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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一诺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教育厅党组紧
密结合高校实际，扎实开展调查研究。“通
过调研，真正摸透、摸准基层情况，有针对
性实施好推动龙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各项措施和任务。”省委教育工委常务
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陈延良表示。

明确办学治校“施工图”

近日，在东北石油大学“DIY 厨艺
坊”，随着一道道自己亲手烧制的菜肴摆
上桌面，来自天南海北的 5名学生在这个
小天地中释放压力、收获感动，品尝家乡

“味道”。
在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之际，东北石油

大学切实把“师生的事”放在心上，通过设
立“校领导接待日”、打造“学生问政”平台
等举措，明确办学治校的“施工图”，积极
回应、解决涉及师生学业、生活及个人成
长等87项问题，让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聚焦师生“心上事”“烦心事”，东北农
业大学将主题教育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相结合，着力解决最急、最忧、最
盼民生问题，切实提升学校的温暖感、获
得感、幸福感。针对学校成栋楼、成艺楼
等楼宇冬季温度低，师生学习条件不优等
问题，推进学校北区换热站升级改造，完
成供热管网敷设工作。在保质保量基础
上在全校各个食堂推出特价菜品等让利
活动，真正让师生吃得实惠、吃得放心，同
时，开展“东农美好‘食’光，专属‘味’你而
来”校园美食节活动，用爱与责任满足师
生的味蕾，用心打造“舌尖上的东农”。

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

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省高校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一线调研，自觉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
经验，不断提高办学治校水平。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了一场以
“一切为了学生成长”为主题的本科教育
教学工作研讨会。学校党委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鼓励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服务师生等开展实地调研，推动
调研成果及时转化为工作实际成效，努力
答好“教育强国，哈工程何为？”的时代命
题。

打好整改落实“攻坚战”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
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
作的基本功。

省委教育工委督导组紧密结合7所高
职院校和18所民办高校实际，指导各学校
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推进主题教育的重
要一环，紧紧围绕“深、实、细、准、效”聚力
破题，打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攻坚
战”。

哈尔滨剑桥学院将就业纳入“攻坚克
难”台账，将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主题教
育成效的“试金石”。近日，该校领导带队
赴长三角地区围绕访企拓岗促就业、产教
融合及校企合作等方面开展实地调研，就
如何打通学生迈向实习与就业的“最后一
公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黑龙江工商学院把发挥学生一站式

服务中心作用、加快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
才培养和解决办公室、教研室供暖等 7项
难题作为主攻方向，以实际行动为师生办
实事、解难题。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紧盯学校
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
调研，努力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
单”。学校投资265万元资金，对原有老教
室教学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满足教育
教学的智能化需求。

深入学院、走近师生、倾听呼声，查找
问题、制定方案……我省高校坚持学用结
合，一盘棋统筹、一张网布局、一股劲推
进、一条心落实，推动调查研究见实情、出
实招、求实效。

做好成果转化“大文章”

在调查研究中，我省高校坚持边学边
做、边学边改，努力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工
作实效，精准答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民生答卷。

黑龙江科技大学做好成果转化“大文
章”，将建设“环黑龙江科技大学创新创业
生态圈”全景全过程融入主题教育调查研
究、推动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加强校地合
作、校企合作。同时，着力推进“碳谷生态
圈”一期工程建设，碳谷大厦、石墨研究
院、人才公寓等基本建设项目稳步实施，
该校科技园成功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扎实推进教育向

北开放行动，学校领导带队出访匈牙利、
奥地利等国，推进学校中国-中东欧中医
药中心、中国-奥地利中医药临床培训基
地建设。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成立黑龙江北药研究院，建设“华润
三九数字国药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同
时，充分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端学术
平台和科研力量，进一步激发学校创新主
体的中医药基础研究活力。

积极适应国家科技发展新形势、新要
求，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哈尔滨
工业大学仪器学院将学科建设、科研工作
与服务国家迫切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相结合,面向超精密测量、现代显微
技术、高端医疗声学等领域深入开展调
研。针对调研发现的专利成果转化力度
不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用不突出等问
题，与威海校区、化工与化学学院等相关
方向进行学科交叉，布局了一批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的创新创业项目，大纵深自然采
光技术、超声切割止血刀等一批产学研合
作项目正在迅速推进。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内涵
发展，强化服务能力，全力推进双高建
设。该校打造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实用新
型专利等各类标志性成果45项。同时，推
进“铁道”科教资源与企业人才培养精准
对接，深化校企、校地深度融合，建立PKS
信创和南方高铁等产业学院，建立哈尔滨
铁路局双师培养基地，推动轨道交通产业
转型升级。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我省高校开展主题教育大调研综述

田间种下田间种下““小药材小药材””

藤蔓郁郁葱葱，果实密密麻麻……
10日，采访团走进汤原县黑金河寒地龙
药种植基地，只见一串串五味子挂满枝
头、长势良好。五味子果实黄红相间，与
茂盛的绿叶相得益彰。

道地药材五味子，全身都是宝——
干燥的果实可入药，有护肝宁心的作用；
叶片可以炒成茶做茶饮品；茎蔓能熬制
五味子膏，还能当成调味品，也就是百姓
们口中的“山花椒”。

“你们再过一个月过来，果实就变成
红色了。大地上红彤彤一片，就跟红玛
瑙似的，相当壮观。”汤原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许敬山描述得绘声绘色，令
人心驰神往。

许敬山是县里的高级农艺师、中药材
种植专家。他介绍，汤原县种的五味子面
积虽不是全省最大的，但产值却很高。

“汤原五味子含五味子醇甲含量是
国家药典的 4 倍，品质极好。在我们种
植基地，使用滴灌技术并对药田进行科
学精细管理。另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
有机栽培，不添加化学肥料。”他说。

“药材好，药才好”，一句耳熟能详的
话，道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药
材品质。

基地申请的“汤原五味子”在 2021
年 6 月通过农业农村部审核，成为汤原
县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佳木斯地区
第一个道地药材地标认证品种。

五味子的生长周期是40年至50年，
一次性投入常年受益。“种五味子，就是
种下‘绿色银行’。”许敬山在给农户推广
五味子种植时总会说到这句话，挠得农

户心痒痒。
去年末，黑金河林场五味子集中种

植基地面积已达 350亩。当年五味子鲜
果价格每斤7元，产值近700万元。通过
五味子基地的带动，黑金河林场周边五
味子发展到 4000余亩，大大增加了市场
竞争力，并且销价高于其他地区。

汤原县积极培育发展中药材种植合
作社等经营主体，各林场和乡镇村屯因
地制宜，通过带地带资入社、集资入股、
大户种植等多种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寒
地龙药种植。以北五味子、刺五加、白鲜
皮、人参、关防风、苍术等为重点推广寒
地龙药，打造汤原五味子之乡。建成了
占地 1 万亩的高标准药源基地，打造太
平川五味子定制药园、石场沟关防风、黑
金河北五味子、东风林场白鲜皮等 10个
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基地。

今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8 万
亩，预计可产中药材 2.4万吨，产值达 12
亿元。“当前，全县广大群众对发展寒地龙
药产业信心满满、干劲十足。”许敬山说。

百姓收获“金串串”

望着田里一串串饱满的五味子果实
挂满枝头，太平川乡新兴村村支部书记
张涛心里乐开了花。

早前，新兴村并不富裕，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近年来，在村“两委”班子及
驻村工作队充分论证后，确定了以种植
五味子为主的中草药产业发展思路，成
立了汤原县太平川乡新兴村宏茂种植专
业合作社，开辟了一条乡村振兴，增收致
富的新路径。

张涛说，新兴村地处小兴安岭山脉
上的浅山区，排水条件良好，气温较低，

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极适合种植寒地龙
药。

2004 年起，村里 5 户种植户种五味
子。2017年，全村开始大规模发展五味
子种植产业，并于 2018 年春季栽植成
功，同年成立汤原县宏茂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

“目前已有 60户药农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张玉红兴致勃勃地说。

截至目前，新兴村种植的药材已达
1360 亩。其中包括种植五味子 890 亩，
庭院种植五味子300余亩，蒲公英40亩，
白鲜皮及赤芍 130 亩，以寒地龙药种植
推动新兴村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显著。

“种一亩五味子，年产量 3000斤，每
斤 7元，能收入两万多元，扣除成本挣一
万元没问题。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大田作
物。”张涛说，中药材种植投入少、收益
大，大大激发了种植户热情，也让全村摘
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这几年村里人均收
入翻了一番。”

刘国军曾是村里的老大难贫困户。
2017年开始，张涛掰开了揉碎了跟刘国
军讲种植五味子的好处，他心动了。在
村里的帮助下，刘国军把家里的七亩半
地都种上了五味子。去年一家人靠五味
子，收入六七万元。

“小草药”链接大产业

坐落在汤原县鹤立镇的佳木斯鸿鹤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工厂门前是仿古风
的建筑，迎宾道上鲜花盛开、草木葱茏。

这家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民营企
业，实行公司+农户、以龙头带基地的经
营模式，为汤原县 2020 年招商引资项
目，总投资3.7亿元。

“我们的生产设备已经入场了，预计
今年秋季投产。”总经理伊广军说，公司
北药种植基地占地 6300亩，年产中药材
原料 5000 吨、饮片加工 2000 吨、中药提
取物 1000吨，年产值可达 1.5亿元，带动
就业140人。

汤原县要通过深加工，提高中草药
附加值。

近年来，汤原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
省市部署，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聚焦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依托资源优势，
携手本土企业鸿鹤药业，实施鸿鹤中药
饮片加工项目。在此基础上，与哈药集
团合作，实施世一堂黑膏药生产项目，年
可加工药材 5000 吨，生产黑膏药 600 万
贴，产值可达 1.5亿元，中药材种植加工
产业链初步形成。

汤原县县长杨宏志表示，下一步，将
聚焦中医药振兴发展工程，建设规模化
药源基地，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引进科
研化加工药企，创新现代化康养服务，推
动汤原中药材实现种植养殖、生产加工、
商贸流通、研发应用、康养服务全产业链
发展，打造农产品加工业新支柱，塑造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①五味子种植园。
②中药加工企业的中药材展品。
③五味子干果。
④五味子也是农民眼中的“钱串

串”。
本报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品味龙江”之“仲夏行”系列报道③

汤原 用道地药材开出发展“良方”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黑河市将
于 16日至 21日，在全民健身中心体
育场举行中俄文化大集“黑土优品”
宣展活动周活动，活动由黑河市人民
政府主办。活动旨在为全省“黑土优
品”乃至全国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
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促进中俄双边贸
易深度合作。届时，将邀请省内 12
个市（地）及北大荒集团、龙江森工集
团、省农投集团、北渔集团和黑河市
企业参展。

本次“黑土优品之地理农产品”
宣展活动周是第十三届中俄文化大
集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活动采取

“政府引导、企业联动、俄商参与”的
方式，通过“品牌推介+展览展销+美

食品鉴”开展，期间通过“云闪付”发
放消费券。在展区周围分时段开展
品牌产品推介及美食品鉴活动，向中
俄文化大集参与人员、中外客商等现
场人员介绍展销全省各地优质农产
品和俄罗斯商品，为企业与社会搭建
一个集品牌推介、产品展销、贸易洽
谈的交易合作平台。

活动共分为农产品展区、俄罗
斯商品展区、绿农集团展区、优质特
色商品展区、农垦森工展区等 5 个
展区及金融助农服务和网红打卡
区。

目前，已有 200 余家企业、1000
余款商品报名参展，同时还有俄罗斯
企业参展。

中俄文化大集“黑土优品”宣展周明起举行

本报14日讯（记者潘宏宇）14
日，集贤县2023年项目建设的“重头
戏”——总投资 15 亿元的中国船舶
集 团 风 电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集 贤 县
200MW 风力发电项目举行了开工
仪式。

中船风电集贤县 200MW 风电
项目风电场装机容量为 200MW，
安装 40 台单机容量为 5000kW 的
风力发电机组，新建一座 220KV 升
压站。建设内容包括：风机基础、
箱变、风场内道路、施工平台、施
工便道、集电线路。总投资为 15
亿元，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电网

提 供 清 洁 能 源 550466MWh，会 促
进集贤县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扩
大就业和发展第三产业将起到积
极作用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为地方开辟新的
经济增长点，拉动地方经济起到
积极作用。

中船风电集贤县 200MW 风力
发电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是集贤县
坚定不移抓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
千方百计促发展的有力实践，也是中
国船舶集团扎根集贤，积极融入集贤
县产业布局，助力全县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

集贤县200MW风力发电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丁燕

汤原县坐落在小兴安岭南麓，因汤旺河冲积平原而得名，有“三山一水四分田，一草一路
和庄园”的美誉。

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县”，汤原具有良好的发展道地药材的自然环境优势。近年来，当
地将“寒地龙药”产业作为调优农业结构、发展生物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不断扩大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中药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9日，“品味龙江”之“仲夏行”主题采访活动第三站来到汤原县。

（上接第一版）自 2002年挠力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保护区
管理局携手辖区农场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守住自然
生态安全边界，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有
效保护与恢复。

据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金武介绍，为保证退耕还湿工作顺
利进行，管理局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避免湿地恢复
碎片化，强化修复成效。2014 年以
来，保护区共完成湿地修复面积 20
余万亩，其中退耕还湿18万余亩。

护鸟爱鸟，“护”出来“自然
家园”

“当我们第一次从望远镜里看到
一只东方白鹳站在人工巢穴上面时，
真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别提了。”

身为站长的周春来在红旗岭湿
地管理区干了三十年，用他的话说，
在千鸟湖这块湿地上，东方白鹳、丹
顶鹤、白琵鹭、鸿雁这些鸟儿各自栖
息什么区域，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2016 年冬天，周春来和同事们
计划建设候鸟繁育基地，在红旗岭湿
地试着建造了 10 个人工引巢，没想
到第二年春天，就迎来了第一对东方
白鹳夫妇。

说起当时的情景，周春来仍觉历
历在目：“巡护路离人工巢穴1000米
左右，我们天天去看，后来还观测到
了雏鸟……它们离巢的日子是7月3
日。”他甚至一下就说出了具体时间。

千鸟湖湿地占地 11 万亩，主要
植物有 500 种、鸟类 89 种、兽类 25
种，丹顶鹤、东方白鹤等 8种珍稀濒
危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在这里栖息繁
衍，被称为“鸟类的天堂”。2022年，
这里还首次发现了新物种挠力河耗
姬蜂。

7月31日，保护区红旗岭农场管
理站举行了一场放归仪式。一只苍
鹭从打开的笼门探出脑袋，拍拍翅
膀，展翅飞起，消失在蔚蓝的天际。
跟随这只自由飞翔的苍鹭一同放飞
的还有6只红隼。

挠力河保护区管理局红兴隆分
局负责人崔兴波介绍，近年来，红旗
岭农场管理站累计投喂玉米、水稻、
小鱼等食物两万余斤，为回归候鸟备

“粮仓”、解“粮荒”。目前，已有 3对
东方白鹳在招引巢安家，近三年累计
孵化东方白鹳幼雏22只。

周春来说，人工引巢已经逐渐被
东方白鹳接受，今年春天，两对东方
白鹳为选一个位置更好的“新家”竟
然打了起来。近年来，多次在千鸟湖
湿地发现700只以上东方白鹳集群，
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每年 4月末到 5月初，保护区都
与红旗岭农场联合主办“爱鸟周”主
题系列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0届，

在当地已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道德
风尚和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特色的
活动，农场职工群众亲切地称之为

“鸟节”。一年一度的“鸟节”已将“保
护鸟类、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人心。

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王广鑫
介绍说，随着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工
作的开展，昔日水丰草茂的生态环境
正在逐步重现。“保护区共有野生动
物 593种、野生植物达 1047种，常见
鸟类 42科 182种，其中东方白鹳、丹
顶鹤、小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25种，被称为‘天然生物基因库’。”

蓄水净水，“养”出来的“生
态农业”

“我种的水稻就挨着保护区，水
大的时候湿地帮我涵养水源，干旱的
时候能滋养稻田……”八五三农场第
六管理区的种植户闵佳对湿地给自
己种植水稻带来的好处，深有体会。

2019 年的大水，让周围很多农
田都受了灾，而像闵佳这样“挨着”湿
地保护区的田地，因为湿地的强大蓄
水能力，免受水害。由于湿地是环境
优良的“指示灯”，挠力河保护区雁窝
岛湿地所在的八五三农场因此被授
予“国家级生态农场”称号，湿地保护
也让职工群众尝到了甜头。

“湿地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调节区域内小气
候的功能，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东
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
学院教授于洪贤表示，“在保障粮食
安全的前提下，强化生态保护，两者
是共赢的。未来，应大力引导保护区
周边农田发展生态农业，最大限度减
少农业生产对湿地水质的影响。”

八五三农场把发展生态农业作
为职工富、城镇美的有力抓手，对耕
地进行保护性耕作，秉承“农业为基、
生态为骨、文为魂、旅为体”的理念，
打造“红兴隆·雁窝岛”榜单产品，“湿
地美”“生态美”“八五三美”已成为区
域名副其实的生态样板。

“湿地里有像千屈菜、黄菀、芦苇
和菖蒲这样具有药用、观赏和蜜源等
经济价值的植物。同时，湿地还会对
当地气候产生深远影响。”王广鑫说。

在挠力河湿地和完达山余脉山
地等多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下，五九
七农场就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小气
候。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这里
的林果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

“湿地在发挥其生态价值的基础
上，还有巨大经济价值可供开发，我
们正积极探索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
科学合理利用。”王金武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纵贯三江平原的挠
力河湿地，正在流淌着一曲幽美和谐
的生态乐章。

挠力河湿地，奏响流淌的生态乐章

本报14日讯（见习记者石琪）14
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哲里木版画巡展”在黑龙江（国际）版
画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全国巡
展第五站，共展出版画作品70余幅，
展览将持续到30日。

哲里木版画是科尔沁地域文化
的一张靓丽名片，起源可追溯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几

代艺术家的努力，已成为闻名全国的
版画创作群体之一，在美术界享有

“草原之花”的美誉。哲里木版画多
取材于蒙古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内
容写实，风格质朴，线条粗犷，色彩鲜
艳，民族和地域特色十分浓郁。哲里
木版画作品以雄浑、大气、纯朴、高雅
而著称，被美术界称之为“科尔沁草
原雄风”。

“哲里木版画全国巡展”（黑龙江站）开幕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