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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鑫 张牧秋 孙晓宇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无论是林区更新造林、森林抚育、国
土绿化，还是美丽林城、林场建设，都有着
他的身影。他既是组织者，又是施工者；
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负责的每
一片树林，都倾注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
他就是孙峰巍。

孙峰巍，一个普普通通的林区子弟，
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在龙江森工集团
桦南局公司密林经营所任营林技术员。
由于工作出色，2016 年，他被选调到生产
经营局任技术员、验收队长。在桦南局公
司党委培育森林资源和培养优秀人才的

“双培”工作中，他脱颖而出，2022 年被提
任下桦实验林场副场长，主抓林场营林生
产、苗圃、绿化等各项工作。

多年来，孙峰巍始终工作在营林生产
第一线，默默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书写
着一名林区建设者的奋斗足迹。

2017 年到 2018 年，孙峰巍带领林业

局公司验收队成员一起上山，开展植树造
林工作，当年完成植树造林面积 2.46 万
亩。他严把起苗、选苗、整地、栽植、管理
关，由于技术到位，栽植沙棘成活率达
95%以上，三年基本成林，为公司沙棘造林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在治理水土流失、
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改善生态环境及增
加经济效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0 年，孙峰巍作为技术骨干参与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时，与研究所专
家一道，以培育材质优良结实丰硕的红松
果材兼用林为目标，早出晚归共同探索，
不仅提高了森林价值，还实现了森林可持
续经营。

到任下桦实验林场副场长的第二天，
孙峰巍冒着凛冽的寒风，对各林场场部、
家属区乃至苗圃环境和地理条件等进行
了全面踏查，对林场美丽林场（所）建设、
标准化苗圃建设作出了科学规划。

在智慧化苗圃建设上，孙峰巍带领林
场干部职工购进了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系统及新型植保无人机，建设了自动化气

象观测站和多功能控制室；整合公司多种
先进生态环境监测设备，及时进行土壤、
水质、天气、灌溉参数等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处理和分析，实现了苗圃生态的监
测精准化、管理精细化、灌溉智能化。在
农机设备保障上，经考察，他为下桦苗圃
先后购进了 904拖拉机、旋耕机、作床机、
红松播种机等大型现代化农机设备 20 余
套，大幅降低作业成本，极大地提高了作
业质量和效率。在他的带领下，2023 年，
苗圃作业成本同比节约资金21.8万元。

在生产现场，孙峰巍几乎每天都要工
作到深夜，为了抢抓造林绿化时机，他和
挖掘机司机每天作业长达 10 个小时。就
这样，他一连在林场驻守了 7个多月。同
时，对苗圃实施道路硬化 2031 平方米，铺
设U型排水槽2120延长米，对苗圃房舍进

行新建与维修，使圃容圃貌、职工工作环
境焕然一新。

如今的下桦苗圃色彩缤纷、生机勃
勃，一株株迎风生长的苗木成为桦南林区
生态建设的亮丽风景，吸引各林业局公司
及周边县市到此参观学习。

拆仓房、安路灯、做好场区绿化……
在抓好标准化苗圃建设的同时，孙峰巍
积极统筹推进美丽林场（所）建设工作，
各项工程都在他的指挥下，干得热火朝
天。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他每天协调大
型机械、车辆平整场地、改土作业，组织
劳力开展栽植作业。仅用 28 天，一个个
花园式林场、花园式居民区就呈现在职
工群众眼前。

如今的下桦林场绿树相拥、绿美相
融，宛如世外桃源……

扎根林海 青春闪亮

□王璨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威虎山野生松仁露、乳酸菌酸
菜、黑木耳……日前，龙江森工柴河
局公司威虎山饮品公司 4 大系列 20
余款产品走出林区，亮相第110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通过在展会中
打造食品饮料专区，拓展对外营销渠
道，让威虎山优质生态产品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

“品一杯松香浓郁的坚果饮品，
尝一口甜润绵长的有机蜂蜜，看一看
珍馐美味的乳酸菌酸菜，聊一聊独具
山野风味的山特产。”这些带有浓浓
大森林气息的原生态绿色有机产品，
引起了大量参展商和采购商的广泛
关注，展台前他们驻足参观、品尝鉴
赏，对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森林食品
交口称赞，更有一些经销商坐下来坦
诚交流，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这次来参加春季糖酒会，我们
不仅带来了以往威虎山品牌的全部
产品，还带来了新研发的‘森’标松仁
露和山核桃露，原料选用的新鲜红松
仁和核桃仁滋长在富含矿物质的山
泉水和森林负氧离子下，原始纯净的

生态环境孕育了营养价值极高的坚
果系列饮品。”威虎山饮品公司工作
人员密保利向前来咨询的客商介绍。

此次参展，威虎山饮品公司将参
展区域划分为坚果饮品区、蜂蜜区、
林产品区等，各类产品集中展示了森
林食品产业发展成果。“此次展会增
强了与外界的互动交流与经贸合作，
拓展了消费市场，希望能有新的收
获。”威虎山饮品公司党支部书记、执
行董事刘东辉说，接下来，他们准备
推出桦树汁饮品和松仁露一升餐饮
装，丰富产品包装类别，以更多优质
的森林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源于威虎山，产自大森林”。近
年来，柴河局公司依托生态优势和自
然资源禀赋，加快建立森林食品产业
体系，注重品牌培育，着力推进林区绿
色转型，形成山上建基地、山下搞加
工、山外抓市场的产业格局。未来，柴
河局公司将积极推进森林食品经营机
制转换，调整产品招商政策，打通线上
线下超流量平台，打造产品多元化渠
道矩阵，以全链条“产业会战”的形式，
实施重点环节攻坚，用全新的市场思
维谋发展，全力建设森林食品体系。

威虎山饮品亮相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让森林食品“走”向更广阔市场

本报讯（记者韩东贤）近日，哈
尔滨市各大农资市场热闹非凡，在
黑龙江先锋农业生产资料交易市
场内，商户备货充足，为备春耕农
民提供充足的农资产品。

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春分过
后，农资销售便进入高峰期。各类
农资产品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等
备货齐全，能够满足农民朋友不同
作物种植的需求。农资市场也加
大了库存管理和采购力度，确保供

应充足，以满足销售需求。
“村里这两年习惯直接开车来

农资市场购买农药。”延寿地区的
农民张某说，农资市场的产品质量
有保障，价格也相对合理，产品质
量和售后服务都有保障。

该农资市场还加强了与农业
科研院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合
作，开展各类农业技术培训和推
广活动，为农民提供更加全面的
服务。

哈尔滨 农资市场购销两旺

本报讯（记者王雪莹）近日，省
博物馆分别与国家自然博物馆、大
连自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皮韵流
风——黑龙江鱼皮兽皮树皮历史文
化展”“从远古走来的渔猎文明——
黑龙江鱼皮兽皮桦树皮历史文化
展”，用 200 余件馆藏精品为当地观
众带去一场少数民族文化盛宴。

此次展览以“三皮文化”为主
题。“三皮文化”以赫哲族的鱼皮文

化，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
等民族的兽皮文化及这些民族的
桦树皮文化为代表，是以渔猎经济
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文化，
同时也是北方渔猎文化的核心内
容。

展览共分“三江船歌 渔乡天
锦”“林海寻踪 蕴美兴安”“悠悠白
桦 千载神韵”和“民族瑰宝 薪火相
传”四个主题单元。

我省鱼皮兽皮树皮藏品在北京、大连展出

“三皮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活动中，使用鱼皮、兽
皮、桦树皮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这是展览现场。

图片由省博物馆提供

本报讯（记者董云平）“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三月份以
来，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迎来
了传统文化研学热潮，传统文化诵读
声在这里不时朗朗响起。

连日来，哈尔滨市 69 中学、113
中学、107 中学等 10 余个 500 人以
上的研学团队走进省民族博物馆
（哈尔滨文庙）。他们在老师的指
引下整理衣冠、庄然肃立、诵读儒
学经典；向孔子行教像敬献花篮、
行鞠躬礼；大成门缓缓开启，在老
师、父母的见证和鼓励下，学子们

紧握右拳，发出铿锵有力的铮铮誓
言……

学生们纷纷表示，这种强烈的仪
式感和沉浸式体验，让他们在学礼、
知礼、行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意韵，让他们在博物馆寻“根”研
学中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
感，厚植爱国情怀。

据悉，目前已与省民族博物馆
（哈尔滨文庙）达成意向并即将开展
研学活动的中小学校有8所，人数约
7000 人次。三月份，参与省民族博
物馆（哈尔滨文庙）各类活动的总人
数预计突破20000人次。

哈尔滨文庙迎传统文化研学热潮

（上接第一版）他曾动情地说：“科研
人员的人生意义，就在于顺应国家、民族
和时代的需求。”

哈军工纪念馆中，至今留存着杨士
莪院士用日、德、英、俄 4 种文字记录的
笔记。字迹工整、重点突出的笔记背后，
是一代代哈工程人“以祖国需要为第一
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
意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追求。

勇攀高峰引领中国水声走向深海

“国家受欺负，是因为你不行，得自
己想办法站起来，把国家发展起来。”几
十年的科研经历让杨士莪更加坚定了建
设科技强国、海洋强国的信念。

1970年至1980年，杨士莪作为水声
测量系统的负责人，领导完成洲际导弹

“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的研制工作，为国
家海洋工程技术相关领域发展提供了经
验，作出了重要贡献。21 世纪，“蛟龙
号”“科学号”所用的国产高精度超短基
线定位系统，追根溯源都可上溯到这一
项目的研制。

1994年4月，悬挂着五星红旗、承载
近百名科研人员的两艘水声科学考察船
驶入中国南海。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
科学家的杨士莪十分激动，这是中国首

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
也是第一次由我国科学家独立指挥和实
施的大型深海水声考察，堪称中国水声
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船行进至深海，赤道附近的太阳几
乎垂直高悬于头顶，甲板温度接近70摄
氏度。当时，年过花甲的杨士莪和所有
队员一起忍受着高温酷热进行科研。长
期工作，淡水告罄，他们便把船上的压舱
水烧开了喝。“有时候科研跟打仗似的，
该咬牙的时候就得咬牙。”他说。

几十年来，杨士莪始终走在中国
水声科教前列，作为中国水声定位方
法最早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者，为中
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研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水动力噪声
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主持设计建造中国
首个针对声学研究的“重力式低噪声水
洞”；在制定我国水声发展规划、确定水
声学科研究方向、指导和促进我国重大
水声科研和工程项目中，他发挥了核心
作用。

“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
红，人虽然退休了，但为国家作贡献的脚
步不能停。”90 多岁的杨士莪仍然身体
力行参加相关科研项目的海试。

潜心育人培养国家急需尖端人才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这是杨士莪院士对党和国家最
深情的表白。

2021 年，作为“光荣在党 50 年”的
老党员，杨士莪院士在哈工程召开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上，心潮澎湃地唱起《唱支
山歌给党听》，他犹如一面许党报国“行
走的旗帜”，全场师生为他身上体现的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所
动容。

“我很幸运，年轻时遇到许多好老
师。我深知良师对于做学问的人的重要
性，所以更要教好青年学子。”杨士莪常
常谈起青年时期受到的良好教育。他的
一生也致力于水声专业的人才培养。

杨士莪院士保持终身学习的勤奋状
态，对知识、科学的追求和对于新事物的
敏感和好奇，是他一生前进的不竭动
力。70岁时，他学会打字，自己打论文；
85 岁时，他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自己
验证新的算法。他始终葆有思想的活跃
和启发创造性思维。

年过 90 的杨士莪仍奋战在教学科
研一线。每年坚持为本硕博学生授课，

依旧写满好几个黑板的工整板书，讲最
前沿最急需的知识，对教学、对学生从不
敷衍应付。学生们都说，请杨院士审阅
修改论文，一两天就能得到反馈，意见和
建议也都写得清清楚楚。

外场试验、学术会议、顾问咨询……
杨士莪的日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但他
从未因活动忙而错过上课，只要回到哈
尔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耽误的课
补上。讲课时他的语速平缓、声如洪钟，
而且从不坐着，出了名的“一站到底”。

“希望我们的后浪，在国家的支持
下，为中国海洋事业、水声事业作出更
大贡献。”在杨士莪的感召下，一代代
水声人艰苦创业，把水声事业推上更
高台阶。

如今的哈工程水声工程学院已经成
为我国著名的水声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
基地。作为中国首批博导，杨士莪参与
培养了中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和年轻教
师队伍，建立了首批国家重点学科、首个
水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从教70余载，中国水声领
域的 4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受他指导，
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110多名，受教
学生达数千人，为中国水声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矢志报国 听海一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水声科技
事业开拓者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杨士莪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士莪在实验室指导硕士研究生。

杨士莪院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杨士莪院士参加海试。 杨士莪院士“一站到底”为学生授课。 图片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提供

春 分
过后，农资
销 售 进 入
高 峰 期 。
这 是 农 民
在 预 定 春
耕 使 用 的
农 药 、化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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