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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静）日前，在延寿县长寿山园
艺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的专
家举办了李、杏新品种及优质高效技术现场观摩
会。会上，该院核果研究室研究员牟蕴慧给大家
介绍了最新的李子品种及其特性，解答了果农们
关心的各种技术问题。

近年来，李、杏作为适应性强、早果、早丰、见
效快、效益高的特色果树经济林树种，得到了我省
种植者的普遍认可，我省抗寒、优质、耐运的李、杏
新品种的应用研发也受到企业和果农的高度关
注。同时，现代果树安全、高效关键生产技术、栽
培方式的集成创新和应用，以及实行多元化经营
模式，将使经营者的经济收益得到很大提升，从根
本上解决了品种抗寒力低、货架期短、病虫害防治
效果差等生产难题，促进了我省李、杏业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形成具有寒地特色的果品经济。

“我们目前执行的是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新
跨越工程农业特色产业科技创新支撑项目，要做
的就是‘李、杏等核果产业科技支撑与品牌创立’。”
该项目主持人、省农科院园艺分院副研究员尤海波
介绍，“我们筛选出抗寒、优质、丰产的李、杏品种以
及果树食心虫防治、果园生草等果园管理技术，在
合作企业的生产基地进行示范推广，以提升企业产
品的竞争力，实现无公害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使企
业带动其合作的示范基地种植，并辐射周边地区，
带动地产果业发展。”

介绍李子品种。
本报记者 周静摄

延寿
农科专家

果园里教技术

本报讯（李晓飞 记者宋晨曦）“蔬菜大棚产业
对电力的需求很高，克山县供电分公司的党员工
作队经常为我们检查用电设备，及时提供优质服
务和技术支持，有他们为我们保驾护航，心里真是
踏实多了。”克山县河南乡蔬菜大棚种植户李国祥
对克山县供电分公司的优质服务连连点赞。

蔬菜种植是克山县河南乡二河村村民的主要
经济来源。种植的西红柿、茄子、白菜、豆角、辣椒
等蔬菜除了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外，更多销往县
乡的农贸市场，村民也因此增加了收入。克山县
供电分公司了解到当地对电力需求较高的情况
后，组织党员服务队开展蔬菜大棚用电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逐户对大棚内的配电箱、抽水
泵以及电动控温设备等展开排查，跟踪治理隐
患。帮助种植户及时更换老旧开关，讲解安全用
电知识和设备安全操作方法。

“大棚内的电力设备和线路运行良好，一定不
要超载运行，注意用电设备周边清洁。”党员服务
队队员李德武叮嘱。

目前，克山县供电分公司已上门服务蔬菜种
植户 6 家，排查并消除蔬菜大棚用电安全隐患 8
处，为种植户安装漏电保护器 5个，更换插座等 16
个。今后，该公司将继续开展为村里的设施农业
定期“体检”的助农活动，以可靠的供电保障和贴
心的用电服务，全力保障农户可靠用电，护航乡村
振兴。

电路检查。 本报记者 宋晨曦摄

克山县供电分公司
电力检修

护航蔬菜增收

振兴路上

点亮梦想点亮梦想
教育帮扶为乡村孩子

□范家林
本报记者 宋晨曦

乡村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地
守护孩子们追求知识的梦想、
驻村工作队“教育帮扶”点亮乡
村振兴希望的“灯塔”……近年
来，我省各地依据自身特色展
开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为孩
子们点亮知识之光，让乡村教
育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教师们把最好的
时光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他们站在三尺讲台上，给
乡村孩子插上知识的翅
膀，守护他们追求知识的
梦想。嫩江市多宝山镇卧
都河学校教师刘树文便是
其中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初，刚
刚走出校门的刘树文怀着
满腔的热忱来到多宝山
镇，年轻的他差点被当时
的艰苦条件“劝退”，可看
到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
的眼睛，他还是决定留下
试 试 ，这 一 留 便 是 四 十
年 。 如 今 刘 树 文 教 过
3000 多名学生，很多孩子
已经走出了山村，他却依
然坚守在这里。

卧都河学校副校长卞
玉革说，刘老师一直在乡
村教师岗位上默默奉献，
2010 年撤并的时候，他有
进城的机会，但为了乡村
的孩子们，他毅然选择留
在这里，我们都非常敬佩
他。

“我们特别喜欢刘老
师，他特别认真负责，只要
向刘老师请教，不管他是
不是在休息，他都会耐心
地为我解答。平时刘老师
还特别关心学生，经常开
着自己的面包车接送我
们。”学生姜文博说。

今年过教师节时，刘
树文感慨万千：“我今年退
休了，真舍不得这讲台，更
放不下这些乡村里的孩子
们，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还
要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光发
热。”

如今，一批又一批教
师奔赴乡村，在丰饶的黑
土地上抚育“幼苗”茁壮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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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哈尔滨工
程大学驻佳木斯市汤原
县永发乡红泉村的驻村
工 作 队 队 员 们 走 进 乡
村，来到田间地头，虽然
身份有所转变，但不变
的 是 身 为 教 育 者 的 使
命。

第 一 书 记 、工 作 队
队长秦洪明带领队员王
厚兴、贾力贝接过前几
任“ 守 塔 者 ”的 殷 殷 嘱
托，牢牢把握教育帮扶
这一抓手，发挥教育科
技优势。为此，工作队
多次联系协调哈尔滨工
程大学，接续开展第四
批“我要去哈工程”永发
乡学校学生科技体验营
活动。

据 了 解 ，此 次 活 动
在哈期间的全部费用由
哈尔滨工程大学驻村工
作队负责。四天的研学
活动中，学生们参观了
哈尔滨工程大学，了解
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激
发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参观黑龙江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哈军工文
化园，赓续红色血脉；科
学营队伍走进国家级实
验室，聆听科普讲座，感
受科技的力量……

秦洪明说：“帮助村
里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
育，是我们当前帮扶工
作的重要内容。研学活
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
走出乡村，近距离感受
大学的氛围，领略科技
的奇妙，也让更多的孩
子了解学校，憧憬大学
校园。”

该活动自 2017 年暑
期开始，到现在已组织
四批，共有 200 名永发乡
学校的师生参加了研学
活 动 。 四 天 的 所 见 所
闻，在孩子们的内心播
下了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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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市山河农场山河小学
的手工课上，在老师指导下，一
根根细小的麦秸在孩子们的手
中变成一幅幅生动的画作。据
了解，山河小学师生创造的麦
秸画已经在黑河市成功申请入
选非遗文化，并两次参加了中
俄文化交流。

“ 要 播 洒 阳 光 到 别 人 心
中，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这
是现任山河小学校长李群的
教育理念。

走进学校，建筑布置错落
有致，别具一格的生态校园文
化建设，让人眼前一亮。校园
师 生 赋 予 了 小 麦 秸 、矿 泉 水
瓶、瓦楞、彩绳等废弃物品“新
生”，各种简单材料制作的工
艺美术作品彰显了绿色生态
文化的内涵，蕴含着创新与传
承、理念与智慧，又润物无声。

始建于 1957 年的山河小
学 ，始 终 把 校 园 文 化 对 师 生
的熏陶和隐形教育作用放在
首 位 ，把“ 节 能 环 保 绿 色 永
恒 ”确 定 为 办 学 宗 旨 。 近 年
来，学校通过开展系列活动、
主 题 教 育 ，在 教 学 创 新 方 面
下 功 夫 ，各 学 科 教 师 在 教 学
中 主 动 结 合 学 科 特 点 ，精 心
设计教案，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 次 恰 当 进 行“ 环 保 ”渗 透 ，
激发他们保护环境的热情和
行 动 ，让 节 能 环 保 的 意 识 根
植学生心中。

学生赵佳宇说：“校长和
老师鼓励我们敢想敢做，动脑
动手，实践合作，在创作的过
程中我们很快乐，也很开心，
感受到节能环保的重要，也让
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和
家乡。”

李群说，教育激扬生命，师
生都是灵动的，生态校园文化作
品的呈现、艺术节上的自信展示
和教师参与素质能力提升大赛
等活动，都是在唤醒认知，启迪
智慧夯实根基，挖掘并开发潜
能，润泽心灵，培养出更多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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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天池

政府抢抓市场机遇、龙头企业带动……
近年来，嫩江市顺势而为，不断丰富鹅产业链
条，推动鹅产业提档升级，走上加工精细化、
产品多元化、定位高端化的发展之路。

为将鹅产业做大做强，2022年以来，嫩
江市依托资源优势连续出台畜牧优惠政

策，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尤其是在大鹅产
业上，积极响应全省鹅业整体战略布局，整
合各项资源，深化合作交流，迅速建立起集
育种、孵化、养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
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推动大鹅产业成
为推动嫩江畜牧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当年
养殖达到 102 万羽，出栏达 71.3 万羽；今年
可出栏大鹅 200 万羽，预计畜牧产值可增
加 2 亿元；“十四五”末，鹅业规模将达到
500万羽，届时嫩江大鹅出栏量将名列全省
前茅。

该市龙头企业鸿兴鹅业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经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品
牌”模式，实现了育养收宰产加销的链条式
发展新局面，带动嫩江及周边地市养鹅业
的快速发展。众多农户在龙头企业的带领
下，利用草甸水系、村屯周边场地从事鹅养
殖，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养殖合作社，支撑起
嫩江的鹅养殖总量。目前主要养殖品种有
狮白鹅、籽鹅、狮头鹅、三花鹅等，优良的鹅
肉品质深受南方市场欢迎。

有了龙头企业，再加上成熟的模式，形
成了大鹅的集聚效应。为了更进一步打造
畜牧经济新引擎，嫩江市统筹自身财力连

续两年出台了畜牧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在
孵化、养殖、屠宰等各环节给予扶持，逐渐
降低“门槛”，扶持力度空前，让更多养殖户
瞄准了商机，也得到了实惠。

同时，该市又成立大鹅产业专班，加强
政策指导和支持，农业农村、财政、环保等
相关部门及各乡镇同频共振形成工作合
力，及时解决养殖户和屠宰加工企业的现
实困难，进一步加强营商环境整治力度，不
断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生产流通
秩序监督管理，特别是商品鹅集中出栏时
期，坚决查处违规屠宰、市场垄断等损害经
营者利益的不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秩序，为嫩江发展鹅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此外，为了给养殖户传授好经验，嫩江
市邀请东北农大、黑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
教授入驻嫩江，举办培训班，为养殖户讲
课、现场指导；在申办养殖环节，安排专人
协助养殖户办理土地审批、电力接入、协调
价格等……通过提供全程优质服务，鹅产
业跑出嫩江“加速度”。

为了质优价更优，该市立足“寒地生
态”的资源优势及“健康肉类”的消费需求，
成功打造“中国寒地草原鹅”品类，于今年 8
月份推出嫩江区域品牌——“北鹅”。品牌
一经面世，深受国内市场欢迎，呈现热销趋
势。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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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市不断丰富鹅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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