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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立东

日前，加格达奇迎来了难得一见的好
天气。风，一丝都没有，阳光，均匀地洒在
甘河上。

陈艳平在冰面上小心地挪着步，冰雪
反射出的光，晃得她要淌眼泪。

当天，加格达奇的最低气温零下29摄
氏度，对于陈艳平来说，有阳光、没有风，
这样的天气“真暖和”。

在现场不到二十分钟，记者就冻得受
不了了，难以想象常年驻守在祖国最北方
生态环境监测第一线的陈艳平和他的同
事们是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冬日
的。

2008 年，大学毕业后，陈艳平选择到
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在生态环境监测一
线一干16年。

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冬天爬冰卧
雪，夏天跋山涉水，一年 365天，6000多个
有效监测数据从陈艳平的手中诞生。

“做好祖国最北方生态环境监测先行
者、导航员、吹哨人”，陈艳平深知自己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

冰河取水样的功夫，“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当天在甘河取样并不顺利，陈艳平和
同事连打了三个冰眼都未见水，每个都一
米多深。

第四个冰眼涌出了水。陈艳平摘下
手套，操作水质测定仪、浊度计，现场监测
结果显示：pH7.2;溶解氧 8.23mg/L；电导
率 89.6us/cm；浊度 0.7NTU，水质常年符
合Ⅰ—Ⅲ类水质标准，完全满足功能区使
用要求。

甘河被当地人称之为母亲河，是大兴
安岭地区一级水源保护地，水质好坏，直
接影响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

半小时后，陈艳平不再说“暖和”了。

她不时摘下手套攥攥拳，或者把手送到嘴
边哈气暖暖。

“零下29摄氏度真的不算冷！”陈艳平
说，大兴安岭的冬天，平平常常零下三十
多摄氏度，零下四五十摄氏度都不稀罕，
在野外取样作业每一次都“冻透了”。

“只要发现皮肤变白或者感觉瞬间刺
痛，这就是冻伤信号，需要马上用雪搓冻
伤部位，千万不能热敷或者取暖。”陈艳平
说，在大兴安岭，“冻掉耳朵冻掉手指”的
不是故事，是事故，是真事儿。

处理冻伤是陈艳平和同事们野外作
业的基本技能。

大兴安岭的寒冷给户外工作造成了
诸多困难。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主任徐博告诉记者，位于呼中区的国家级
红松自然保护区，其土壤为永冻层，常年
不化，即便是夏季采土样，揭开草皮就挖
不动了。按照操作规程，需要取层深
0—20厘米样土，深山老林中，什么机械都
借不上力，只能用镐头刨，冻土比石头还
要硬，“一刨一个白点”……

“这些不该女人干的活，陈艳平都干
了。”

在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一线16年，
陈艳平不仅学会一身野外生存真功夫，还
在艰难困苦中练就了一套“真”“准”“全”

“快”“新”的监测硬本领。

夏天采样，一身厚隔离服加身
捂出汗也不敢脱

大兴安岭的夏天凉爽宜人，但战斗在
生态环境监测一线的监测人的夏天并不
好过。

普通蚊虫叮咬都不算啥，一个“草爬
子”（蜱虫）就能要人命。这种米粒大的小
虫，靠吸血为生，头部能钻进人的肉体里，
饱血后体型膨胀10倍。

被草爬子叮咬是陈艳平最恐怖的记
忆，她记不住多少次被叮咬，庆幸的是有

惊无险。
2019年 5月，陈艳平进山采样被草爬

子叮咬，由于自己处置不当，低烧 3 天不
退，爱人开车把她送到内蒙古牙克石市的
专业医院治疗，最终转危为安。医生告诫
她，被草爬子叮咬致残致亡率非常高，处
置不及时或者方法不当会引发森林脑炎，
危及生命。

从此以后，陈艳平长了记性。为了防
草爬子，每次进山采样，她都穿上厚厚的
隔离服，大热天捂出一身汗也不敢脱下。

即便这样，每次上山回来，都会在衣
服上找到十几二十几个草爬子，最多一次
缴获一百多个。

为了孩子和家人的安全，进山回来，
她的衣服从来不敢带进家门，扔在车库，
或者放在单位的隔离间。

采样虽然辛苦，但比起采样的路，那
都不算事儿。

“2019 年 8 月的一次采样，点位定在
湿地深处，我得专踩塔头墩子（湿地里的
特殊植物）走，是一跳一跳的那种，就像武
林人士踩梅花桩，踩偏了就会陷入沼泽。”

陈艳平说，一条腿陷入沼泽，靠另一
条腿支撑是根本拔不出来的，人得坐到塔
头墩子上，才能使上劲，才能拔出腿来。
一番折腾，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进山监测路难行，双脚磨出血
泡也要坚持走完

陈艳平说，监测的路实在太难走了，
跋山涉水，藤蔓缠绕，举步维艰。山里没
有路，一般情况下，走3公里山路至少3小
时，脚磨出血泡是常事儿。

在新林区采样，有座山都是松散的石

头，爬过这座山需要手脚并用，稍不留神
就会踩落石头。

在采样的路上，“迷山”也在所难免。
2008 年 9 月，在呼玛县取土样时，山高林
密，GPS 定位困难，陈艳平请了两名向导
带路，结果两名“自信”的向导也“迷山”
了，带着陈艳平和同事背负着三十多公斤
重的土壤样品和采样工具，从早上一直走
到晚上才走出大山。原计划三个小时完
成的任务，结果用了一天，由于给养准备
不足，陈艳平和同事们渴了喝山泉饿了吃
野果，“把向导都累不吱声了，令向导惊讶
的是我居然能跟上他们的脚步。”

大兴安岭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所辖
三县四区，相距二三百公里，最远的漠河
县距离加格达奇近五百公里。

在密林深处，受冻、挨饿、蚊虫叮咬、
野兽威胁、手机没信号是常态……这一切
困难都没有挫败陈艳平一颗勇敢的、执着
的心。

2023年，大兴安岭地区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全省排名第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99.2%；9个国控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100%（扣除背景值）；
土壤安全利用率 100%；声环境质量、辐射
环境质量均达到或好于全省平均水平。

陈艳平和她的同事们坚持“真”“准”
“全”“快”“新”的监测理念，以年6000多个
有效监测数据，为大兴安岭地区实现生态
环境全省领先目标和筑牢祖国最北方生
态防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今，40岁的陈艳平已经是中心监测
室的“老同志”，带出一支素质高、技术硬，
有能力、有担当的监测铁军是她新的目标
和追求。

祖国最北监测点的采样“铁军”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
耕。连日来，北大荒集团立足农业生产
实际，积极开展积雪清理、农机检修等工
作，各农场有限公司提早对“冬眠”数月
的农机进行全面检修，使机械重新焕发

“生机”，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近日，走进逊克农场农机具集中停

放中心，大马力机车、扶垄夹肥机、播种
机、镇压器等各类大型春播用农机具整
齐摆放，农机技术人员正娴熟地指导机
车户为“冬眠”数月的“铁牛”进行体检，
通过保养重要部位、调试机械状态、排除
潜在隐患、更换易损零件，确保机械安全
健康“上岗”。

同时，逊克农场还对农机安全操作、
文明驾驶、一般故障排除、应急事故处置

等进行讲解和现场示范指导，不断提高
农机驾驶人员的操作水平和安全生产意
识，为农业生产安全有序进行打下坚实
基础。

“我们成立3支党员干部技术服务队，
深入各管理区进行跟踪指导，严格把好检
修质量关，有效排除安全隐患问题，切实解
决检修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全场240余台
套春耕机械，预计3月末检修完毕。”逊克
农场农业发展部总经理齐会喜说。

本着“早谋划、早准备、早动手”的原
则，逊克农场还及时启动备春耕除雪工作
预案，出动三台大型清雪铲车、一台铲雪
车清理农机具场地，针对农机具周边无法
进行机车作业的地方，党员干部、机车户
也积极参与，通过“机械＋人工”相结合的
作业方式，确保积雪清理干净、不留死角。

连日来，北大荒集团绿色草原牧场

有限公司农机驾驶员们手拿扳手、螺丝
刀等工具穿梭在农机中，为他们的“宝贝
疙瘩”进行彻底“体检”。

为了确保牧场2024年春耕生产顺利
进行，农机服务公司全面开展农机具检
修工作。大到大马力机车车轮、发动机，
小到播种机传送带、螺丝钉，针对机械出
现的各种问题逐一排查，确保通过提早
调试运行，做到机械故障早发现、早处
理，避免因出现机械故障而耽误生产进
度，截至目前已检修农机具36台套，为春
耕生产攒足“马力”。

近日，在江川农场第一管理区农机
库院内，拖拉机、旋耕机、打浆机等大型
农机摆放整齐。为确保农业机械以良好
状态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农场提早谋划，
按照农业机械“冬修春用”的原则，组织
农机技术人员成立检修服务队，深入各

管理区对拖拉机、旋耕机、打浆机等各类
农业机械进行全面“体检”。

检修过程中，技术人员对机械进行
全面检查，重点对农机具进行维修和调
试，确保机械性能状态良好。同时，技术
人员还向农机手讲解农业机械的保养知
识，确保农机手能够熟练操作、安全驾
驶。在抓好农机具检修的同时，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广泛宣传春耕生
产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户抢抓农时、不误
农事、积极投入春耕生产的积极性。

下一步，北大荒集团各农场有限公
司将组织专业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机
具用户家中指导帮助农机手开展农机
检修、保养和调试，全力让农机恢复到
最佳状态，为农业再夺丰收提供强大

“马力”，为春耕工作顺利完成提供有力
保障。

北大荒，“唤醒”农机备春耕

□李智芳 本报记者 张雪地

春节过后，林口县龙爪镇植场村的玉
米种植户黄跃红和村民们趁着天气晴好，
忙活起了玉米脱粒、晾晒。金灿灿的玉米
不仅衬托出了农民喜获丰收的美景，也勾
画出了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图画。

这几天，植场村非常热闹，循着玉米
脱粒机轰鸣声，便能看到一群人围着满院
的玉米在忙碌着。在黄跃红家院门口，大
型运粮车早已做好准备，只见把车斗对准
脱粒机的出粮口，农民把玉米棒倒进脱粒
机后，脱粒机驾驶员一轰油门，颗粒饱满、

色泽金黄的玉米粒便从出粮口倾泻而出，
很快装满运粮车。黄跃红告诉记者：“秋
天收获玉米时，有的农民直接在地里收
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直接就点钞
票了。也有一些农户并不急着脱粒，而是
将玉米堆放在房前院后让其自然风干，到
了冬季这个时节，不紧不慢地为玉米脱
粒，并根据玉米行情适时出售。”

黄跃红说：“我去年种了750亩玉米，
从玉米的收成看还不错，每亩能打 2000
斤左右，前期出售了一部分，这次打算全
部卖掉。”

随着备春耕的节奏逐渐加紧，记者

看到黄跃红家的“春耕清单”安排了打药
机等现代农机具“大件”。黄跃红说，高
标准农田建设让“望天田”变“高产田”，
实现粮食丰收心里更有底了。

据了解，植场村是龙爪镇土地高标
准利用试点，2021 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成 4.1 公里的水泥路面、10 公
里砂石路，5 处过水桥过水路面，完成冲
刷沟沟头防护 22 个、堌防 80 个，黄跃红
指着脚上的鞋告诉记者，高标准农田降
低了种田成本，良田实现机械一体化，村
民们开玩笑说：“穿着皮鞋也能种田”。

如今，现代化新农村气息扑面而

来。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落实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一项重要
举措。近年来，植场村通过“党支部+农
户”发展路径，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用大数据分析土壤，实行智能化灌
溉、施肥，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做到“犁
田不用牛，插秧不弯腰，收割不用刀，晒
谷不看天”，从根本上改善农田基础条
件，实现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让农民爱
种粮、种好粮。去年，林口县新建高标准
农田 38.2 万亩、新增省级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9个。

植场村，出手余粮购农资

（上接第一版）中心常务副主
任高宏雷表示，依托单位哈尔滨维
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
的全系列禽流感疫苗生产单位。
2023 年，公司高新技术产品收入达
到 2.1 亿元。新城疫、禽流感、鸡传
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四联灭活疫苗经中心工艺优化后
成功上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
滨兽医研究所合作开发的猪伪狂
犬活疫苗（Tp 株）获得了新兽药证
书。经过七年努力，中心成功研发
出全悬浮细胞培养禽流感病毒工
艺，并获得了禽流感灭活疫苗（细
胞源）生产文号。这一技术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未来将为公司创造
更大价值。

野外观测研究 促进水土保护

探索农田土壤冻融与生境健康
调控机理，阻控黑土侵蚀沟发育，揭
示工程冻害破坏机理，优化抗冻设
计……要找到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

“密码”，都有赖于长期大量的野外
定位监测与试验数据，以及结合这
些数据开展的高水平科学研究。此
次获得奖励的季节冻土区冻土与环
境黑龙江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下简称“观测研究站”）就在这些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观测研究站由黑龙江省水利科
学研究院与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联合建立。科研人员长期
在野外默默坚守，克服种种困难获
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
在黑土地保护、现代农业、水利工程
防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0℃的冰天雪地里寒风刺骨，
在观测场钻孔取样的科研人员冻得
实在受不了，就钻到车里暖和 10 分
钟再继续工作。“每次测试都得在野
外作业一整天，无论温度多低，大家
都要坚持完成数据采集与取样观
测。”观测研究站负责人、省水利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苏安双说，水热特
征是黑土春季涝灾的决定性因素，
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黑龙
江省农田土壤冻融过程及生境健康
调控机理研究”，观测研究站科技团
队建立了多处观测场，搭建了涵盖
黑土冻深、温度场、水分场、融雪入
渗、土壤养分、微生物、生物酶等土
壤生境综合监测系统，需要定期钻
孔取样与测试。

侵蚀沟治理是黑土地保护的重
要举措，围绕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

“黑龙江省侵蚀沟治理技术集成与
示范”，科技团队经过两年的成果积
累与现场测试，提出了生态柔性煤
矸石土谷坊这一侵蚀沟治理技术，
整个修建过程无需天然砂石，实现
了煤矸石集料 100%替代天然砂石
和煤矸石 100%消纳。苏安双介绍，
这一技术治理效果明显，具有很好
的生态效益，已成功应用到七台河
市茄子河区宏伟镇京石泉村河道和
侵蚀沟治理工程。

突破“卡脖子”难题 为企
业节支数十亿元

同样获得奖励的黑龙江省电介
质工程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
室”）结合国家在特高压、柔直输电
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端电气装备制
造重大战略需求，服务我省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以工程电介质研究为
特色，瞄准国际学术前沿，聚焦“卡
脖子”难题，提升行业科技自立水
平。

实验室不断完善工程电介质理
论研究体系，围绕工程电介质介电
特性与机理、聚合物绝缘材料制备
与性能评价、电气装备绝缘检测与
诊断三个方向，解决电气装备制造
重大关键问题，推动行业进步，目前
已形成一支由院士领军、国家级人
才为骨干的高水平研究队伍。

谈起实验室取得的科技成果和
转化应用情况，实验室相关负责人
如数家珍：在聚合物绝缘材料制备
与性能评价研究领域，突破了电缆
材料超净技术与接枝芳香酮改性技
术，实现超高压电缆材料自主国产
化；开发了填料预置技术，实现大电
机用高导热绝缘材料全自主生产。
实验室还在 220kV 高压交流电缆绝
缘材料研发与应用、高压电机用高
导热主绝缘关键技术等典型装备应
用领域实现工程应用，取得了多项
国内唯一或技术领先的创新成果，
在行业技术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尤其是针对高端电缆关键
绝缘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
问题，与青岛汉缆和南方电网等合
作实现国内 110kV、220kV 交流电缆
材料的国产化，为企业节支数十亿
元，被誉为我国高端电缆料国产化
的典范工程。

未来，实验室将逐步建设成为
在工程电介质领域集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为一
体的国内一流基地。

他们，为科技成果产业化“铺路”

本报讯（王春旭 记者杨桂华）近
日，牡丹江市首宗矿业权出让项目成
功签订成交确认书。该宗矿业权为
采矿权，位于阳明区五林镇西桥村，
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矿。由牡
丹江市自然资源局委托黑龙江自然
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告挂牌，起始价 753.63 万元，
经过183轮次激烈竞价，最终被牡丹
江市创艺家装饰有限公司以2893.63
万元成功摘牌，溢价率284%，创牡丹
江市市场化出让矿业权以来溢价率
新记录，实现2024年首季“开门红”。

五林镇西桥建筑用花岗岩矿采
矿权是今年牡丹江市出让的首宗矿

业权。为了确保该采矿权的顺利出
让，牡丹江市自然资源局将工作重心
前移，主动对接 11 个市直相关部门
和区、镇、村相关单位，积极征求相关
部门专业意见，全力做好矿山配套建
设用地保障，最大程度消除采矿权人
后顾之忧，使该采矿权成为市场认可
的优质采矿权。

该宗采矿权的成功出让，是牡丹
江市全面实行建筑用砂石土矿采矿
权“净矿”出让以来的重大成果。自
2020 年起，牡丹江市有序推行砂石
土采矿权“净矿”出让，加强采矿权出
让前期准备工作，优化矿业权出让流
程，提高服务效率。

牡丹江首宗矿业权出让溢价284%

为为““冬眠冬眠””数月的数月的““铁牛铁牛””进行体检进行体检。。 霍春旭霍春旭摄摄
本报讯（记者刘艳）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联合公布第一批全国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
名单，共 42 个。由黑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牵头推荐，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冰雪光影互动智慧旅游沉浸式
体验新空间”项目成功入选，是省内
唯一入选的项目。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位于太阳岛

国家风景名胜区西区，创办于 1999
年，是由哈尔滨市政府为迎接千年庆
典神州世纪游活动，凭借哈尔滨独特
的冰雪资源优势而推出的大型冰雪
艺术精品工程，至今已成功举办 25
届。刚刚结束运营的第二十五届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在 61 天的运营期
内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71万人，是世
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同时也是国
际知名冰雪文化旅游品牌、国内冰雪
旅游最热门景区。

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项目成为首批试点
春来早 农事忙

本报讯（记者吕晓艳）记者从省
招生考试院获悉，2024 年适应性测
试成绩于 27 日 11 时左右发布，考生
可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黑
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等方式进行
查询。

省招生考试院在此提醒广大考
生：查询成绩时如遇到网络拥堵情
况，请不要着急，换个查询通道或过
5分钟再试即可。

据了解，2024 年普通高考发生
变化，变成“3+1+2”模式。此次考
试就是完全按新模式命题。由 3 门
全国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
语）和 6 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历史、
物理、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学）组成。语文、数学、外语 3 门全
国统考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是

考生必考科目。其中外语科目分为
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
牙语等 6 个语种试卷，考生可从中
任选一个语种参加考试；非通用语
言文字答卷的考生，语文科目应考
汉语和本民族语言文字答卷的语文
（含朝鲜语文和蒙古语文）2 科，汉
语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朝鲜语
文和蒙古语文由我省自主命题。6
门选择性考试科目由我省自主命
题，考生从中须选择 3 门科目参加
考试，其中，考生首先应在历史和物
理 2 门首选科目中选择 1 门科目，再
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
门再选科目中选择 2 门科目。综上
所述，每名考生总共须参加 6 门科
目的考试，即通常所说的“3+1+2”
模式。

2024年高考适应性测试成绩今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