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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平

在学生眼中，他是“下田上瘾的人”，
只要扎进豆田就出不来，二十多年如一
日醉心于豆田。选种时，为了不错过一
份好材料，他不愿放弃每一株可能，在寒
风彻骨的垄间，踱来挪去、反复探察比
对，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他就是第
九届全省道德模范、东北农业大学农学
院院长陈庆山。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种质资源
是种业原始创新的物质基础，良种培育
从源头上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大支撑。
在陈庆山的学生时代，“东农 42”曾是最
好的高蛋白、食用型大豆品种之一。它
是1992年东北农业大学吴宗璞教授在王
金陵先生指导下育成的，该品种兼具高
产、抗病、适应性广等特性，先后两次在
全国农业博览会上获奖，是当时国内能
够对外出口创汇的主要大豆品种之一。
但随着“山寨东农 42”的出现，“东农 42”
积攒的信誉度和品牌价值损失殆尽。

“我就是要奋斗在这里，让大豆产业
发展再创辉煌！”2001年，立志于壮大东
北大豆科研实力的陈庆山博士毕业后毅
然放弃了赴外深造的机会，回到东北农
业大学，成为该校第一批引进人才，也是
最早开始作物分子标记技术和基因克隆
等生物技术研究的人员之一。

在接过吴宗璞、高凤兰等老一辈大
豆专家的育种衣钵后，陈庆山对“东农

42”进行了全面的遗传改良研究。谈及
最初接手改良任务时的窘迫，陈庆山仍
然历历在目。当时研究经费有限，学校
实验室的仪器也才刚刚够用。“我当时带
研究生一起做标记、做遗传图谱，需要合
成几百对引物，花费几十万元。”陈庆山
说，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多经费，多亏中国
农科院作科所邱丽娟老师伸出了援手，
她让陈庆山带着学生到她的实验室稀释
引物，再拿回去研究。

“培育新品种非常漫长，要从配置杂
交组合开始，后代群体通过5年至6年连
续自交，表现稳定才能进行决选。”陈庆
山说，决选出的品系要先在试验基地进
行两年鉴定试验，随后参加省里及国家
的品比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通过
品种审定后才可以大面积推广。为此他
数十载如一日，日夜奋斗在科研一线。
苦心人天不负，他带领大豆遗传改良团
队在2017年终于破解了野生大豆优异性
状利用和栽培大豆定向改良育种难题，
形成了一系列大豆新品种。团队选育和
参与育成的24个大豆品种累计种植两千
余万亩，经济效益达上百亿元，有力支撑
了我省“现代农业排头兵”“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建设发展，为龙江百姓的经济生
活筑起了坚不可摧的保障之墙。

“那时候年轻更有热情，遇到问题就去
解决，虽然困难有很多，但也逐渐在研究野
生大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启发。”陈庆山
说，野生大豆因为蔓生、裂荚等一系列野生

特性很难直接利用到大豆育种上，但其含
有高蛋白、高产和抗逆等优良特性却是普
通栽培大豆缺乏的。于是从2006年开始，
他带领团队利用15年时间构建了以“绥农
14”为轮回亲本，野生大豆ZYD00006为供
体亲本的大豆全基因组导入系（WGIL）群
体。根据这些材料利用多组学研究了大豆
品质形成机理，关注优异等位基因，进一步
通过分子标记技术打破蛋白、油分和产量
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提出相关分子育种
理论和开发配套算法软件，实现了优质高
产品种的育种突破。

多年来，陈庆山怀揣“强农兴邦”的
期许，在大豆领域钻坚研微、跨越突破的
同时，同样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倾心以
赴。从 2001年到现在二十多年如一日，
学生们起初感到辛苦，但看到老师醉心
于豆田的实际行动，也便在其润物无声
的引领下踏实起来。

“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陈庆山的发
展思路清晰笃定。近年来，他同时在科
研攻关和带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坚定
迈进。以学生为主体创业的“东小农黑
土豆坊”，以优质大豆为原料，开展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三年时间，“菽香

四益·东农豆坊”已有多家连锁店，线上
店铺的年均营业额超过 200万元。“我唯
一的想法就是利用科研优势，让优质大
豆实现产业化，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谈及“东小农黑土豆坊”，陈庆山认
为，豆坊的创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名字是我取的，我们还在淘宝上开了专
卖店，现在一年的营业额超过200万元。”
在陈庆山看来，“东小农黑土豆坊”不仅改
变了学生们的固有观念，更重要的是，在
实践中得到了很多锻炼。团队中多名同
学被保送到上海植生所、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等科研院所攻读硕博学位。

每一次点豆成“金”的背后，是几代
育种人无悔坚守的背影，也是以科技创
新不断催生的新发展动能。从2007年开
始，每到毕业季，陈庆山都会为每名毕业
研究生送一首诗，目前已经写了上百
首。“我一直觉得，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每一首诗里饱含了我对他们的爱与期
许。”陈庆山常说，不管学生们以后还会
不会继续研究大豆，他是一辈子都离不
开大豆了。陈庆山坚信，只要坚持“承上
启下”做科研，大豆创新产业必定迎来辉
煌的明天。

醉心豆田二十载

德礼满龙江 道德模范在身边

□本报记者 吴利红

今年五常市一些乡镇因灾受损
的农村房屋重建工作，在五常市住建
局、乡镇政府等各部门全力推进中，
在 10月 20日前完成，一些受灾农户
陆续搬进新房。

11月以来，我省降雪较为频繁，
气温一路降至零下 20℃左右。住进
灾后重建新房子的农户们屋子是否
寒冷、是否潮湿？记者来到五常市，
走进住进新房子的农户家。

记者从五常市内赶到长山乡时，
已是中午时分，农田被白雪覆盖得严
严实实，北风夹着雪花儿打在脸上有
点疼。

走进农兴村冷广喜家时，屋内一
股热气迎面而来，记者眼镜立即上了
一层薄霜。阳光透过室外的雪花儿洒
进屋子。68岁的冷广喜和老伴正坐在
火炕上看电视。屋内粉刷一新，八九
盆鲜花儿娇艳欲滴，火炕上铺着颜色
新鲜的席子，一幅农户日常温馨场景。

正在看电视的冷广喜指着室内
温度计说，入冬以来，一般室内温度
都在 22 度以上，在屋里穿薄棉裤和
线衣就行，一点儿也不冷。“当时盖新
房子是采用EPS模块结构建设方式，
建设时间短，很快就入住了，目前看
房屋建得牢固还防潮。几场大雪过
后屋内不潮湿也不冷。”冷广喜的老
伴说，有几次下的雪比较大，半夜起
来，本以为窗户进冷风呢，结果门窗
都很严实不透寒风。

在采访中了解到，冷广喜原来住
的房子被大水将房子冲毁后，政府积
极帮助安置受灾农户，住建部门积极
对房屋进行鉴定。“这个房子比原来
的房子好多了，住着再也不用担心大
雪天和雨季了。”冷广喜说。

冷广喜的老伴在干净整洁的厨
房里忙着清洗大鹅肉，准备做铁锅炖
大鹅。她说，房子建得好，日子过得
舒服。冷广喜指着院内一个用塑料
布遮盖的长约五六米、高近两米的柴
禾垛说，柴禾充足，屋子又严丝合缝
的。“我们以后过的都是‘暖冬’”老两
口幸福地笑着。

记者来到同村程彦富家里，程彦
富坐在炕头看电视，老伴正在收拾房

间。新房子53平方米，两个房间，每
个房间布置得干净温馨。程彦富说，
自己身体不好，房子被冲毁后，都是
政府帮着找人给盖的房子。如今住
在这暖和的房子里，可知足了，眼下
主要任务是好好养病，享受美好的生
活。程彦富的妻子在厨房里忙着收
拾灶台，将锅盖擦得锃亮，自来水管
还用毛巾包裹上了，避免油烟挂到水
管外壁不好清洗。“屋里暖和，人心就
有奔头，搬到新家还置办了新家具
呢。”程彦富家是在今年中秋节搬入
新房，住了一个多月以来，屋子暖和
不潮湿。“雪下大的那几天，屋里不冷
不潮的。”程彦富满足地说。

长山乡副乡长崔洪波介绍，全乡
因灾受损房屋重新翻建，10月 20日
前已经全部完成建设，到目前为止农
户应住尽住，建好没有入住的农户都
有妥善居住的地方。对入住新房的
农户，乡村干部不定时到农户家进行
回访，及时解决农户在居住中出现的
问题。

随后记者又来到民意乡九合村
刘喜财新建的家中。记者进屋后，刘
喜财高兴地说，这个新房子盖得可严
实了，晚上风大，门窗都不透风。“你
看窗户玻璃都是双层的。”刘喜财对
屋子的满意溢于言表。刘喜财住了
30多年的老房子，被洪水冲毁之后，
政府积极帮助他和其他村民重建家
园。刘喜财63平方米的房子一个多
月就建成了，入冬以来的几场大雪，
屋子窗户都没上霜。“如今屋里暖和，
晚上躺在炕上睡得可香可踏实了。”
刘喜财真诚地说。

记者来到杜家镇半截河子村农
户盛中宝家中。盛中宝和儿子外出
打工。儿媳徐树凤和小孙女住在新
建的房子中。进入盛中宝家时，徐树
凤领着孩子在屋内玩耍。徐树凤穿
着短袖线衣长线裤，孩子穿着线衣线
裤伴随着儿歌舞蹈。徐树凤说，室内
温度一般都达到了二十六七度，穿多
了还热呢。这个新房子面积有90平
方米，环顾室内，房子收拾得干净整
洁。盛中宝今年家里近十亩的水稻
遭受灾情。徐树凤说，政府出资帮着
建结实的大房子，孩子冻不着，这样
的生活咱得珍惜啊。

“屋子暖和，睡得又香又踏实”

□康灵宇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北大荒集团双鸭山农场翠博园
“果蔬王国”基地，大棚草莓陆续进入
开花期，种植户采用蜜蜂授粉技术助
力增产增收。

走进草莓大棚，整齐翠绿的草莓
植株映入眼帘，一群小蜜蜂正在花丛
中来回穿梭，辛勤劳动。“我在两栋草
莓大棚里放养了蜜蜂，不但解决了冬
季草莓授粉的问题，而且使冬季草莓
的上市时间提早了一个星期，卖上了
好价钱。”棚室种植户殷涛说。

据了解，种植草莓对温度的要求
较高，大棚室内外温差大、湿度高、空
气流动性较差，棚内与自然昆虫隔
离，缺少传粉媒介，导致自然授粉能
力下降，畸形果增加，严重影响商品
率。于是种植户请来“打工人”蜜蜂，
小蜜蜂们也成了果农们提高草莓产
量的“秘密武器”。

近年来，双鸭山农场打破传统

“春种秋收”种植观念，调整种植结
构，不断扩大棚室果蔬产业。抓住冬
季草莓的市场空白，大力投入人力、
物力进行棚室改造，新建日光温室
10余栋。

今年，农场在每栋草莓棚室安装
了防虫网设施，避免蜜蜂飞出棚室外
迷巢。11 月是草莓花开期，种植户
将棚室内温度控制为18℃~28°C，相
对湿度在 50%~70%，利于通风透光
和蜜蜂授粉。为了保证授粉效果，农
技人员每周3次检查蜂群，指导种植
户授粉技术，掌握蜂群繁殖及生存状
况。并且选派专人对棚室进行12小
时全程监控，组建学习群不定期推送
冬季草莓种植技术。

经对比，蜜蜂授粉的草莓比其他
同类浆果更加鲜艳、明亮，降低畸形
果率30%以上，增产25%~35%。采果
期可以延续到第二年五月。元旦前
后，草莓上市成了市场上的“抢手
货”，每公斤草莓售价高达120元，预
计每亩毛收入在10万元左右。

大棚飞来小“莓”蜂

3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
江畔江上俱乐部附近，一对“雪
熊猫”吸引了许多游客观赏、拍
照。

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手里
捧着竹子，表情各异，憨态可
掬。旁边，还有多个小雪人与它
们相伴。 本报记者 苏强摄

3日，哈尔滨市松花江上的采冰场开
始出冰。工人们先使用推车把冰面的积
雪清除，然后用切线机械割出冰线，在出
冰口，再用冰镩敲开冰线，一块块晶莹剔
透的冰块被推上传送带。

叉车快速地把一块块冰块装车，满
载的货车一辆辆驶向不远处的冰雪大世
界园区。很快，这些带着松花江“体温”
的冰块，将被雕砌进一座座冰景之中。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出冰啦

本报讯（王勇刚 记者郭俊峰）2
日晚，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冰球
职业联赛首站比赛在齐齐哈尔站市
冰球馆落下帷幕。在为期 8 天的比
赛中，观众们欣赏到 21 场国内最高
水平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的比赛，女
子冰球在“鹤城”掀起一波冰球热潮。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齐齐哈尔蓝
迪队迎战哈尔滨队，两队拼到点球大
战，最后齐齐哈尔蓝迪队以 1比 2不
敌哈尔滨队。比赛中双方为热心的
鹤城观众呈现了一场激烈的冰球对
抗比赛。

激烈的拼抢。本报记者郭俊峰摄

中国女子冰球职业联赛首站落幕

本报讯（刘万明 记者毕
诗春）近日，大兴安岭首届“松
岭极地森林冰雪穿越体验活
动”发车仪式在大兴安岭松岭
区时代广场举行。据了解，参
加此次极地森林冰雪穿越体
验活动的自驾车辆共38台，自
驾游客148人。他们将在一天
的时间里探秘松岭·访千古岩
画；聚国际湿地·赏“银龙飞
舞”；闯极地冰雪森林·穿千里
无人雪疆；庆篝火传情·约九
州“游侠”。启动仪式后，车队
浩浩荡荡沿松岭大街出发，拉
开了松岭冬季冰雪旅游“百日
行动”的序幕。

极地穿越

遇见“雪熊猫”

车队出发。

行进中的车队奔驰在雪野。 刘万明摄

开滑
近日，龙江森工双鸭山局公司青山滑雪场冬季冰雪运

动启动仪式在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迎来2023-2024新
雪季开板首滑，拉开冬季冰雪旅游的序幕。

滑雪场内，人头攒动，等待上山的滑雪爱好者排
队乘坐魔毯。雪道上，一个个身影呼啸而过，溅起
层层雪花，众多滑雪爱好者驰骋在雪道上，还有滑
雪爱好者合影留念，尽情地享受着滑雪带来的
乐趣。 本报记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