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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日讯（纪世强 记者刘大泳）1
日 7 时，第五届中国东极（抚远·黑瞎子
岛）冰上马拉松在抚远市鸣枪。作为
2024 年中国第一场马拉松赛事，吸引了
国 内 外 2000 多 名 马 拉 松 跑 友 ，顶
着-23.3℃的低温齐聚抚远，迎着新年第
一缕阳光出发，开启极限挑战之旅。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
名誉主席段世杰出席开幕式。

本届赛事由省体育局、佳木斯市政
府主办，省政府黑瞎子岛建设和管理
委员会、抚远市政府承办，苏州路能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赛事设有全程
马拉松、半程马拉松、5 公里新年欢乐
跑三个项目，共有来自中国台北、香
港、澳门、北京、上海、江苏等 12 个地方
及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 2000 多名马
拉松专业选手和爱好者报名参赛。最

终，毛刚、宗美玲分获全程马拉松男、
女冠军；袁扬、陈春洋分获半程马拉松
男、女第一名。

赛事主办方赛前为选手特制、提供
了红鱼子、蔓越莓鲜果、玖成富硒米等
特色礼包；开幕式举行了赫哲族传统
萨满祈福仪式，演员们身着赫哲族传
统服装欢歌起舞，为比赛祈福、为选手
祝福；在赛道补给站准备了鲟鳇鱼锅、

鲜鲫鱼汤等地方特色补给品，帮助选
手抵御严寒。除此之外，活动中还设
置了乡村美食科目三冰上比舞、蔓越
莓煮酒论英雄、网红直播冰层找鱼、冰
缸晒宝等观赏互动环节，沿赛道沿岸
打造东字迷宫、“东极冰雪世界”主题
乐园，充分展示了地方特产资源和地
域文化特色。

比赛进行中。 纪世强摄

东极抚远举办冰上马拉松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临近零点，年终岁
尾的冰城哈尔滨热闹非凡。中央大街、索
菲亚建筑艺术广场人头攒动。大批的游
客和市民涌到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在
这里跨年，感受冰城最浪漫的新年气氛。

本报记者郭俊峰摄

哈尔滨 跨年氛围直接拉满

本报讯（记者赵宇清）日前，第四届“魅力
茄子河 醉美四新年”冰雪节在七台河市茄子
河区铁山乡四新村国家AAA级景区开幕。

开幕式当晚 200 余人组成的秧歌队、腰
鼓队以震天的锣鼓和欢快的舞步，拉开了冰
雪节的序幕。村支书身着节日盛装，带领游
客一起挂灯笼、放鞭炮、往大铁锅里下饺子，
火热的气氛迅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游客。
此后，打击乐《欢天喜地》、舞蹈《科目三》、二
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等精彩节目依次上
演。随后，盛大的烟花燃放表演将开幕式推
向高潮。

本届冰雪节除了为游客们准备了激情滑
梯、雪地摩托、速度滑冰、雪地碰碰球等十余
个娱乐项目外，还设置了美食街和年货大
集。嗞嗞作响的烧烤、香气四溢的小鸡炖蘑
菇、热气腾腾的杀猪菜还有冰屋里的火锅，无
一不让人流连忘返。年货大集上，50余种地
方农产品云集，小米、木耳、蜂蜜、鹿茸琳琅满
目，充分满足了大家采购年货的需求。

可以品尝美食的泡泡屋。
本报记者 赵宇清摄

七台河 小村办起冰雪节

本报1日讯（王翠 记者刘楠 李民峰）为
全力塑造黑龙江“冰雪之冠、童话龙江”的冰
雪旅游品牌，推动冰雪产业和冰上龙舟文化
发展，1日，“Together”体育大会（冰上龙舟·大
庆）2024中国冰上龙舟公开赛暨“龙腾百湖”大

庆迎新年第六届冰上龙舟邀请赛，在大庆万宝
湖激情开赛。

澳门自由龙龙舟队、台湾高雄青年龙舟队、吉
林北华大学龙舟队、佛山科技龙舟队、浙江温州市龙

舟队、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等18支队伍，踏冰迎新、一
较高下。

9 时 30 分左右，比赛正式开始。队员们奋勇争先、精
神饱满，场面非常热闹。

比赛设置了公开组 12 人龙舟 200 米直道竞速、500 米绕标
赛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大庆百湖体育、哈尔滨电机厂、东北石油

大学三支队伍夺得前三名。
龙舟待发。 刘为强摄

大庆
冰上龙舟迎新年

本报讯（刘守辉 王衍龙 记者马
一梅 李健）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中
国雪乡，红灯白雪辉映，游人往来如
织。1.6 万余名国内外游客欢聚雪
乡共同“跨年”。

与游客不远千万里到雪乡“跨
年”的热情双向奔赴的，是雪乡景区
为游客精心准备的节目，旨在让
游客充分感受雪乡景区浓郁
的“东北年文化”氛围。

雪乡景区围绕“年
味”主题，升级了夜间
体验项目，为游客准
备了小灯笼、花扇
子、荧光棒等小礼
物，在花车巡游过
程中向游客赠送寓
意财运及祝福的雪乡

“文创”小灯笼。几千
人共同挥舞的荧光棒让

“羽绒服”蹦迪现场更加激
情四射。腾空而起的烟花更
是将节日的氛围渲染到极致。

夜晚的雪韵大街上，还有一份
“热气腾腾”的热情，那就是景区免
费为游客提供的姜茶和豆浆，让大
家在冰天雪地的夜晚感受到来自雪
乡浓浓的温暖和祝福。

据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雪乡景区累计入园游客已近 60 万
人次。

上图：游客乐在其中。
下图：“羽绒服”蹦迪现场。

本报记者 李健摄

雪乡
国内外游客同跨年

（上接第一版）

培育诞生一批突破性新品种

种子好不好，产量是最好的证
明。近三年，垦丰种业培育了一批突
破性新品种。

2023 年 9 月 22 日，以农业农村
部指导专家组副组长、国家大豆产
业体系高产栽培岗位科学家张玉先
为组长，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
为组员的专家组，赴新疆农垦科学
院试验地，对高油高产大豆新品种

“龙垦 324”进行田间实地测产。高
油高产大豆新品种“龙垦 324”采用
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配套栽培
措施在新疆种植，亩产达到 467.2 公
斤，创造了我国大豆百亩攻关田高
产新纪录。

大豆新品种“龙垦 3092”以亩产
604.48 斤创造了我省第四积温带大
豆品种高产纪录，约是常规品种产量
的 1.6 倍；2022 年该品种以 545.6 斤/
亩的产量获全国大豆高产竞赛“金豆
王”第9名。

同样，中国种子协会“2023 年寻
找玉米高产品种活动”也传来喜讯，
在名山农场，测产专家经过严格的面
积测量、采穗、选穗、脱粒、称重、水分
测量等环节，测出百亩连片“龙垦
1807”玉米品种亩产 1984.26 斤，360
亩“ 德 美 亚 3 号 ”品 种 玉 米 亩 产
1662.76斤。

测产过程邀请见证的多位农户
现场表示：“明年我也要种这个品
种！”“经常有周边农民来问，咱们的
品种在哪儿能买到。”名山农场工作
人员说，北大荒研发的种子品种，不
仅在垦区内拥有良好的市场，还广泛
受到周边地区农民的欢迎。

“亩产达1200斤！”2023年，北大
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种植的水
稻“龙垦 2021”品种产量让种植户们
喜上眉梢。

2023 年宝泉岭分公司根据市场
需求，不断提升稻米品质，实施蟹稻
绿色种养模式，种植“龙垦 2021”优
质香型品种，采取地表水替代地下
水、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措施，确
保了优质稻米的品质。

据介绍，在省内高端优质米水稻
品种“龙垦 2021”已累计推广达 100
万亩，填补了我省第二积温带早熟、
长粒、优质品种的空白。

2023 年，垦丰种业在突破性品
种选育方面取得新成果，共审定农作
物新品种22个，即将推向市场。

水稻大豆种子年销售额全
国第一

种子好，重点是让更多的农户用
上、种上。那么，制种能力就显得尤
为重要。

近年来，北大荒不断加强种子繁

育生产能力的建设，在垦区内已经形
成多个“制种大县”和制种基地，让更
多农户用上北大荒的好种子。

“我现在制作的是 2023 年原粮
收购种子检验台账，和2022年相比，
纯度提高了 1.5%，芽率提高了 2.5%，
可以看出种子质量提高了。”连日来，
八五五农场粮贸公司的技术人员李
翠玲在紧张有序地对 300 批次大豆
原粮进行发芽数据比对，从源头上保
证“农业芯片”的稳定可靠，让种植户
用上优质种子。

为了能及时将与垦丰种业合作
代加工的种子发往客户手中，保障春
季大豆种子销售市场供种，八五五农
场粮贸公司引进全自动化设备。

“我们基地新增加了全自动机械
手臂，可24小时不间断加工作业，种
子加工能力也从以往的每天 120 吨
提升至 180 吨。”八五五农场粮贸公
司经理邵鹏说，“目前4000吨大豆良
种完成了清选工作，接下来我们将加
快种子精选工作，力争春节前完成种
子的包装工作，让优质种子产品走向
新市场。”

记者了解到，2023 年八五五农
场有限公司繁育大豆良种面积达
12.4 万亩，供种辐射面积达 400 万
亩，繁育了 20 余个高蛋白、高油的
高产优质的大豆品种。在夯实“种
植端”的同时发力“营销端”，通过
与北大荒垦丰种业、田友种业等几
家企业签订种子代繁、代加工合
同，打造大豆良种自繁、自培、自加
工、自销为一体的大豆振兴产业项
目。

八五五农场是北大荒制种能力
提升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北大荒积极推进赵光、尖山、八五
五、八五三农场 4 个大豆、水稻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获得制种大县资金总
计8000万元，通过制种大县建设，北
大荒集团制种基地基础设施进一步
得到提高。

根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发布的
数据，2022年，垦丰商品种销售总额
国内排名第三，垦丰种业主营的常
规稻、大豆种子均排名全国第一，玉
米种子也居全国前列。近三年，年
均 销 售 各 类 作 物 种 子 15 万 吨 以
上。垦丰种业的优良商品种子为全
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一粒种，万担粮。良种屡创佳绩
的背后，是北大荒集团重视良种繁育
推广的生动体现。

未来，北大荒集团将继续推进
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实现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突破种源“卡脖子”问题，并持续加
大优质种子推广使用力度，切实打
造全国种源研发新高地，为民族种
业振兴助力。

振兴种业，为农业航母装上“核动力”

□本报记者 刘楠 赵吉会

日前，我省发布第九届道德模范
获得者名单，大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
支队政委王洪星获得“敬业奉献”模
范称号。

在新冠肺炎疫情那场没有硝烟
的战“疫”中，王洪星立足岗位职责，
身先士卒，无私奉献，为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疫情期间，王洪星身兼多职，先
后担任大庆市公安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总联络
员，大庆市公安局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交通转运组副组长、人员核查二
组组长、紧急应对期间社会管控专
班副组长，治安部门维护医疗救治
秩序严打涉医违法犯罪专项工作办
公室主任。

疫情防控期间，公安部、省公安
厅及大庆市防疫指挥部每天都要推
送大量数据。2020 年初，王洪星连
续 30 余天吃住在单位，24 小时守着
电脑和手机，随时接收指令和数据信
息，第一时间流转技术部门研判分
析，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情况，高峰
期每天处理、分类各级推送信息
2000余条。

作为大庆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
部专家组成员，王洪星积极研判分析
形势，协调公安科信部门全面搭建科
技化闭环管控平台，研发了“入庆人
员核验APP”，结合信息化手段，集核
酸检测报告、龙江健康码、大数据行
程码、抵庆人员网上报备系统四项功
能，将入庆人员抵达信息推送给入庆
目的地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接收到入庆人员信息，实现
了一对一无缝闭环对接，牢牢守住入
庆核查第一道关口，受到省交通运输
部门的高度赞扬，并被其他地市广泛
借鉴。

2020年7月，王洪星被诊断出患

有颌下腺病变，发病时，张嘴说话都困
难，需要进食流食维持体内营养，但他
数次推迟手术时间，直到2021年6月
才进行了颌下腺摘除，术后第六天就
回到了工作岗位，投入到工作中。

大庆市（区）域入境通道封控
期间，为确保各公路卡点、检查站
全面做好车辆、人员查控工作，王
洪星主动带领支队相关业务大队
民警，每天督导检查公路卡点 40 余
处，认真查找发现问题，解决实际
困难，及时整改和完善工作措施。
他还结合市指挥部制定的防疫政
策，组织人员编制了《大庆市疫情
防控公路卡点执勤工作规范》，编
制并印发了《疫情防控人员查控操
作手册》，使疫情防控人员查控工
作流程化、规范化。

大庆市公安局牵头转运境外返
庆、入庆人员任务后，王洪星又主动
请缨，带领治安支队突击队，安全圆
满完成了人员转接任务。

2022 年，国内和省内出现了多
点多发疫情，货运车辆司乘人员疫
情传播风险加剧。王洪星牵头组织
各县区组建货运车辆管控专班，强
化对货运车辆和司乘人员查验管
控。会同交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
门制定“入庆货运车辆闭环管控十
项举措”，发布《大庆市关于进一步
加强疫情期间货运车辆及司乘人员
管理工作的通告》。组织公安科信
部门争分夺秒研发了“货运车辆管
控平台”，将入庆车辆和司乘人员信
息提前报备，有效缓解公路卡口交
通压力的同时，实现了全流程信息
化操作、全流程闭环管控。

如今，面对日常工作，王洪星仍
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以更高的标准，
更强的干劲忘我工作，为做好社会面
治安管理、打击违法犯罪、场所管理
工作忙碌着，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神圣使命。

忘我“战疫者”

德礼满龙江德礼满龙江 道德模范在身边道德模范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