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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黑龙江佳木斯边境管理支队
黑瞎子岛边境派出所教导员，一个用20
年时间书写忠诚和奉献的边防人。

2004年大学毕业后，徐旭就来到祖
国最东端的抚远市乌苏镇边防派出所戍
边，守护着祖国最东端这片土地。从青
春年少到中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
了这片土地。

从哈尔滨到抚远，从 1 人戍边到全
家7人来到边疆，徐旭将祖国东极当成
了家。

20 年的戍边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这些年来，他见证了黑瞎子岛的变迁，也
亲历了边防工作的艰难与险阻。

徐旭无数次巡逻在中国陆地最东
端的“0 号碑”，见过每一天的第一缕阳

光照进中华大地。他住过帐篷，住过简
陋的临时板房和固定式趸船。无论是
处理岛上发生的治安案件，还是面对乌
苏里江上的巨浪和黑瞎子岛上凶猛的
野生动物，他始终坚守岗位，毫不退
缩。四季更替，历经严寒酷暑与风吹雨
打，始终用汗水和热血牢牢守护着祖国
东方。

徐旭是千千万万戍边人的缩影。对
他们来说，保卫祖国的边疆是使命和责
任，更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们
默默无闻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用汗水
和泪水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和平。

2024年的第一天，徐旭行走在白雪
茫茫的边境线上，在东极，又迎来了照亮
祖国的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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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费
利克斯·齐塞克迪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
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传
统友好不断深化。我愿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彼此政治互
信，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刚合作实现新
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齐塞克迪当选连任刚果（金）总统

□本报记者 吴玉玺

随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祖国东
极抚远上，被冰雪覆盖的江河、森林、田地
感受着阳光，细数春日的到来，只待冰雪
消融伸展埋藏一冬的身姿。自2017年起，
有一群人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在江水边、林
子里、田地旁守护着它们。这些人被称作
河湖长、林长和田长。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动河湖长制、林
长制、田长制走深走实，龙江的每一条河
流、每一片林子、每一块土地实现了专人
管护。如今，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
美丽生态图景正在龙江大地呈现。

守护好龙江的绿水青山

王淑坤，是松花江佳木斯向阳区万力
社区段的河长。不论寒冬，还是夏日，她
都会按时出现在江边，开展巡护工作。捡
拾垃圾、维护环境、制止破坏，这些看似枯
燥的工作，让王淑坤深刻体会到河长的意
义：“松花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守护好江水

不被污染破坏，就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
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王正堂，是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
穆棱林场的林长。“我们林场共有 8.7 万
亩林地，红松、落叶松、樟子松、云杉、桦
树、水曲柳……”介绍起林子里树木，他
如数家珍。“3 月份抓防火，4 月份植树造
林，6 月份清林抚育……”一年来，他带领
林场职工们如照顾孩子一般，呵护林木
茁壮成长。

吴艳秋，是哈尔滨市乐业镇苇子村的
村级田长，虽然现在是冬闲期，她依然会
每天顶着寒风去田间地头走一走，认真查
看村里耕地的情况。“开春就要种地了，现
在把耕地保护好，就能保证新的一年大家
伙种出丰收粮！”

王淑坤、王正堂、吴艳秋，是我省成千
上万名河湖长、林长、田长的一个个缩
影。他们是宝贵生态资源的守护者，也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第
一践行者。2023年，我省充分发挥河湖长
制、林长制、田长制制度优势，在各级河湖

长、林长和田长的共同努力下，生态资源
得到了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改
善——

国控断面优良水体达到 82%，松花江
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优等级；林地面积达到
2162 万公顷，位居全国第四，森林蓄积量
达到21.58亿立方米，位居全国第二，拥有
12 处国际重要湿地，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黑土耕地面积达到1.56亿亩，全年粮食总
产量达到1557.64亿斤，实现“二十连丰”。

协同联动创新建立保护制度

在佳木斯建三江管委会下辖的 12 个
农场里，河湖长、林长和田长有了新的身
份转变——“三长”。佳木斯建三江管委
会通过协同联动机制，整合现有人力资
源，创新成立了“三长制”，并且结合“三
长”工作职能制定印发《建三江管委会“三

长制”履职手册》。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大兴农场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学军介绍，“作为‘三长’，我
们定期开展巡林巡河巡田的‘一巡三查’
工作，主要巡视检查毁林毁草毁湿、河湖

‘清四乱’、黑土地保护情况，及时解决各
类生态环境问题。”

双鸭山市饶河县也围绕着河湖长制、
林长制和田长制，整合农、林、水、湿地等
部门工作职责，探索建立了“多长合一”的
生态总长制度。

饶河县生态总长制办公室负责人魏
屹表示：“生态总长制度一改往日多部门

‘单打独斗’的局面，落实各级生态总长
121 名，整合组建 400 多名的生态总长网
格员队伍，有效构建起了河湖林田的大网
格管护体系。”

（下转第四版）

“三长制”一体推进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赵吉会

远远望去，一片深蓝色的海洋映入眼帘。近看，
一排排光伏板在皑皑白雪映射下，呈现出另一番自
然生态美景。

光与影之间，希望与发展的线条清晰且长远。
2023 岁末，黑龙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区 2× 6 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运行，开启了七台河矿业
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也为该市关闭退出
矿井开辟了谋变、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思路变，天地宽。近年来，龙煤集团坚持绿色低
碳发展，加快谋划布局新能源产业，推进龙江东部

“风光火储氢网一体化”基地建设，蹚出一条资源节
约、循环发展、环境友好、低碳高效发展新路子，先后
建成鸡西矿区20.3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和双鸭山龙双
2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鸡西矿区10.16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和鹤岗矿区 6.28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目前已
经完成项目EPC总承包招标和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即将进入开工建设阶段。

深冬的矿区，寒意凛冽。走进七台河矿业公司
桃山、东风矿区光伏发电项目现场，昔日两处废弃的
矸石山场地，如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据介绍，
七台河矿业公司光伏发电项目是利用该公司原桃山
矿、东风矿退出产能后两处废弃矸石山作为场地，占
地36公顷，建设装机容量12兆瓦，桃山、东风区域各
6 兆瓦；项目由黑龙江龙煤能源投资集团和龙煤七
台河矿业公司共同投资开发，投资6547.2万元，采取
自发自用模式，产生的电能并网公司自用。

2020 年，七台河矿业公司谋划桃山、东风荒废
矿区光伏发电项目，2023 年初项目全速推进，去年
10月，该公司光伏发电场地打下了第一批柱桩。历
经 80 余天的建设，2023 年 12 月 30 日顺利实现并网
发电。

“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运行将有效提高企业
经营质效，对利用闲置土地、推动绿色矿山建设有着
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在七台河矿业公司光伏发电
项目并网运行仪式上，相关业内人士说。

在龙煤集团鸡西矿区杏花东采排矸场光伏发电
站，曾经的矸石山早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是一块
块光伏板组成的深蓝色海洋；在鸡西矿业公司城山
矿正阳一井，放眼望去，昔日黑乎乎的矸石山，如今
已呈现另一番风景。据介绍，夏日里，13 万株紫花
苜蓿在这里迎风摇曳，美不胜收。“矸石本身缺少土
壤肥力、保水性差，不适宜植物生长，通过栽种紫花
苜蓿这种改良过的优良牧草，既不会遮挡光伏板正
常发电，又能够牢牢抓住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还能净
化大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和矸石风化的细微颗粒。”
美丽环境和可观效益和谐统一的背后，离不开管理
者的巧思妙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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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静）记者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日前，甘南县50万
亩水稻等7个总计248万亩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获批，其
中桦南林业局紫苏基地填补了全国
空白。截至 2023 年底，我省全国绿
色 食 品 原 料 标 准 化 生 产 基 地 达
7093.5万亩，稳居全国首位。

近几年，我省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供给为方向，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为目标，探索建立全程质量控制
模式，稳步推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主要是做好

“四个一”。
建立一套制度。以农业农村厅

规范性文件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绿色食品质量管理的意见》，推行

“十项”最严格监管制度，提升绿色
食品基地管理水平。制定了《全省
绿色食品基地管理提升工作实施方
案》等文件16份，完善了配套管理制
度，为基地工作提供了依据。

带出一支队伍。实行基地管理

员注册制，完成三批共912名基地管
理员注册工作，覆盖所有基地单元；
重点村配备基地协管员，组建一支
基地管理人员队伍，做到块块有人
管、事事有人抓。

备案一批主体。推行绿色食品
原料生产经营主体备案制，以备案
主体为重点，抓好基地核心区建设、
投入品管控、利益联结机制等关键
环节，总结经验，示范推广。目前，
我省共备案 4 批、894 家生产经营主
体，平均每家基地 7 家生产经营主
体。

树立一批典型。组织开展全国
绿色食品（优质农产品）高质高效试
点创建工作，海伦市等6个县获批全
国绿色食品（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
高效试点、佳木斯市获批全国绿色
食品发展重点市。结合基地年检工
作，对所有基地进行综合评定，对成
绩突出的基地和人员进行通报表
彰，在政策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
截至目前，共表彰基地31个、管理员
280人。

我省新增 7 个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总面积突破7000万亩，稳居全国首位

□熊言豪 陈益宸 邱小平
本报记者 石琪

天空泛起鱼肚白，微光向大地漫开，
朝霞顺着山巅倾泻而下，染红了黑瞎子
岛。-30℃的严寒里，佳木斯边境管理支
队黑瞎子岛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徐旭，裹紧
了棉大衣，和同事们行走在边境线上。和
往常一样，他们在巡逻中迎来了照进祖国
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日子，徐旭重复了
20年。

一座岛的守候

“走，去打卡地。”巡逻完抚远水道，徐
旭对同行的战友说。

徐旭说的打卡地，就是 259 号界碑，
旁边有个纪念碑，上书“中国陆地最东点”
几个大字。

来到最东点，徐旭和战友们向界碑庄
严地敬了个礼，徐旭和于瀚森围着界碑转
了一圈，见到上边有落雪，他们小心地用
抹布轻轻擦去，“界碑必须保持干净，才能
体现庄严。”徐旭说。

早在2008年，黑瞎子岛回归后，徐旭

就和黑瞎子岛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黑
瞎子岛的治安案件和边境管理方面的问
题，由乌苏镇边境派出所管辖。而徐旭，
就是处理这些事件的人。

“2023 年，共有 2.3 万辆车进出黑瞎
子岛，14万游客登岛旅游，我们的工作压
力挺大。”徐旭说，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
登岛12年，巡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救助
群众120余人次，打造了一个12年无恶性
案件的平安岛。

一条江的深情

“那个大大的‘东’字往南 500 米，就
是通江口网滩，我在那里守了 12 个年
头。”在抚远水道巡逻间隙，徐旭指着不远
处乌苏里江的方向说。

在黑瞎子岛回归之前，抚远市乌苏镇
是我国陆地最东端的镇，而乌苏里江畔的
通江口滩地，是祖国最东端的点。

2004 年，徐旭被分配到佳木斯边境
管理支队乌苏镇边境派出所工作，担负通
江口滩地上下30公里边境线的边境管理
任务。

（下转第四版）

20年，守护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文/摄 本报记者 张澍

近日，在“尔滨”的带动下，周边地区旅
游火爆起来，从哈尔滨坐高铁只需一个多
小时的横道河子镇成为旅游“打卡”地。各
地“小金豆”们，专程抽出一天时间，早晨7
点多从哈尔滨坐高铁到这里，游览东北虎
林园、俄罗斯风情街、老铁路道口、老火车
站等景点，吃过锅包肉、筋饼后，再乘坐下
午三四点钟的高铁返回哈尔滨。

据高铁车站横道河子东站工作人员
介绍，从去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该站接送
的旅客数量大增。最多的一天，到站旅客
达到 2200 人，发送旅客 1600 人。元旦假
期之后，该站日均接送旅客的数量，也在
千人左右。

哈尔滨人李胜，在横道河子镇开民宿
多年，对于小镇的火爆有着切身的体验。

“去年 12 月底，我从哈市回横道河子，下
车的时候，一下被人流裹在其中，满车站
都是人。我当时有些懵，以为自己下错了
车站。”

在小红书等 APP 上，关于横道河
子镇的攻略与体验连篇累牍，透过
一段段视频与一张张图片，小镇的
美，溢出屏幕，在网民中传播开
来。作为被火车拉来的俄罗斯
风情小镇，横道河子充满年代
感与烟火气，它昔日的荣光没
有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反而
被白雪映衬得愈加鲜明而立
体。 （下转第三版）

“打卡”横道河子：这里的雪，就像落在梦中

大雪覆盖下的横道河子镇大雪覆盖下的横道河子镇。。

旅拍业在横道河子镇发展迅速旅拍业在横道河子镇发展迅速。。

停产十年油脂厂 焕发生机再启航

二十年来林区转变为景区，青山转化为金山

雪乡，与自然和谐共生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1月17日电 1月17日22时27分，搭载天
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点火发射。约 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
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七号货运飞船
将与在轨运行的中国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七号货
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
置等物资，并为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送去龙年春节的“年货”。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