年来，
冰雪大世界得意之笔频出，成为国家旅游部门推荐的
冬季王牌旅游景区之一。

第十六届冰雪大世界，70天接待中外游客 130万
人次，游客数量比上一年增加 47%。在神鼓广场景
点，冰建依鼓成型。当时，孙桂敏的建议，成了神助
攻：既然鼓是卖点，不妨来面真鼓，击鼓产生的音量与
控制冰鼓光源的编程联动，形成色彩变换，灯光、乐器
互动交融。“冰鼓吸引了众多击鼓祈福的游客。展期
中，真鼓换了一个又一个，因为被游客擂漏了。”他回
忆道。

第十九届冰雪大世界经营期 83天，为历史最长，
接待游客数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单日游客入
园量最高达 5.8万人，创历史新高。那届冰雪大世界
与腾讯公司合作打造“王者荣耀”景区。冰雪与电竞
的交融，吸引来更多年轻游客。

冰雪大世界，这个冬天的童话，频频登上各种旅
游类热搜，成为外地游客赴哈尔滨必看的景区。

万人参与
一年一度冰雪“行为艺术”

业内人士公认，哈尔滨的冰加工史分两阶
段。1999年末之前，以冰灯冰雕为主，最著名
景点是冰灯游园会，单体冰景观最大 3000立方
米；1999年末以后，进入冰建筑阶段，冰雪大世
界单体冰景观动辄突破 1万立方米。最大时为
第五届主景观“三峡大坝”，达 2.4万立方米。

随着冰灯冰雕艺术向冰建艺术演化，体量
的增大使得视觉效果更加震撼。冰建景观的
成功，引得各地效仿，统一施工规则是大势所
趋。建立行业标准，掌握话语权，是一个企业
在业内具有权威的体现。在这方面，冰雪大世
界展现出了绝对实力，为中国冰建行业提供了

“参照系”。2016年 10月，《冰雪景观建筑技术
标准》由国家住建部门和质监部门联合发布。
冰雪大世界众望所归，成为该标准的主要编撰
单位。

探索并未停止。近几年，孙桂敏主导研发
了标准冰块的加工机械。在松花江边，自采的

毛冰被加工设备按标准长度分为 5份，谓之型
冰，可直接施工。2015年，这种标准化冰块开
始应用到冰雪大世界部分景观。型冰好处立
现：表面平整，粘接效果好；不用中期维护，提
高景观质量；减少施工现场工具伤人问题。

近日，在自动化采冰设备库房，孙桂敏向
记者展示了冰块加工设备。从 2012年开始，他
研究了 10年，目前标准冰块加工设备已是三代
机。一套设备相当于 200名工人的加工效率。

“除型冰外，楔形等异型冰块也摸索出加工设
备，如根据跨度不同，计算用多少块冰合适、砌
筑角度如何。”他说，目前，该项施工、验收标准
已纳入国家冰建行业规范的修订标准。

冰雪大世界璀璨无比，高科技立下奇功。
据介绍，该园区 LED灯实现全覆盖，既环保又
美观。整个园区实现了灯光效果联动，各景观
的呈现颜色、视觉频率随心所欲，这在世界冰
雪景区拔得头筹。

国家冰建行业标准 冰雪大世界出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在兆麟公园南门制作冰
块。后来参与冰雪大世界建设，直到今天我还和
冰块打交道。”孙桂敏告诉记者，自己的高手同行
有很多。

哈尔滨市旅游景区的冰块加工，早期完全由
各个国企员工尤其是木工、瓦工承担。随着劳动
力市场的发展，冰块制作摆砌技术逐渐专业化。

第七届冰雪大世界主景观红场钟楼，60米
高。其中 48米高的冰建主体必须 10天干完。“别
的企业担心完不成、不敢干。”孙桂敏说，“哈三建”
艺高胆大，24小时施工。一天一宿搭4次脚手架，
景观每天“长高”4.8米。这是冰雪大世界第一次
真正意义的主塔。之后，孙桂敏率队连续建设了
六届主塔。急难险重任务扎扎实实地锻炼了队
伍。“哈三建”还成为企业赴省外掘金冰雪施工的
典型，承建了2013年长白山冰雪节金达莱冰雪游
乐园工程，总用冰量达5万立方米。

冰雪大世界的推陈出新，锻炼了一批又一批
冰建设计、施工人才。专业的建设者成为我省甚
至全国冰景建设的“硬核力量”。哈尔滨的冰建队
伍成为全国唯一具有世界级水准的业内职业队

伍。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每年赴省外、国外从事
室内场馆冰建施工人数达数百人，赴外省从事室
外冰景施工的工匠有数千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
奉献给海内外游客冰雪之美。

从摇曳的烛火到洁白的灯光，再到七彩变换；
从俯视到仰视，再到置身其中欣赏。一块神奇的
冰，穿越岁月，做到了极致。从民俗幻化为产业，
从群众自发到全社会自觉，冰雪大世界延伸了产
业链、提升了价值链，也成为市民的基本生活方
式。在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下，冰雪大世界
已成为冰雪文化的结晶，成为冰雪文化之都的“皇
冠”。

如今，正在建设的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
占地面积81万余平方米，将于2023年全部建成并
运营，届时将实现全年赏冰戏雪。作为旗舰景区，
该项目将强化哈尔滨中国冰雪旅游第一城地位。
这个愿景让孙桂敏兴奋不已。他已与冰雪大世界
商定，未来，在强化视觉震撼的同时，将通过型冰、
异型冰应用，让冰景观更加晶莹剔透、异彩纷呈。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展现更加绚丽、神奇、美妙的

“大世界”！

全国冰景建设的“硬核力量”

□本报记者 郭铭华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自 9
月 27日在北京开幕以来，黑龙江展
区通过照片、视频、实物、特色展项等
形式，全景式、全方位呈现的精彩展
示，将黑龙江省过去十年踔厉奋发进
程中的重大事件、非凡成就和光辉历
程娓娓道来，吸引众多参观者走入这

“时光隧道”，沉浸式感受龙江魅力。
走进位于北京展览馆北区的黑

龙江单元，时光之门缓缓打开。驻足
其中，在精心设计的160平方米展区
内，精心选出的38张照片、5个视频、
4组实物，紧扣“奋进新时代”主题，
分别置于 5大主题、3个特色展项之
中，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
省坚决扛起保障国家国防安全、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安
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落实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的生动实践、经济社会发展的
辉煌成果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巨
大进步。

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筑牢

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篇”，呈现了
黑龙江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
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毫不动摇抓粮食生产。黑龙江坚持
多种粮、种好粮，端稳中国饭碗，当好
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粮食总产量
连续12年位居全国第一，中国人每9
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责任，

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在“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产业安全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
黑龙江省坚持自主创新，大力发展装
备制造业，打造一批国之重器，推进
产业体系自主可控。

守护祖国北方生态屏障
全省森林面积、覆盖率位居全国

前列，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江河湖泊水质持续改善，冰雪资源得
天独厚……在“守护祖国北方生态屏
障篇”，呈现了黑龙江省一直以来精
心保护大森林、大湿地、大草原、大湖
泊、大界江、大冰雪等独特生态资源，
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地。

扛起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政
治责任

“扛起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政治
责任篇”反映了黑龙江省在繁荣发
展边境地区、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守
好祖国“北大门”的同时，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构筑向北开放新高
地。

奋斗幸福龙江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幸

福龙江篇”多角度展示了黑龙江省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弘扬东北
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
大荒精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安定和谐环
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黑龙江展区精彩呈现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10月 5日
至 6日，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李海
涛到绥化、哈尔滨市调研秋收生产和
秸秆禁烧工作。李海涛强调，要坚决
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
责任，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统
筹疫情防控和秋收生产工作的部署
要求，全力以赴抢农时夺丰收，确保
颗粒归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李海涛先后来到绥化市兰西县、
青冈县、望奎县和北林区，哈尔滨市
呼兰区、宾县、方正县、通河县、木兰
县、巴彦县，向基层干部和农户详细
了解秋收进度、粮食产量、作物质量、
销售价格等情况，认真听取秋收生
产、农机配套、深松整地工作介绍，并
向相关企业了解鲜食玉米、汉麻、高
端米、药用水蛭等产业发展情况。他

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田间地
头，做好技术指导、农机具调配、拓宽
销售渠道等服务工作，解决农民后顾
之忧。要支持企业在“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上做文章，在打造品牌上下
功夫，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
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李海涛要求，要切实担负起抓
好大气环境治理的政治责任，确保

“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落实到位。
要扎实开展秸秆禁烧普法宣传，引
导农民通过商品化利用途径处理秸
秆。要持续推广秸秆还田、资源化
利用、联产整合和精深加工，不断提
高秸秆利用率。要落实落细防范措
施，筑牢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严密
防线，守好秋收安全门，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省领导到绥化、哈尔滨调研
秋收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

黑龙江新世纪国有资产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黑龙江省商业安装
公司离休干部、享受省（部）长级医
疗待遇老红军张天武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22年 9月 23日，在哈
尔滨去世，享年101岁。

张天武同志，1921 年 3 月出
生，1934年 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194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卫生
部卫生员、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
任通讯员，热北分区司令部担任警
卫班长、南下工作团工分团武汉广
州军管会任副部长、长沙水利委员

会汽车队担任队长。1960年任黑
龙江省商业基建处科长，1981年
10月1日离休。

张天武同志 12岁参加长征，
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陕北胜
利会师。历经红军时期、抗战时
期、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见证了党创下的光辉伟业。
张天武同志理想信念坚定，对党
忠诚，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一生。

省委老干部局

张天武同志逝世

冰雪美景绚丽“绽
放”。本报记者 张澍摄

畅享畅享““丝滑丝滑”。”。图片由哈尔滨冰雪大图片由哈尔滨冰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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