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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振兴路上

乡村故事

□文/摄 唐婧泉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风吹麦田千层浪，7 月的龙江黑土地奏响了超
早熟小麦的“丰收曲”。在安达市羊草镇南来村的麦
田里，大型小麦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麦粒被快速
收到机车粮仓，接着被运到农机运输车里，整个流程
高效有序，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良种配良法，今年的小麦收成一定不错！”南来
村村民王玉秋今年种了 150 亩小麦，并带动周边农
户种植了 300 亩。他告诉记者，他们种的是省农科
院作物资源研究所选育而成的超早熟小麦品种，比
一般小麦成熟期早15天左右，且加工品质好。

“虽然今年小麦苗期遇到了低温干旱，后期遭
到雷雨大风，但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我们
村的小麦产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王玉秋说，收
获的小麦目前正在晾晒中。在专家的建议下，种
植户们采用前茬种植小麦、后茬种大白菜的复种
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南来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介绍，现在这片土地上复种的白菜已经出苗，长
势良好。

专家介绍，目前超早熟小麦在安达、肇州、大庆
等地都有种植，一般在 7 月中旬收获。现在正是麦
收后复种蔬菜等作物的时候，可以复种秋白菜、早熟
大豆、饲草类和绿肥类作物等。采用小麦+蔬菜复
种模式，不但可改善我省南部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
更可实现一季两茬。

有专家说，采用这种麦菜复种模式，收入可翻
倍。目前，我省南部地区采用小麦复种蔬菜面积大
约有2万亩，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麦菜复种 收入翻番

本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汤原县永发乡政府联
合哈尔滨工程大学驻永发乡红泉村工作队，组织40
余名永发学子走进哈尔滨工程大学，参加科技体验
营活动，开启一场特别的研学之旅。

在研学活动中，学子们参观了哈工程军工纪念
馆、船舶博物馆、科创实验室、图书馆等。参加研学
的学生赵继鑫兴高采烈地说：“我第一次看到古代船
舶和现代军舰模型，非常震撼。通过参观学习，了解
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新知识，激起了我对海上领
域的好奇心，激发了我更加努力学习进取的决心和
信心。”

汤原县
乡村学子研学开启

本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在夏田管理关键期，
在绥棱县董氏天华农场的有机种植基地，每天都有
百余名前来务工的农民，忙着清理田间杂草。

双岔河镇立新村村民于长海介绍，自农场成立
以来，他每年都和乡亲们定期来务工。十几年的时
间里，从过去的几十人变成了现在的几百人。

土地托管让农民当起了“甩手掌柜”。如何让闲
在家里的乡亲忙起来，还有钱赚，绥棱县农业农村局
化身“职业经理人”，帮助农民牵线搭桥、务工就业。
预计今年全县农闲季节可实现劳务收入 1000 多万
元。

绥棱县
农闲不闲 务工赚钱

本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哈尔滨市双城区同心
乡致力于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
展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增加农民
收入。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心乡与中
国电信双城分公司共同打造了全省首家“爱心助
农”体验店。通过开展直播带货、专场推介等营销
促销活动，积极拉动同心乡庭院经济发展，有效延
长双城特色农副产品产业链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帮助农民把自家种养的畜禽产品、水果蔬菜等销
售出去。

同心乡还将中国电信数字乡村的治理成效复制
推广至全乡各村，并结合村屯实际情况优化升级，在
全乡范围内安装136个固定摄像头和89套无线喊话
大喇叭接收器，打造出一套数字化智能指挥系统，有
效提升了村民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综合治理、
群防群治。

同心乡
优化升级数字乡村

老树发新枝
非遗老手艺

□本报记者 宋晨曦

多层柔软的棉布用浆糊黏在一起，压
实、晒干、裁剪，再用多年不见的马蹄针纳鞋
底……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鞋底
儿手工技艺”项目第五代传承人——哈尔滨
市级传承人李珅的纳鞋底儿技能非常娴熟；

一盏孤灯、一把刻刀、一把剪刀、一个简
易的挂钱制作工作台，这就是陪伴兰西挂钱
第六代非遗传承人宋成玲 30 年的“传家
宝”，也是她创作挂钱的“金刚钻”……

近年来，对非遗资源的挖掘、保护、传
承、创新，成为我省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不但
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为村民提供了
致富渠道，巩固拓展了脱贫成果，加速了乡
村振兴步伐。

“是妈妈纳的鞋底儿将我从远方
唤回了故乡，投身到非遗传承的事业
中。”李珅说。

10 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李珅在北
京闯荡。2014年，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准
备大展宏图时，她的母亲程雪杰在家乡
哈尔滨市呼兰区长岭街道大王岗村成
立了哈尔滨市足必须手工制品专业合
作社，主营业务是纳鞋底儿手工技艺产
品，工厂由于缺乏完善的经营理念和营
销模式，在销售上遇到了难题，货品大
量积压。母亲一筹莫展之际，李珅决定
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帮助母亲。

回到村里后，李珅接手了合作社
的各项工作，她除了反复练习制作纳
鞋底儿技艺外，还和母亲一起将之前
的工艺进行改良。经过反复试验，证
实改良后的内用底不仅舒适、透气性
好，还增添了足底按摩的功效。

经过不懈努力，2015 年“纳鞋底
儿手工技艺”获评为哈尔滨市级非遗
项目；2019年获评为黑龙江省级非遗
项目，李珅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纳鞋底儿手工技艺”项目市级传承
人。

而杨双艳从一个农民成长为同
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了十余
年。2009年，杨双艳以陪读妈妈的身
份从乡镇来到了同江市，偶然接触了
鱼皮画，从小酷爱剪纸的她像是发现
新大陆一样，潜心学习。期间她结识
了不少来自农村、酷爱艺术的陪读妈
妈，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学习、探讨、绘
制。几年间，她们的鱼皮画技艺水平
突飞猛进，作品受到了当地居民欢迎。

2015年，以农民技师为主的鱼皮
画农民合作社成立。2016年，杨双艳
成立同江市巧手坊，同年她被评为同
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至此，杨双
艳的非遗之路上了一个新台阶，她和
学员们创作非遗产品 1 万余件，不少
作品参加了全国多项工艺美术大赛，
收获颇丰。

投身与热爱投身与热爱

非遗是富有生命力
的“活化石”，发展是最
好的传承，只有让小众
非遗项目通过各种形式
普惠乡村，才能发挥更
大的价值。

对此，兰西县挂钱
博物馆副馆长、兰西挂
钱第六代非遗传承人、

“龙江工匠”宋成玲深有
感触，“几年前，面对兰
西县挂钱创作队伍青黄
不接的局面，我感到压

力和责任很大，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民
间艺术遗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重要
的是传承下去”。5年来，宋成玲带领
学员将挂钱的剪纸技术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传授给村里热爱剪纸的人。
线下讲授时，吸引很多农户观摩学习，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漂亮喜庆、活灵
活现的剪纸挂钱使不少乡亲对这门艺

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纷纷表示，一
定抓住机会，好好学习这门手艺。

杨双艳本就来自农村，所以她非
常希望有机会反哺乡亲，让那些困难
农户通过掌握非遗技能而劳有所得。
2018 年以来，杨双艳累计公益培训
150余场，培训学员8000余人，学员多
数是赋闲在家的农村妇女。开展送技
能下乡活动，帮贫助残，带领农户共同
走向创业致富路。同时，她带头成立
同江市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展传统
技艺研究、非遗手工技艺培训、产品设
计提升、展示展销等活动。培训内容
包括鱼皮画、鱼鳞画、麦秆画、芦苇画、
玉米叶画、鱼皮缝制、玉米叶编制、民
间剪纸、手工绢花制作、毛线编织、满
绣、彩泥制作等非遗手工技艺，充分发
挥非遗就业工坊助力乡村振兴作用，
实现人均每年增收2万余元。2019年
被评为佳木斯市级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2021年被评为省级非遗就业工坊。

传承与赋能传承与赋能

文化振兴势必要求乡村文化要走
出去，而具备乡村元素的非遗产品更
需要对外展示乡村元素和文化内涵。

非遗项目申请成功后，李珅的压
力更大了，“非遗是一种责任，如何传
承好这项技术，为村民带来更好的收
益，是传承人应该肩负的使命。”

为了保证非遗产品质量，李珅牵
头在村里创建了非遗传习所，将“纳鞋
底儿手工技艺”进行系统传授。2015
年，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下，李珅自筹资
金创建了“老一套”关东民俗生活文化
园。

文化园以东北传统生活为场景，
以非遗文化农耕文化为元素，以东北
民俗生活文化为主题，通过“小鞋底
儿”带动文化旅游、农产品销售，增加
就业，发展经济。几年前，呼兰区堡井
村村民徐淑清因病返贫，自从学习了
纳鞋底儿技术以后，每年多收入 1300

多元。徐淑清说：“当了解到自己学的
纳鞋底儿技能是一项非遗项目的时
候，心里又激动又骄傲，不仅因为这项
技能增加了收入，重要的是能为家乡
的发展作点贡献。”

酒香也怕巷子深，卖好产品也得
会吆喝。为了扩大知名度，李珅将小
鞋底产品带到全国各地参加展会。
2015年全国农博会，李珅将展览的场
地还原成东北农村火炕的场景，妇女
现场纳鞋底儿，生动展示东北火炕上
的民俗生活，让不少参观者唤起儿时
的记忆，销售场面很火爆。

近年来，良好的宣传使很多涉农
非遗产品订单接踵而来。7 月 25 日，
杨双艳和农民学员设计的 20 套鱼皮
服装登上了中俄边境文化季的舞台。
李珅说，非遗要“活”，更要“火”，要让
民俗文化为更多人知晓，为乡村文化、
农民致富贡献力量。

创新与发展

①①民俗生活文化园民俗生活文化园。。
②②鱼皮画服饰鱼皮画服饰。。
③③剪纸作品剪纸作品。。
④④纳鞋底儿纳鞋底儿。。
⑤⑤非遗产品受欢迎非遗产品受欢迎。。
⑥⑥村民一起学剪纸村民一起学剪纸。。
⑦⑦鱼皮服饰展示鱼皮服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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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超早熟小麦收获超早熟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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