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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思琪

近日，位于伊春市的嘉实木业有限
责任公司厂区内一派忙碌的火热场景。
生产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熟练
地操控着机器。蒸煮软化后的木材经过
扒皮处理，通过旋切机切成 1.6毫米的薄
片，再由刻切机压制成重量不足 5克的小
木勺。小木勺需要进行 10小时左右的高
温烘干消毒，再由液压机冲压弯曲后才
能进入检验车间。在检验车间内，两组
质检员分别对木勺进行初选检验和抽
查。几天后，这批木制餐具将被运往欧
美地区销售。

嘉实木业是 2021年 12月成立的外贸
企业，主要生产加工销售木制餐具、咖啡
棒、雪糕棒及厨房用具，共有 30 多种产
品。加工的木材从国外进口，产品再销售
到国外，在这里不砍一根木头，却做起了
木头的生意。如今企业成立不到两年，已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今年一季度产值达到
1100余万元。

嘉实木业脱胎于一家老木材加工企
业，之前主要生产牙签制品，但随着木
材、秸秆等天然植物材料制品得到广泛
青睐，公司总经理刘伟也嗅到了转型的
商机。“从生产牙签到生产可定制的一次
性餐具，是市场逼我们走出来的。”刘伟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了公司的经营
方向。

“别看牙签和环保木勺都是木制品，
但所需工艺完全不同。”刘伟说，牙签生产

千篇一律，而木质餐具则需要根据客户需
求进行定制生产。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嘉
实木业引进了 4条先进生产线和 12台市
面领先的液压定型机，如今公司每天能够
生产130万个成品木勺。

虽然有了先进的技术，但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中该如何脱颖而出？在刘伟看来，
过硬的质量是企业参与竞争的保证。

“首先从原木入手，我们会选取颜色、
质量优于同类产品的木材。其次，对产品
层层把关，因木制品无法通过机器进行筛
选，所以我们在质检车间加派人工，经过
初选、抽查、复选后才能出品，将产品的缺
陷率降到最低。”刘伟介绍，市面上对这类
餐具要求的合格率是 96%，而嘉实木业的
产品合格率能达到99%。

为了使产品远销海外，刘伟也下了
不少功夫。“线上我们通过电商帮助产品

‘走’出去，线下通过参加展会进行推介。
今年我们参加了广交会，也接触到了更多
国际订单。未来，我们希望有机会参加更
多展会，尽可能与更多国外客户达成合
作，扩大全球‘朋友圈’。”刘伟说。

通过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嘉实木
业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实现经济效
益的增长。“今年我们的产品已陆续发往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订单已经排到
3个月后了，产品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刘
伟介绍。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刘伟早有打
算，他说：“没有包装的半成品，处于产业
链的最低端。企业要发展，必须在产品上
升级。下一步，我们打算补齐产业链，再
引进一条包装生产线。到时候，就可以直
接对接外部客户，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

小木勺漂洋过海闯市场
民企

□李佳晨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有这样一群人，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坚守在“白头鹤之乡”大沾河湿
地。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无怨无悔、
默默守护着白头鹤，让白头鹤种群数
量从十几只发展到160多只，有效维
护湿地物种的多样性，为生态环境保
护作出巨大贡献。

这群人的带头人就是全国林
草系统劳动模范、大沾河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
谷彦昌。近 20 年，他与湿地保护工
作者们一道，走访调研上千余人
次，记录鹤类 1000 余只，获取白头
鹤和白枕鹤全过程孵化资料，整理
珍稀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资料 5 万
余份。

谷彦昌的团队先后获得最美生
态公益人物（企业）、全国鸟类环志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他本人多次荣获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感动森
工十大人物，2023 年被评为全国林
草系统劳动模范。

保护野生动物，是谷彦昌始终坚
守的初心。在担任林场小学教师期
间，他就号召学生们要爱护动物、守
护自然。一个偶然的机会，谷彦昌结
识了前来沾河寻找白头鹤的郭玉民
教授，得知白头鹤已成濒危物种后，
谷彦昌便立志要守护它们。

2005 年，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挂牌成立，谷彦昌毅然决定
离开熟悉的岗位，主动申请加入湿地
科研中心工作。新的工作异常艰苦，
一年中半年以上时间需要生活在大
山深处监测站里，初春脚踏积雪，深
秋饮着寒霜，还要面对严寒酷暑、蚊
虫叮咬等困难。而谷彦昌全然不惧，
往返穿梭于茫茫林海和无际的沼泽，
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不间断地巡护
监测。

对于谷彦昌来说，最难的还是监
测、记录白头鹤的生活习性。白头鹤
警惕性极高，筑巢地一旦受到惊扰，

它们就会弃巢迁居，永远不会再回
来。工作人员只能在离白头鹤很近
的密林里支起帐篷，带上一周的干粮
和水，架起摄像机和照相机，密切观
察监测白头鹤的一举一动。有时为
了拍摄白头鹤的精彩一瞬，需要长期
潜伏在又湿又冷的环境里，不能发出
一点声响。

一次任务中，谷彦昌与同事们已
经连续 7 天匍匐在白头鹤的繁殖巢
旁。而此时，一头黑熊距离他们不足
5米，这点距离对于黑熊来说转瞬即
到。谷彦昌回忆，如果当时黑熊扑过
来，后果不堪设想。

类似这样的危险，在森林湿地中
随处存在，不单单是猛兽的威胁，沼
泽地也足以致命。一年夏天穿越沼
泽时，走在前面的同事小董突然陷了
进去。“当时，沼泽地铁锈色的水迅速
漫过了他的身体，身高一米八的他只
剩头露在外面。”谷彦昌回忆，一瞬
间，他赶紧将随身携带的绳子抛给小
董，将另一头系在身上，像黄牛耕地
一样，硬是把小董拖了出来。

2013 年的一天，乌斯孟林场发
生森林火灾，在火场附近发现了一个
被遗弃的鹤巢。谷彦昌将鹤卵带回
后，尝试进行人工孵化。因为没有经
验，谷彦昌每隔一小时就查看一次，
经过一周多的孵化，两只小鹤出壳
了，在监测站成长了一段时间后，两
只小鹤被成功放飞。

谷彦昌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献给了这片森林湿地，献给了钟爱
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近 20 年
来，谷彦昌带领他的团队共监测白头
鹤繁殖巢36个、白枕鹤繁殖巢14个，
救助环志放飞白头鹤 8只、白枕鹤 6
只，环志跟踪野生鹤8只，其中有5只
在越冬地韩国和日本被监测到。也
因此取得了白头鹤生活习性、迁徙规
律、繁殖、救助、饲养等方面的翔实资
料，完善了科研内容，填补了鹤类研
究的空白……谷彦昌表示，守护好白
头鹤，就是为生态建设作出他力所能
及的贡献。

不惧万般苦 甘做“护鹤人”

本报6日讯（仇建 见习记者王
迪）6 日，哈尔滨直飞南萨哈林斯克
航线正式恢复运行，哈尔滨机场以

“过水门”民航最高礼遇迎接首航航
班，这是哈尔滨机场目前运营的第 8
条国际客运航线。

据介绍，俄罗斯南萨哈林斯克
位于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部苏
苏亚河畔。哈尔滨—南萨哈林斯
克航线由俄罗斯奥罗拉航空公司
DH4 客机执飞，每周二执行 1 班，

航班号为 HZ4698/9，6 时从南萨哈
林斯克起飞，8 时 55 分到达哈尔
滨；10 时 05 分从哈尔滨起飞，12 时
40 分到达南萨哈林斯克，以上时间
均为北京时间。

该航线是哈尔滨机场继哈巴罗
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
克、雅库茨克之后，第 5条直飞俄罗
斯的客运航线，不仅便利了两国旅客
出行，也是黑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互动航点的补充。

哈尔滨—南萨哈林斯克航线恢复

追光而行
□徐明辉

以赛选才、以赛育才、以赛聚
才、以赛引才，全省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开启，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这是实践的平台，这是竞技的
擂台，更是圆梦的舞台，全省技能人
才在这里出新、出彩、出圈，他们的
职业荣光将在这里熠熠生辉。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处于产业
一线的技能人才是关键要素。无论
是大国重器的铸造，还是技术攻关
的实施，都离不开技能人才和能工

巧匠的精湛技能与沉潜匠心。在不
久前全国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表彰
大会上，我省获奖人数居全国“第一
方阵”，展示出黑龙江技术技能人才
的实力、活力和潜力。

对高层次技能人才的渴望，如
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产业结构的升
级换代。我省着力建设“六个龙
江”，大力推进“八个振兴”，加快构
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需要一支
结构合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因
此，一方面，要在培养、选用、评价机

制上下功夫，构建充分体现技能、技
术等创新要素的人才使用机制；另
一方面，要营造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的社会氛围，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做
爱党报国的奋进者、勇于创新的开
拓者、工匠精神的践行者、青蓝相继
的传承者。

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的主题曲为
《逐光者》。是的，广大技能劳动者
以先进典型为模范，刻苦钻研技术、
无私奉献创造，就一定能在岗位成
才、技能成才的道路上大放光彩。

□本报记者 李播 见习记者 王迪

6月 6日，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技
能大赛黑龙江选拔赛开幕。“我骄傲，我自豪，我是龙江技能
人！”省内高技能领军人才代表铿锵有力的声音传遍开幕式现
场的上空。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971名技能人才，齐聚我省历
史上最大的技能赛事，炫技能、亮绝活、展风采。

美发（世赛）项目参赛选手在
梳妆台前，对发型模特进行发型
设计和修剪，手里的剪刀刷刷几
下，干净、利落；信息网络布线（世
赛）项目的赛场内，选手们精细地
规划、布线、安装，淡定自若；增材
制造（世赛）项目赛事现场，选手
们紧盯着电脑，一点一点地用线
条勾勒出需要建模的物品；木工
项目比赛现场，切割机的轰鸣声
不绝于耳，推拉刨锯，赛场中飘散
着淡淡木香……

“那不是中国一重的刘伯鸣
吗？他今年刚摘得了‘中华技能大
奖’！”说到刘伯鸣，来自哈尔滨技
师学院的大赛志愿者小钰眼睛亮
晶晶的。

“本次大赛，我们共派出 50名
选手、25名裁判员、46名展示展演
及开幕式演出工作人员，参加糖艺
制作、西点制作、CAD 机械设计、
人工智能训练、平面设计技术、烹
饪等 28个竞赛项目、3个绝技绝活
展示，这是我院参加省级职业技能
大赛以来参赛项目和人数最多的
一届。”牡丹江技师学院党政办公
室李学典说。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此次大赛是我省首次举办的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赛项最多、影响
最广的综合性全省职业技能大赛。

“这是我第一次执裁，既开心又紧
张，选手、教练、裁判的身份转变，也让
我有了很多思考。”王纵横说。作为黑
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指导教
师，王纵横以往都是以选手的身份在全
国各地参加比赛，如今，他成为了我省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裁判员，同时也
作为教练带领学生参加比赛。他表示
要将自己的所有技能教授给学生，同时
做好榜样，让更多年轻人走向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参加本次大赛，将进一步激发学
子热爱技能、学习技能和提高技能的积
极性，提高岗位适应能力，达到以赛代
训的目的。”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科研处副处长熊红娟说。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共承办
了移动机器人、云计算、新能源汽车、体
育运动指导员四项赛事。四项赛事体
现了学校以冰雪体育为特色、现代服务
业为主色的办学定位和以“信息技
术+”为支撑，主打“科学技术”牌的建
设路径。

数字是最好的注解，全省各级人社
部门深入实施“技能龙江行动”，技能人
才总量增长至 255.7万人，在龙江振兴
发展中发挥出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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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称号赋予我的使命
更艰巨，我要对得起这个称号，首先
就要做好人才培养。”在开幕式上，刘
伯鸣说，为了做好传帮带工作，他开
设了工匠讲台，将课堂从教室搬到了
操作基台，根据学生的特性因材施
教、寓教于乐，做好学生专业技能培
养，助推我省智能制造发展。

“本次比赛为全省技能人才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和舞台，通过比赛，把
技能人才的水平凸显出来，让技优者
上，技优者先，促进年轻人更好地在
技能成才这条道路上学到更多东
西。”刘伯鸣说。

在开幕式上，省内高技能领军人
才代表致辞中有三位来自哈尔滨汽
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在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方面，该公司有着自己的
一套“打法”。

“为了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我们共有三方面的举措。”哈尔滨
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经理助理陈洋介绍，第一，在思想教
育、政治激励以及典型引领方面做足
工作，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第二，通过“竞赛+比武”以及创新
工作室的方式，让高技能人才队伍在
技能提升上有载体、有舞台；第三，设
立了14个层级发展通道，让每个人都
能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路径，同时通过

“多元化”薪酬激发员工活力。企业
还在引才激励、职级晋升等方面给予
支持，让高技能人才队伍在职业发展
上有路径、有保障。

“希望各位参赛选手尽展才华、
勇攀高峰、争创佳绩，有更多的选手
能够脱颖而出，跻身全国竞赛，展现
龙江能工巧匠风采。”这是美好的祝
福，更是美好的希望。

来自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现场的报道

本报6日讯（安晓峰 记者刘大
泳）为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根据“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安排部署，6 日，由中
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大庆油田
委员会主办的全省“铁人精神代代
传 振兴龙江谱新篇”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宣讲报告会佳木斯专场举行。

报告会上，来自大庆油田铁人王
进喜纪念馆的宣讲员王立志、郑媛元

以故事讲述、多媒体辅助的形式，生
动再现大庆石油会战和新时代大庆
油田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
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三老四严”等党
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以“爱国、创
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

全市劳动模范、机关干部、工人、
民兵、学生代表以及社区代表等近400
人现场聆听报告会，万余人在线观看。

全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报告会佳木斯专场举行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5日，生态
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共同发布 2023
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
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先进典型
名单。其中，我省绥化学院教师管绍
贤、黑龙江庆翔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范旭亮入选“百名最美生态环
境志愿者”。

管绍贤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生态
环境保护公益已有10年之久。她联
动志愿者、渔政部门，开展“松花江流
域生态保护计划”，助力松花江流域
渔业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她还

致力于“政府+民间”“线上+线下”
“全方位”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实践。

范旭亮累计参加志愿服务 1100
余小时。他组织开展“保卫蓝天·助
力秸秆禁烧”环保宣传志愿服务活
动 200 余次；发起“秸秆禁烧、助农
增收”志愿服务项目，开展相关志愿
服务活动 300余次，服务农村群众 1
万余人次；开展“低碳环保，我是倡
导者；美丽龙江，我是行动者”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 26 次，服务学生 1000
余人；开展学习宣传碳达峰碳中和
培训 18次。

我省2人入选2023年“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

西点制作项目比赛现场 。

美发项目比赛现场美发项目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俊峰郭俊峰 张澍张澍摄摄

学生在做掐丝珐琅作品学生在做掐丝珐琅作品。。

木工比赛现场木工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王晓丹）5 日，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召开 2023 年
度省直机关办公用房信息统计报
告工作培训会议。会议传达了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工作要求，
专题部署了省直机关办公用房权
属办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对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平台使用
进行专题培训。

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加强办公用

房集中统一管理，着力理清房源底
数，抓好不动产登记，推动风险隐患
整治，切实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上作表率。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
准房产清查的着力点；坚持系统观
念，把牢产权登记的关键点；坚持提
升效能，把紧数字化管理的支撑点；
坚持守正创新，把好房产处置的突破
点，让办公用房用起来、动起来、活起
来，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23年度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工作培训会议召开

技能 绝活 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