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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镭

近日在“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举
行的 2023~2024 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
不但让更多人感受到这座培养 4位冬奥
冠军、获得 7 枚冬奥金牌的小城浓厚的
短道速滑体育文化积淀，更让人看到了
这里不断加强的场馆硬件条件、雄厚的
后备人才基础。现在场馆条件不但能
满足本地运动员需要、还吸引全国各地
运动队来此训练；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主
动来七台河学短道速滑、在训运动员超
过 600 人……作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短道速滑七台
河体育训练基地”，七台河短道速滑的未
来让人充满期待。

从“野冰场”到“三块冰一个中心”
训练硬件条件优质提升

日前，中国首位冬奥金牌获得者杨
扬回到七台河时，来到万宝公园荷花池
的露天冰场上，与孩子们一起滑冰、做游
戏。而像这样的室外冰场，很多人称之
为“野冰场”，对杨扬来说，来“野冰场”可
谓是重温童年的记忆。

“孟庆余刚开始教滑冰时，就是在这
种河面上、水泡子上的‘野冰场’。”七台
河短道速滑奠基人孟庆余教练的妻子韩
平云说，那时在寒冷的冬天里，孟庆余每
天凌晨2时就要起床，拖着自制的简易浇
冰车，浇筑训练场地。室外冰场无遮无
拦，孟庆余和队员们皮肤经常被冻裂。
后来张杰等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了好成
绩，队伍获得了到哈尔滨驻训的机会。
但因为资金有限，条件仍然艰苦。

随着七台河短道速滑培养出杨扬、

王濛、范可新等冬奥冠军、世界冠军，近
年来，七台河也兴建起自己的室内冰
场。本次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期间，武
大靖等运动员都感叹，比赛场馆的冰场
质量非常不错。

近几年还有不少外省市队伍选择来
到七台河训练。七台河市副市长王婷介
绍：“为了能把七台河打造成全国各地队
伍转训、轮训的基地，成为国家体育人才
培养、教练员培养的基地，我们将继续打
造硬件条件。很快我们将启动建设七台
河市冰上训练中心，这个中心建成后七
台河将拥有以‘三块冰、一个训练中心’
为核心的短道速滑训练基地，将进一步
有助于七台河承接国家大型赛事和培训
任务。”

看到如今这些变化，韩平云感慨，现
在的训练条件真是太好了。

从“求人学”到“全国孩子主动来学”
后备人才基础坚实雄厚

在本次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开幕式
上播放的一段录音，让七台河人心生骄
傲——录音中，多位来自北京、内蒙古乌
海等地，目前在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的
小运动员纷纷表示，来到七台河，就是想
成为世界冠军。11岁的李楠是他们中的
一员，他来自双鸭山市宝清县五九七农
场。因为喜欢滑轮滑，李楠爸爸想方设
法联系到七台河的教练，把他送到了七
台河训练。

“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韩平云回
忆说，当年孟庆余可是跑遍了当地所有
学校的运动会，看好哪个孩子，就带上礼
物到孩子家里劝家长让孩子学滑冰。

“目前七台河短道速滑在训运动队

伍 22 支共有 622 名中小学生，小一些的
孩子 5岁到 6岁，最大的 16岁，输送到省
级以上运动队的运动员还没有算在其
中；同时我们还打造了 16 所冰上特色学
校。我们现在能够做到七台河市域内
以及城乡中小学‘校校有冰场、人人会
滑冰’。”王婷说。

除了以运动成绩吸引孩子，七台河
市目前雄厚的后备人才基础，更多还是
来自全新的体教融合人才选拔体系，特
色校-基础班-重点班的金字塔式人才
培养体系，保证了各学校能够源源不断
地向专业队输送有潜力的孩子。“我们的
人才培养模式被国家体育总局推为全国
学习的‘七台河模式’，我们还要进一步
在中小学和与我们联系比较密切的城市
推广这种模式。”王婷表示。

从孟庆余到“孟庆余们”
精神底色仍是“冠军城”成功内核
“当年七台河的运动员在全国拿了

好成绩，其他队伍都不服，都说‘你们那
么小的地方，连像样的场地都没有，凭什
么’？”韩平云说。

七台河这样一座目前户籍人口只有
74 万多人的小城，能够培养出 4 位冬奥
冠军、夺得 7枚冬奥金牌，以城市体量和
经济实力来说，确实是个奇迹。

但没有任何奇迹是凭空而来的。在
七台河，很多当年孟庆余的朋友都喜欢
提起他的绰号“牤子”，孟庆余身上最可
贵的就是那种为了实现梦想可以全身心
投入、不计个人得失的“牤”劲儿。

在孟庆余 2006 年下乡选才途中遭
遇车祸、因公殉职之后的这十几年，韩
平云还是习惯时不时去队里看看“当

年的孩子们”。她的感受是，训练条
件、人才基础都在改善，训练方法也日
益科学化。

孟庆余的弟子们如赵小兵等人，后
来很多也都当了教练，为七台河的短道
速滑事业继续奉献。有些人虽然退休，
仍传承着孟庆余留下的精神底色。

张杰是七台河第一位世界级冠军，
她的丈夫董延海是杨扬的启蒙教练。
曾经在国外和南方大城市工作的夫妻
俩，在得到七台河市回乡执教的邀请
后，毅然放弃此前优厚的条件回到七台
河。回乡后，张杰组建并执教七台河市
特殊教育学校“特奥速滑队”，带领孩子
们在世界冬季特奥会、夏季特奥会上共
夺得 7 枚金牌。张杰告诉记者，国外给
出的待遇非常优厚，但她作为教练还是
更想为国家培养更多冠军。目前，张杰
担任七台河职业学院张杰冰上运动学
院院长。

与张杰、董延海、赵小兵这些大师
哥、大师姐相比，80后张利增无疑是不折
不扣的“小师弟”。运动员时代曾跟随孟
庆余5年的他，退役后也在七台河开始了
自己的教练生涯。由于工作出色，他还
入选了北京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中
方教练组。目前他回到七台河工作，把
国家队的先进理念、训练方法带回七台
河。很快，他还将作为教练随国家队参
加韩国江原道青冬奥会。值得一提的
是，青冬奥会运动员候选名单中，有两人
来自七台河。

如今的七台河短道速滑，无论人才
基础还是训练条件，都具备继续创造辉
煌的条件。而七台河短道速滑的精神底
色，更是他们未来奔向成功的内核。

本报2日讯（记者刘欣）2日，
由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主办、省
旅投集团权属企业黑龙江省中国
青年旅行社和日喀则极之旅国际
旅行社共同承办的“龙藏号”旅游
包机活动圆满结束。来自西藏的
游客们怀揣着不舍与希望，在哈
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踏上返程客
机。

活动期间，远道而来的西藏游
客们在亚布力滑雪场洁白的雪道
上驰骋畅滑，近距离感受滑雪运动
的魅力；在冰天雪地中放烟花、玩
仙女棒、包饺子、打雪仗；在亚雪盘
山公路上，沿途欣赏北国“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的壮丽风光；在中国
雪乡万人“羽绒服”蹦迪现场，得到
在场游客的尖叫欢迎；在哈尔滨打
卡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中央大
街、东北虎林园等精华景区；在省
中青旅举办的跨年晚宴上，跳起了
传统的藏族舞蹈，结下了“龙藏一
家亲”的深厚情谊。

为做好“龙藏号”旅游包机的
服务保障工作，在省第八批援藏
工作队的指导下，省中青旅抽调
优秀业务人员组成接待保障团
队，对旅游团的整体行程、餐饮、
住宿、乘车等进行周密细致的计
划安排。“7天6夜的行程里，我们
优选‘哈亚雪’旅游线路上最具龙
江冰雪特色的精华景区、网红打
卡地、酒店、餐厅。游客们对此次
龙江之行非常满意，在机场还为
工作人员献上了洁白的哈达。”省
中青旅商务部经理刘畅说。

据悉，接下来，省第八批援藏
工作队、省中青旅还将推动开通
更多的“龙藏号”旅游包机，进一
步创新旅游业的新产业、新业态，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助力龙
藏两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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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一诺）在2023年
的最后一天，哈工程近千名师生用
时五小时，在该校军工操场上打造
中国造船业的“三颗明珠”，与哈工
程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福建号航
空母舰、“爱达·魔都号”邮轮、“大鹏
号”运输船“编队”亮相，以此方式迎

接崭新的2024年。
“前期设计工作历时2个多月，

都是学校学生亲手设计、画图、利用
导航技术定点完成的。”本次活动设
计负责人机电工程学院教师王茜说。

据悉，铸造“三颗明珠”雪舰活动
是哈工程2023年冰雪嘉年华系列活

动之一。活动期间，全校将开展跨年
集世、跨年狂欢晚会、冰雪跨年体育
竞赛、冬奥冠军进校园等近30个冰
雪活动。

哈工程师生以雪为卷打造中
国造船业“三颗明珠”。

图片由哈工程提供

哈工程打造雪雕版国之重器

□本报记者 董云平

“……永远不要忘记 17 个热血
男儿那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身影；
那携手向前、生死与共的默契；那兄
弟情深、来世再见的哭喊！更不要忘
记那片深海，因为那是英雄忠魂化作
的碧波……”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全
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决赛上，东北烈士
纪念馆讲解员孟娇以《忠魂化碧波》
为题，深情讲述了“中船重工第七六
〇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的英雄
事迹。

饱满的精神状态、专业的宣讲
技能、动情感人的表达，让她在比赛
中赢得了好评，获得第四届全国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专业组优秀讲解
员荣誉。

“讲好红色故事，接续奋斗力量，
我将再接再厉。”近日孟娇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孟娇，今年34岁，讲解生涯已历
经11个春夏秋冬。

回想自己讲解生涯，收获的一项
项国家级、省级荣誉，她自豪而兴奋：
2015 年，获黑龙江省讲解岗位技能
比赛一等奖；2018年，获黑龙江省博
物馆纪念馆讲解大赛一等奖；2019
年，获黑龙江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十佳讲解员；2020年，获第二届全国
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优秀讲解员；
2021年，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二等奖；
2022年，获黑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讲导师专家库”宣讲导师称号；
2023 年，获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
员荣誉称号；2023年，获黑龙江省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金牌讲解员；2023
年，获第四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专业组优秀讲解员……

“人们常说，做一行爱一行，我也
是如此。做了十余年的讲解员工作，
我没有丝毫的倦怠，喜爱之情一如初
始；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对红色文
化、红色历史的日益积累，对烈士事

迹和英雄们的故事有了更多了解，对
红色讲解员这个身份我更加自豪，更
加珍视。”孟娇说。

孟娇幼时喜欢京剧，高中和大
学都学习京剧表演。但 2012 年一
个偶然的契机，她参加了东北烈士
纪念馆的讲解员招聘，从百余位报
名者中脱颖而出，从此便走上讲解
员之路。

孟娇说：“时至今日，我依然甚至
更加喜欢这份职业。每当面向观众
讲解，每当走上讲解大赛舞台，每当
跟着东北烈士纪念馆流动小分队走
入基层，我都满怀激动，充满激情。
同事们经常说我，‘一站在观众面前，
立刻神采飞扬，就像变了一个人’，我
想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吧。”

回忆起第四届全国红色故事讲
解员大赛，孟娇代表黑龙江从全国众
多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佳绩，她说，
这和十余年的沉淀积累是分不开
的。大赛决赛，她抽选的讲解内容是

“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抗灾抢险
英雄群体”。

看起来文静的孟娇，一站在讲
解舞台上便充满激情。她说，这和
自己骨子里对红色历史、对英雄人
物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有关。

在几年的京剧表演学习中，对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英雄故事
的演绎，引发了她对红色历史、红色
故事的兴趣，并逐渐心生感动和敬佩
之情。这种情怀，很自然地就渗透到
了她的讲解中，为她的讲解增添了一
份独特的神韵。

从中共黑龙江历史纪念馆，到
东北抗联博物馆，再到东北烈士纪
念馆，到临时展览，到流动小分队展
览……讲解内容日益丰富，讲解领
域日益拓宽，孟娇对红色历史的了
解也日益加深，对英雄人物更添崇
敬之情。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重现。努
力讲好红色故事，描绘时代精神，我
会一直在路上。”孟娇说。

用赤诚之心讲好红色故事

六万平方米公益冰场
1月1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体育公园内，公益冰场

的建设正在加紧进行。
现场，两台造雪机在进行人工造雪，多台铲车、钩机

在作业，工人们有的在连接照明灯的电缆，有的在浇冰
场，有的在制作雪雕。

据了解，这处公益冰场占地6万平方米，分为冰球区、
速滑区、冰尜区等多个区域，场内还建有雪滑梯、雪雕等。

江畔创意雪雕园
1月2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江畔斯大林公园内，

创意雪雕园的多座大型雪雕正在加紧雕制之中。
这些雪雕五六米高，依托公园内自然景观堆雪

制作，实现树木与冰雪的有机结合。
其中有的雪雕以索菲亚教堂为原型，有的雪雕以

巨龙腾飞为主题，构思新颖，造型独特。
本报记者苏强摄

哈尔滨赏冰玩雪又添新去处添新去处

对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
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诬告陷害行为“零容忍”，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责、绝不姑息。支持鼓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积极提供诬告陷害问题线索。

（上接第一版）日前，肇东成功举办
中国（肇东）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首届招商引资大会，与河北陆港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轩辕集团、中食世
纪集团有限公司、佳沃集团有限公
司、国药集团动物保健股份有限公
司、旭日华光春意（北京）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俄罗斯供应链平台集团
等企业签订合作项目 29 个，签约金
额 157.8 亿元，涵盖农产品精深加
工、生物医药、文旅、现代物流、新能
源等多个领域。

助企服务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黑龙江大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预制菜的生产和销售为一
体的公司，2022 年 10 月投资 3 亿元
落户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企业
负责人邱飞说，“一期中央厨房项目
于 2023年 1月开工建设，9月建成投
产，肇东给予精准的对接和支持，确
保了公司的顺利投产，目前已具备单

日生产 3 万份盒饭、净菜 3 万斤的加
工能力。2025年1月，公司将进行二
期项目建设，农产品供应链产品将进
一步丰富，涵盖豆腐、豆芽、豆腐干、
豆腐丸子等豆制品的生产加工。”

在深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
发展政策、经济发展规律，准确把握
政策走向、资本流向、企业投资意向，
切实提高招商的成功率的前提下，肇
东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争
做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坚定支持
者、有力推动者、积极参与者，做到抓
招商一条心、抓项目一股劲。

“应包尽包”“把脉问诊”，畅通企
业审批“快速通道”和解决问题“绿色
通道”，完善“政商沙龙”“政商直通
车”等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扩大信
贷投放规模，创新金融产品，拓宽融
资渠道，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肇东市一系列措施的
实施，让企业感受到了“温暖”“真
诚”，助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肇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冬日无闲

本报讯（记者吴利红）记者从近
日召开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上获悉，2024 年将健全完善住
房保障体系和市场体系。坚持“房住
不炒”定位，积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
模式，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
行，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优
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有效防范化
解房地产领域风险，努力让龙江百姓

“人人有房住、房子有人住、人人住好
房”。

据介绍，去年全省住建系统主题
教育扎实开展，城镇老旧小区居住环
境差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保交楼
工作稳步推进，年度交付任务超额完
成。灾后重建加快推进，灾损房屋全
部竣工。城镇旧改、棚改、农村危改

全部完成任务目标。供水、燃气、供
热老旧管网改造全部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档
升级，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持续巩固，
中俄寒地建设工程科学技术研究中
心正式揭牌。持续排查整治建筑施
工、城镇燃气、城乡房屋等城市安全
隐患，安全发展防线更加牢固。

今年住建工作将重点抓好健全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
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稳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加力推动城乡绿色低
碳发展、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筑
牢住建领域本质安全屏障、加快城乡
建设管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以法治
建设提升城市服务管理能力等八方
面工作。

去年全省灾损房屋重建全部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