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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楠

擦桌子，摆椅子……离下午正式开
诊还有几分钟，一位白须长者正在大庆
市眼科医院二楼外籍专家诊室内和年轻
的同事们一起“打扫卫生”。

“‘别大爷’就这样，没有架子，特别平
易近人。”医院国际专家组负责人季雪梅
口中的“别大爷”，全名卡培拉别科夫·萨
夫留别克·萨达维奇，来自哈萨克斯坦。

“别大爷”是身边人对他的昵称。还
有一个尊称——“别克专家”。

医心仁术

在大庆眼科医院，64 岁的“别大爷”
就是“扫地僧”般的存在。

1998 年，大庆眼科医院创建伊始，别
克受邀加入。

他率先带来了角膜放切术、视网膜
血管接通术和后巩膜加固手术三种技
术，填补了大庆市眼科界的空白；为医院
引荐了两位外籍著名眼科专家——波波
娃·莉莉娅·安娜托里耶夫娜和杜申·尼
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教授；培养出了数十
位优秀中青年医生，在国家级专业刊物
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经他本人诊治的眼
疾患者更是超过 20万人……

别克初到中国，就有许多患者慕名
而来，为了治疗更多的患者，他经常一天
工作十多个小时，最多时一天的手术量
竟达 50台。

作为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的研究
生，别克的医术十分精湛：

一位就诊者常规体检，别克注意到
他眼底异常，提醒其进行脑部检查，果然
发现脑瘤，得以及时摘除；

高龄孕妇怕用药对胎儿有影响，别

克就细致讲解使用少量激素的安全性与
必要性。治疗取得满意效果，孕妇产下
了一名健康的宝宝……

作为长期工作在中国的一名国际友
人，别克的医德有口皆碑：

遇到经济上特别困难的患者，别克
会跟医院申请减免一部分检查费用，不
能减免的甚至自己拿钱补贴；

他不止一次自己出钱为困难患者购
药，为农村患者买回家的火车票，为中午
候诊的老年患者购买盒饭；

他走遍了大庆市的五区四县和黑龙
江西部的绥化、齐齐哈尔等地区的 20 多
个乡镇卫生院，义诊患者 4万多人……

“下乡义诊来回车程经常要三四个
小时，别克专家就和同事一起与很多仪
器挤在一辆面包车里，下车后还要和大
家一块搬运几十公斤重的仪器设备。”提
起这些，大庆眼科医院副院长原浩晏十
分敬佩。

在中国工作很忙，别克仍然会一直
坚持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20 多年来，
他几乎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回到国外的医
疗机构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与理念。近些
年，随着中国眼科医疗水平的飞速进步，
他也经常在中国国内参加高水平学术交
流活动。

除了哈萨克语，别克还熟练掌握俄
语、法语，现在他的日常汉语也十分流利：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能用汉语和患者自
由交流、诊病，用汉语为患者写病历。”

友谊是一座桥

38 岁，别克来到大庆。26 年来，他像
一座桥，连接了中哈友谊；更像一盏灯，
为中国患者带来了光明。

2022 年 9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推动中哈
关系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的署
名文章，文中提到别克 24 年如一日在中
国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接诊近 20 万名
中国眼疾患者的故事。别克得知后激
动不已：“没想到习近平主席知道我！”
他立刻把新闻转发给在哈萨克斯坦的
家人。哥哥立即跑出门，把附近所有报
纸都买回家。亲朋好友在视频里向卡
培拉别科夫竖起大拇指，“中国的医疗
事业发展迅速，你能参与其中，我们都
为你感到骄傲！”

2024 年新年伊始，又一个大惊喜摆
到别克面前。他荣获了中国政府为表彰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
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在此之前，由别克引荐到中国的莉
莉娅和杜申两位顶尖医疗专家，已经获
得了友谊奖。这一次自己获奖，他仍然
没有只算在自己头上：“得到这个奖我特
别激动。这个奖属于我的全体同事。我
们医院有三位专家获得中国友谊奖，这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女婿中国通

别克第一次来到中国是 1993 年，至
今 30年的中国工作经历已经把“别大爷”
变成了“中国通”。

与身边别的专家稍有不同，“别大
爷”还是一位中国女婿。

2011 年，经人介绍别克与中国妻子

董明霞结婚，家安在了抚顺，漂亮的女儿
已经 10 岁。婚后，每当休假回哈萨克斯
坦，夫妻俩都要把中国的茶叶、丝绸还有
美食带给在哈萨克斯坦的亲朋好友。

除了休假探亲，一年中“别大爷”最
少 10 个月在中国。身在异国他乡，别克
从未感到孤独。休息时，他会骑着自行
车逛遍大庆市的大街小巷，铁人纪念馆
也去看过好几次；他爱中国菜，经常与朋
友外出聚餐，餐厅里总有“陌生人”上来
感谢他治好了自己的眼病；同事朋友给
他在中国过 60 大寿，他也经常参加大家
结婚、搬家等喜宴，还不忘记随上一份礼
金……

“中国通”也有出糗的时候。一次，
给一位小患者做完诊断后，家长出于对
他的尊敬与信任说：“以后我就把孩子交
给你了。”别克“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
行，我不能要孩子。”

勤恳、真诚、善良、幽默、自律，是中
国同事和朋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

从年轻时起，别克就喜欢运动。如
今 64 岁的他每天要在健身房锻炼一个半
小时，抓起运动器械，他又变回了生龙活
虎的青年人。“我来的时候头发是黑的，
现在胡子都白了。但只要身体允许，我
就愿意在中国继续工作下去。”

这话他已经不止说过一次。
2017 年，在北京举行的“汉语桥”全

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上，别克作为年龄最
大的选手作自我介绍：“我叫萨夫留别
克，来自哈萨克斯坦。我在中国 20多年，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爱中国！”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爱中国！”
记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哈萨克斯坦籍眼科专家萨夫留别克

本报讯（安晓峰 记者刘大泳）近
日，佳木斯“龙年游龙江·东极迎朝
阳”2024年春节系列文旅活动之“佳
博奇妙夜·我在万达过龙年”系列主
题文化活动正式启幕。

本次活动由佳木斯市委宣传部
指导，市文旅局、市文联主办，旨在展
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三江特
色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春节期间的文
化生活，为广大市民奉上融合传统与
现代、充满年味的文博盛宴。

2024 年，全市文博系统将进一

步加强历史文化研究，推进文物保护
利用，创新展览展陈方式，提升文博
场馆服务能力，守护好三江历史文
脉，传承与展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

活动启幕日至本月底，市博物馆
将举办“春节送福”书画名家赠春联，
非遗剪纸、鱼皮画、刺绣体验，“声动
三江”朗诵会、旗袍秀、元宵猜灯谜、
文物拼图、文物鉴赏、文博研学等 20
余项活动，为市民送上一场丰盛的春
节文化盛宴。

佳木斯市春节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启幕

日前，绥棱林业局有限
公司鼎盛园广场内流光溢
彩、光影浮动，首届“迎新春、
庆元宵”灯会盛大启幕，由公
司各基层单位精心制作的彩
灯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观
赏，大家穿梭在灯火辉煌的
夜色中，共同感受着新春的
温馨和热闹。

本报记者 李健摄

□吴易霞 杨春燕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冬日里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
分公司，银装素裹，雪景如画。从冰
雪活动，到雪塑景观，冰与雪、光与
夜、赏与娱，这座神秘又浪漫的边陲
小城如一夜春风，端上“雪”饭碗，做
热“冷”经济。

冰雪旅游开新局

如何深入挖掘冰雪资源优势，让
“冷资源”变身“热产业”，赋能冰雪旅
游新格局？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分
公司领导班子给出的答案是：发展冰
雪经济，打造冰雪旅游，通过冰雪经
济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分公司以“培育冬季旅游市场、
丰富旅游业态、刺激旅游消费、拉动
经济发展”为目标，在智慧农业农机
中心打造了一处“冰雪嘉年华”游乐
园，让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
有效结合，开辟出了一条以冰雪经济
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赛道，深挖冬
季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更
好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速滑冰场、冰上龙舟、雪地摩
托、雪滑梯、雪塑景观等一系列项目
让这个原本寂静的冬天变得热闹起
来，‘冰雪嘉年华’游乐园仅仅开园半
个月，每天客流量就达到了500人以
上。”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分公司副
总经理陈贵友兴奋不已。

同时，分公司还以特色农副产品
作为旅游产品，借助冰雪市场推广企
业品牌，提升七星旅游名镇形象和知
名度。眼下，前来观光旅游、体验冰
雪的人群越来越多，引发的强大蝴蝶
效应真正让“白雪”变现“白银”。

冰雪运动创新意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随着裁
判员的一声哨响，七星分公司雪地拔
河比赛激情开赛。30支代表队、360
名参赛队员踊跃参与，他们身上沾满
了雪，头上结满了霜，使出全力。而
赛场边，加油喝彩声不绝于耳，天寒
地冻也挡不住观众们的澎湃热情，大
家在一条绳、一股劲中享受着拔河比
赛带来的魅力。

“太给力了，再来一次！”雪地滑
道上，几名大朋友兴冲冲地拉着滑
雪圈登上滑梯顶端，他们坐上雪圈
后，齐喊着：“‘北方冻梨’来嘞！”一
群人排成一个长排，一齐从滑梯上
加速驶下，尖叫声瞬时响起，欢笑声

不绝于耳。
厚 植 冰 雪 文 化 ，体 味 冰 情 雪

韵。为了办好“冰雪嘉年华”冰上趣
味运动会，分公司多次开展实地勘
测评估，保质保量施工，建起了占地
面积 100 余亩的雪圈滑道、滑冰区
等场所，同时还配备了不同的冰雪
娱乐设备，让游客更加便利地参与
冰雪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冰
雪运动。

现如今，在分公司新浇筑的冰场
上，每天都有滑冰爱好者聚集在这
里。他们动作平滑舒展、矫健潇洒，
脚下的冰刀飞驰着，幻化成美丽的弧
线。即使是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天
气，也依然阻挡不了他们踊跃参与冰
雪运动、享受运动快乐的热情。

冰雪营销出新绩

“在七星‘冰雪嘉年华’游乐园不
仅玩得嗨，还能买到当地的‘七星粳
米’和‘寒地七星’鲜食玉米，真是一
举两得。”来自双鸭山市的王先生乐
得合不拢嘴。

冰雪搭台，营销唱戏。让“冰雪
嘉年华”游乐园成为消费者购买“七
星好物”的商品基地，是七星分公司
举办冰雪主题文旅项目的又一初
衷。为加快产业营销步伐，这个分公
司将冰雪和营销碰撞，紧紧抓住天赐

“凉”机，发挥雪的优势，做足冰的文
章，组建产业招商营销小分队，采取
主动“走出去”和积极“请进来”的方
式，与各地企业广泛联系、深入对接。

在“走出去”方面，这个分公司派
出营销团队奔赴哈尔滨各景区向南
方游客发出邀约，“2024 这个夏天，
共赏七星农业强国壮美风光”，并送
出了七星分公司出品的“七星粳米”
供南方游客品尝，用七星人特有的热
情留住每一个消费客户，助力冰雪经
济持续升温。

在“请进来”方面，分公司向杭州
宝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来振
里发出邀请，来振里表示：“看过七星
的绿色稻海，还未见过七星的白色乐
园，希望和七星加强合作，参与七星
的‘归田玩雪’和‘我在三江有亩田’
活动，体验回归大自然的快乐。”

下一步，七星分公司将与各大企
业、各地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研学
教育机构进行交流、洽谈，探索合作
机制，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发展的新
动力。

小朋友们玩雪圈。
刘晓明摄

端上“雪”饭碗 做热“冷”经济

流光溢彩

迎 新 春

□新华社记者 白旭 桂涛 王春雨

清晨，阳光刚洒在漫山遍野的白雪
上，亚布力就热闹了起来。成群结队的滑
雪者全副武装地走上雪道，而远处的私家
车和大巴源源不断地把更多人送到这个
滑雪胜地。

距离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近200公里的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位于长白山脉，冬
季雪资源存留期长达170天，享有中国“雪
之门”的美誉，这里曾承办过亚冬会、大冬
会等国际赛事，见证了无数体育健儿雪场
上的风采。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即将举办
2025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的赛场，在
30年前还是一片宁静的林场。

“那会儿外面来的人很少，看到的只
有拉木材的车。”50 岁的当地人金红兰对
记者说，当时那里没有高楼，都是平房。

她的母亲在林场工作，经常出差。她
记得那时坐火车到哈尔滨需要 7个小时，
白天出发晚上才到。“到了哈尔滨觉得总
算到了大城市，我们会买很多东西。”她回
忆说。

事实上，亚布力那时已经有了滑雪基
地，只是不对外开放。

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办公室主任陈
长鹏介绍，亚布力在清朝时期曾经是狩猎
场，滑雪场最早建于 1974 年，是由当时的
省体委为了竞技体育训练建造的。

“当时选中亚布力是考虑到这里降雪
量大，海拔较高，雪道有足够的落差。”他
说，亚布力最高的山海拔 1374.8 米，单条
雪道最长可达5公里。

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
尔滨举行，亚布力也首次受到国内外关
注。“亚布力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
因此出了名，陆续有游客来到这里。”陈长
鹏说。

金红兰记得那届亚冬会的盛况，“亚
布力这个小地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

也正是那一年，她跟男友一起回到家
乡亚布力的风车山庄工作。那是当时亚
布力唯一一家酒店。

“那时候别的地方基本上没有雪场，
游客要体验滑雪就选择这里，但当时其实
没什么人真正会滑。”她说。

那时来的很多是学生，没有器材，只
能租。而亚布力当时用的是日本淘汰下
来的器材，被装在集装箱里运过来。

旅游给风车山庄带来很好的效益，冬
天门口常停满车。金红兰记得，他们直到
夏天还能收到奖金。

在亚布力工作久了，她也渐渐对滑雪
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教练少，她更多的
时候是向当地的工人请教，或者自己摸
索，常常滑不好撞在护网上。

2009 年，当哈尔滨举办世界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时，亚布力再次获得发展契
机。赛事前，投资者在亚布力建设了运
动员村及三座五星级酒店，提高了接待
能力。此外，亚布力的雪道和索道也得
以升级，滑雪者不用再乘坐四面漏风的
吊椅上山了。

大冬会也让国外的经营者看到商
机。后来的几年里，随着他们加入，亚布
力越来越国际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使“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效应充分显现，无疑让冬季运动走进了
更多百姓的生活。

“很多家长意识到，孩子的冬季运动
爱好应该从小培养。”金红兰说，她现在是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有限公司的财务总
监。他们这些年接待的游客有很多来自
北京、上海、广东，带着孩子一住就是好几
天，跟着教练学滑雪。

高锦添是在电视上看到冬奥会滑雪
比赛时对此产生兴趣的。9岁的他已经学
习滑雪3年多了。今年他报名了雪狼少年
营的高级班。“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急刹车
和换刃。”谈到滑雪这个男孩打开了话匣
子，告诉记者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学习跳
台。

雪狼少年营营长张永健说，他们从
2016 年在亚布力举办儿童滑雪冬令营至
今，见证了儿童报名数量的不断增加，从
最开始的每个雪季几十人，到现在的上千
人。

“有的孩子甚至一个雪季连着报。有
一对双胞胎连报了四期，单板双板都到了
中级水平。”他说。同时，更多的孩子开始
使用自己的设备，比如高锦添的头盔、滑
雪服和雪镜都是自己的。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山地运动学院总
监王洋是退役越野滑雪运动员，她见证着
这些年被称为“中国冰雪人才黄埔军校”
的亚布力为各地输送了很多人才。学院
在1995年成立，最初每年培养两三百名滑
雪教练，而近些年每年培养的教练人数达
上千人。她曾经共事过的很多朋友也在
全国各地雪场任职。

今年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热出圈，距
市里大约3小时车程的亚布力接待游客人
数创历史新高。截至2月3日，据介绍，亚
布力本雪季已累计接待游客70.2万人次，
已超过历史雪季最大接待总量，现阶段日
均接待游客1.35万人，预计整个雪季旅游
人数突破110万人次。

王洋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雪场接待的
游客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多，年龄从3岁
半到70多岁的都有。除体验式滑雪外，更
多游客选择来这里度假滑雪，他们对滑雪
技术更加向往，通常会滑上四五天。

滑雪热带动了亚布力的旅游。除了
滑雪场，那里这些年逐步建起了温泉度假
酒店、水世界和中国最北的熊猫馆。当地
政府希望这一滑雪胜地能够在夏天也吸
引更多人来避暑。

谈到明年即将举办的亚冬会，亚布力
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克帅告诉记者，赛事将

“促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升服务保障
能力”。

他说，亚布力度假区将借助亚冬赛事
契机，促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今年将重
点推进雪场、雪道、场馆改造，以及亚布力
西站扩容和亚布力南站电气化改造等项
目。此外，当地还将开展亚布力至雪乡旅
游公路改造，以及推进亚布力机场前期工
作。

金红兰希望届时更便捷的交通能大
幅缩短游客的旅程，能把更多的游客带来
亚布力。

“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一定会越来
越好。”她说。（参与采写：孙晓宇 杨轩）

新华社哈尔滨2月6日电

从宁静林场到滑雪胜地
亚布力的30年变迁

本报讯（白铭波 马一鸣 记者白
云峰）1月26日至2月6日，来自哈尔
滨市呼兰区幼儿园第五分园、广西南
宁市高新小学、河北雄安容西青禾幼
儿园三地的小朋友，采取“云交流”的
方式，用童言稚语讲解各自城市的人
文风采风貌，互赠家乡特产，增进省
际友谊，助力城市文旅宣传。

来自呼兰区幼儿园第五分园的
“小冻梨”吴悠、赵若熙代表黑龙江省
对哈尔滨市呼兰区的城市自然景观、
标志建筑、人文文化、家乡特产美食
进行了介绍，并将特产邮寄给两省小
朋友，还向两省小朋友们发出热情邀
约；广西南宁市高新小学的黄宝睿、
黄雨橙与河北雄安容西青禾幼儿园
的阴瀚瑶、孟承峻4位小朋友与东北

“小冻梨”线上云互动，用镜头带领

“尔滨”小朋友领略自己所在城市的
特色美食、人文文化，将特产邮寄给

“小冻梨”们，并热情邀请我省小朋友
们到他们的家乡做客。三省小朋友
热情互动后，纷纷在“云上”表达感谢
之情，并互相送上新春佳节的美好祝
福。

此次主题为“省际儿童城市风采
交流”的活动由哈尔滨市妇联、呼兰
区妇联牵手广西南宁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联合
举办。据呼兰区妇联负责人介绍，这
次三省儿童交流活动以线上云互动
为媒介，以介绍家乡、交换特产等方
式进一步增进了三省儿童的友谊，展
现出三省儿童活泼向上的精神面
貌。同时，更好助力家乡宣传，助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黑冀桂三地小朋友

童言稚语“云上”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