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教
振
兴

5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本期主编：姚艳春（0451-84655776）

本期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行编辑：张长虹（0451-84655085）

动态科教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本报讯（马方明 记者赵一
诺）6 日，黑龙江省第七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评审工作结束，

“黑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平台在黑龙江日报报业
集团龙头新闻客户端正式上
线，全面展示全省 61 所高校的
1357 件入围参赛作品。

本届展演活动由黑龙江教
育厅主办，紧紧围绕“厚植家国
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主题，展
现龙江当代大学生奋力筑梦的

价值追求和向真、向善、向美、
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分为高
校开展活动、省级集中展演和
全国现场展演三个阶段，历时
一年。省级集中展演将于 12
月 12日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

据介绍，活动项目包括艺
术表演类、学生艺术实践工作
坊、艺术作品类和高校美育改
革创新优秀案例四类项目。
在千余件入围作品中，艺术表
演类共计 700 个作品，最终 576

件作品进入评选。其中，个人
类作品 377 个，集体类作品 199
个，包含声乐、器乐、舞蹈、戏
剧、朗诵等类别；艺术作品类
共计 657 件，最终 613 件作品
进入评选，其中，绘画类、书法
篆刻类、摄影类、艺术设计类
作品居多，占比 86%，微电影、
美育案例、艺术工作坊等类别
颇具创意。

专家评审现场。
本报记者 周姿杉摄

全省大学生艺术展演评审工作结束全省大学生艺术展演评审工作结束

本报讯（记者彭溢）记者从黑龙江省科
协获悉，近日，2023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决赛）暨第39届全国中学生数学
冬令营落幕，我省有20名高中生入围，获得1
金、8银、11铜的好成绩，其中一名学生进入
国家奥数集训队。

由黑龙江省科协、省教育厅组织的2023
年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黑龙江省赛区）选拔
赛，全省13个市（地）近800名学生报名参赛，
产生一等奖78人、二等奖188人、三等奖431
人。最终，由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决赛）组委会根据联赛成绩确定前20名学生
参加全国竞赛（决赛）。

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全国中
学生五项学科竞赛之一，此外，还有物理、化
学、生物和信息学学科竞赛。竞赛以坚定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为准则，面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激
发青少年学习科学的兴趣和积极性，为青少
年提供相互交流
和学习的机会，
通过竞赛和相关
活动发现和培养
优秀人才。

图片由黑龙
江省科协提供

我省在全国中学生
奥数赛上摘金夺银

哈师大附中卢政浩获得金牌。

助力龙江钢企提升御寒技术

“焦化煤气工艺参数多，过去冶金行业在焦
化安全生产管控方面存在诸多弊端，而且物料
传输系统日常巡检难、管控难。此次与哈工大
牵手，我们希望借助外脑激活科创动能，寻求极
寒环境下钢铁高危生产安全智能化管控的技术
突破。”活动现场，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刁兴武率先上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延
杰教授共同签署了“极寒环境下钢铁高危生产
安全智能化管控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技术协
议。

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众多高校及科研院
所针对企业所需，聚焦科技创新，汇聚科技人才，
成为龙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加速器”，不断助力
龙江钢企提升御寒技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
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刘延杰说：“我们
将通过智能传感器、非接触检测技术、自主移动机
器人技术、多模态融合识别技术，研制高危区域智
能巡检系统。通过检测数学模型研究、多源异构
海量数据分析，构建焦化运行场景数据库，开发设

备健康评估系统，最终达到焦化高危区域生产过
程管控的数字化、智能化。”

牵手农科院提升畜牧产业品质

广袤的森林、优良的生态、壮阔的界江、奇特
的景观、多元的文化、清凉的温度，林都伊春独特
的资源优势孕育着无限商机。

伊春市回龙湾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翔宇
2013 年从河北来到伊春，十年磨一剑，公司已从
当初的小规模养殖发展成水貂毛皮全产业链生
产，在伊春市畜牧局牵头下，组建了伊春市毛皮动
物养殖协会。

刘翔宇说：“我们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冷
资源，全力推广水貂绿色养殖。此次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签约，聚焦寒区水貂优异种质
资源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希望在专家的指导下，
以公司现有的红眼白水貂种质资源为基础，开展
水貂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基于基因组育种技
术方案进行遗传评估。”

“针对红眼白水貂的品种特点和不同的生物
学时期，我们将帮助企业配制科学合理的饲料配

方，保证种貂的营养需求和健康体况，并对水貂主
要感染病进行筛查，为加快培育适合黑龙江省的
寒区水貂新品种和建立配套饲养管理技术标准奠
定基础。”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科技管理处
负责人张铁涛研究员说。

科技成果赋能林都优势资源

“尾矿是非煤矿产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
固体废渣，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通
常以尾矿库的方式堆存放置，极易污染土地和地
下水等周围环境。”科技成果路演活动现场，黑龙
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李立欣带来了

“尾矿基高性能建筑防火材料及保温材料开发”项
目。他说，我省具有丰富的非煤矿产资源，伊春的
钼矿产业，有先进的浮选加工工艺，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将尾矿综合利用，应
用在微晶玻璃、高端发泡陶瓷保温材料、钢纤维混
凝土、陶瓷膜、复垦土、育秧土等高附加值产品上，
变废为宝。

“伊春菌菇资源丰富，我们将与其他企业携手
迈向菌菇产业新赛道，从‘尝鲜’到‘领先’，以科技

创新守护龙江味道。”科技成果路演活动现场，黑
龙江省发现者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与
黑龙江省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伊春
森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预制菜的产业路径与
配套设备支撑”项目进行了深入对接，并初步达成
了合作意向。

伊春市副市长刘今表示，伊春将不断加强对
科技创新工作的支持和引导，聚焦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以更大力度推进政策创新、优化配套服
务、营造一流环境，助推伊春科技型企业快速成
长。建强人才链、激活创新链、做优产业链，推动
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最
大增量”。

“今年以来，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与黑龙江日
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建龙头新闻‘成果转化’频道，
深入开展‘汇智龙江’系列科技成果专场路演活
动，助力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省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常国辉表示，今后，该中心
将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能力，
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切实把我省科技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汇智龙江 邮储注力”第七场科技成果路演

生态伊春迎来一场“及时雨”
□文/本报记者 蒋平
摄/本报记者 张澍

近日，“汇智龙江 邮储注力”第七场科技
成果路演走进林都伊春。活动现场多项合作
签约，激发着区域发展新动能。

“森林医学与森林康养细分产业化项目”
“蓝莓采摘装备研发与应用推广”“新兴框架
式实木复合地板产品开发及技术推广”……
此次科技成果路演，充分聚焦伊春现代化生
态产业体系，针对当地企业所需，精选了十余
项科技成果，推动高校科研院所携手企业，加
速科技成果精准落地转化。

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伊春
市人民政府、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伊春市科技局、黑龙江
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承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黑龙江省分行协办。

研发新菌株提升耕地质量

“走，去听听，李凤兰教授又来讲座了。”日
前，林甸县四季青镇的村民相互招呼“约课”。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李凤兰对口帮扶林
甸县四季青镇，重点推广秸秆粪污腐熟化项
目。四季青镇君安家庭农场负责人曾庆安在
听完讲座后，像往常一样，请李凤兰到地里和
腐熟场作指导。

“之前我们都不懂如何操作，李教授不仅
帮我们挑选地址，还对菌剂的操作流程细心指
导。”曾庆安说，“年初，我把腐解的秸秆都扬到
地里，盐碱地眼瞅着变暄了。”今年，在李凤兰
的指导下，曾庆安准备将秸秆处理量扩大到
1000吨。

李凤兰说：“我们的微生物菌剂可以降低

土壤中的含盐含碱量，使盐碱地得到有效改
善。”

用微生物菌剂为黑土地“减负”“加油”，实
现优质种植，是李凤兰一直努力的方向。经过
多年探索，她带领团队分离、纯化了低温酵解
秸秆的革命性菌株，开发出低温菌剂及寒地农
业废弃物腐熟制肥技术体系。李凤兰说，这项
技术可以实现农作物秸秆全量利用还田，作物
产量不下降，作物品质明显提升，有效遏制黑
土地退化，改善黑土区生态环境，持续提升黑
土耕地质量。

推广新技术延长产业链

大庆市天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马洪亮说，以前企业发展遭遇了瓶颈，是李
凤兰带来的技术让企业有了新生机。

“今年初，李教授来企业看到我们堆了那
么多旧秸秆，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按她的技
术进行调整，把原来的陈废料变成了有机肥，
效果非常好。”马洪亮说。

为了使企业得到全方位提升，李凤兰带领
技术服务团走进天福农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了

“延长产业链，发展有机农业，打绿色食品牌，
同时对接南方省份的商超与之建立合作关系，
走高端发展路线，解决产品销路不畅、经济效
益差等问题”的一整套发展方案，这让马洪亮
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大庆市人大常委会驻火箭村第一书记殷
龙说：“李教授的技术加持，不仅提高了土壤中
的有机质含量，减少了化肥用量，降低投入成
本，保障食品安全，还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持续创新服务乡村振兴

近年来，李凤兰教授根据各乡村实际情
况，通过专题讲座和现场示范指导等方式进行
技术培训300余次，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合作社
负责人和新时代农民累计超过 2万人次，免费
提供微生物菌剂，帮助农民丰产丰收。

为助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她联合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
遇龙院士团队核心骨干成员，成立了“黑龙江
省中国科学院孔祥峰农业废弃物综合开发利
用工作室”，并获得省科技厅备案。双方依托
东北农业大学生物菌剂研发中心，共同围绕寒

地秸秆和畜禽养殖污染物肥料化与基质化、农
村厕所粪污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开
展科研合作，共同培养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领
域的高水平科研人才。

近年来，李凤兰主持和参加了“寒地农业
有机废弃物低温菌剂开发及快速启动堆肥技
术示范”“寒地黑木耳废弃菌糠腐熟制肥技术
推广与产业化”等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 20 余
项，其中“一种用于造纸的微生物发酵秸秆提
取植物纤维的系统”专利，授权使用费达560万
元，团队研发的“秸秆生物酵解法提取纸浆零
污染高效利用技术”被评为我国高等院校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成果。团队在北大荒农垦集团
青龙山农场、二道河农场、前进农场先后建立
了秸秆腐熟基地，2022年签订秸秆处理协议20
万吨。

目前，李凤兰团队研发的相关技术成果已
经在北大荒集团、北京首农集团、新疆田和阳
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九州坤元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等近20家企业进行推广和转化，建立
菌厂20余个，技术转化金额超过1000万元，累
计处理秸秆8000余万吨，处理蘑菇及木耳种植
废弃菌包 1500 万吨、动物粪便排泄物 7000 万
吨以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环境效益。

展望未来，李凤兰说，将继续投身黑土地
保护和优质农业发展事业，以生物技术助力我
省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
展。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前沿科教

□李宜刚 本报记者 彭溢

她是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15年来，她扎根实验室，
投身田地间，一遍遍寻找适合北方寒地生长的土著菌种，带领团队成功解
决了寒地农业废弃物冬季不能发酵腐熟的“卡脖子”问题，获授权国家专利
40余项。她立足低温菌剂建立的“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连
续两年被认定为黑龙江省农业主推技术，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经在我国东
北、西北和华北等地推广和转化，累计处理秸秆8000余万吨，为乡镇及企业
创造直接经济效益上亿元。

她，就是黑龙江省科技特派员、黑龙江省中国科学院孔祥峰农业废弃
物综合开发利用工作室负责人、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凤兰。

李凤兰李凤兰（（中中））带领农业专家服务团带领农业专家服务团
到林甸县进行技术指导到林甸县进行技术指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扫二维码欣赏
黑龙江省第七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作品

本报讯（记者周姿杉）近日，由中国教
师发展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
的“感谢恩师·你我同行”大型公益活动
2022 年度总结会暨 2023 年度东北地区动
员会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来自省内外
的20余所高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

动员会上，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
新东方大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向黑龙江省
教育厅捐赠了价值 1920 万元的学习礼
包。主办方向参会学校代表颁发了卓越组
织团队、杰出组织团队、优秀组织团队荣誉
证书，并为各校学生代表授旗。

活动中，哈尔滨理工大学与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践和毕业
生就业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共同签署了
共建毕业生就业基地协议。同时，学校邀
请新东方大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考研资深
演讲师以《大学生涯规划》为主题，为广大
学生分享了学习经验与就业、考研建议。

向黑龙江省教育厅捐赠学习礼包。
本报记者 周姿杉摄

我省获捐赠
1920万元学习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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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生物技术
为黑土地“减负”“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