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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尔滨3月23日电（记者
黄腾）阳春三月，冰消雪融，黑土地又迎
来备耕季。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幅绿色
备耕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近年来，产粮
大省黑龙江不断深挖绿色产能，减少化
肥用量。各地纷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
肥，进行粪肥还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在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智
能配肥中心，配肥车间里机器轰鸣，运送

肥料的叉车穿梭不停。一袋袋不同种类
的原肥被倒进智能配肥机中，不一会儿，
一袋袋包装好的成品肥就从传送带输
出。中心负责人钟声介绍，配肥中心每
天可配肥二三百吨，现在正加紧生产。

“地力不同，肥料配方也不同。”北大
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科技服务
中心主任赵新刚说，农场结合每个管理
区地力检测结果制定肥料配方提供给配

肥中心，配肥中心按方配肥。“设置好配
肥比例后，智能配肥机可以自动配肥，精
度比人工高。”赵新刚介绍，测土配方施
肥可以有效避免过度用肥，近年来土壤
板结情况得到极大改善。

在北大荒集团红五月农场有限公
司，机车正牵引着液态撒肥机进行有机
肥喷洒作业，驶过之处，发酵处理后的粪
肥均匀地将田里的白雪覆盖。红五月农

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商宪富
介绍，待冰雪完全融化，这些粪肥会随着
雪水渗透进土壤，为黑土地补充养分。

“这是我们绿色种养循环项目的一
部分，在养殖场和种植业之间实现整
合，在解决粪污排放问题的同时，还能
提升地力，改良土壤结构。”商宪富说，
粪肥还田后，可以相应减少化肥用量，
种出的粮食更绿色健康。

北大荒集团 化肥减量护黑土 粪肥还田促春耕

本报讯（于鸿坤 记者马一梅 李健）春分过后，
天气渐暖。走进龙江森工双鸭山局公司岭东经营所
果蔬大棚，党员干部、职工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碌
着，有的培土、有的起垄、有的安装设施设备……呈
现出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

对于去年刚入职的大学生员工郭莹来说，今年
已经是她第二次参加果蔬大棚备耕工作了，在师傅
岭东经营所副所长程银虎的耐心指导下，在城市里
长大的郭莹已经完全适应了林区各项工作。

“今年，我们积极打造绿色有机食品，对现有的
温室大棚进行改造升级，新建一栋温室，另外引进
11棚高品质葡萄，3棚蟠桃、番茄、西瓜、蜜瓜和两棚
羊肚菌，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全力践行大食物
观，打造具有林区特色的果篮子、菜篮子，推进森林
食品资源‘从森林到餐桌’的价值提升。”岭东经营所
所长叶雷介绍说。

下一步，双鸭山局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配套设
施、加强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提高土地产出和经
济效益，努力打造集“观赏+采摘+美食”于一体的农
旅综合体。

龙江森工
大棚备耕春意浓
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李棠 李梓楠 记者贾红路）
春雪消融，铁力市双丰镇水稻大棚基地
内一派火热的备春耕景象。农民正抢抓
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清雪扣棚。去年，
东方红村村民马玉林种植的 50 亩水稻
喜获丰收，今年，他计划种植水稻 240
亩。目前，他家的 4 栋育秧大棚已全部
扣棚完成。

在铁力市昌农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机技术人员正娴熟地为“冬眠”
数月的农机具进行检修，对破损零部件

进行更换，对每台机械的发动机逐一清
洗，确保顺利春耕。

为确保农民都能购买到优质种子和
放心肥，铁力市备春耕联合检查组还深
入辖区内农药、化肥、种子商店，开展农
资市场执法检查，护航备春耕。铁力市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深入基层开展农技指
导，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保证春耕生产工
作“资金足”“技术强”。

在铁力市佳新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经理高洪武说：“眼下正是备春耕的
紧要阶段，金融贷款、科学选种、农药、化

肥是合作社最关切的问题，铁力市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组织专家送科技到田间地头，
通过金融助力，为我们解决资金困难，种
地更有底气，也更有干劲儿。”

铁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
记、理事会主任仇文静介绍，今年，他们
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铁力分公司签
订了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在金融业
务、农村物流基地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帮助农业生产主体解决春耕、备耕面临
的资金短缺等问题。

铁力 备耕资金足技术强

3月22日，在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农机手对新引进的拖拉机进行调试。
在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一批今年新引进的大型智能拖拉机和播种机正

在进行联调测试，这些配备了北斗智能终端和辅助驾驶系统的先进农业装备即将投入到农场30余万亩土地的
春耕生产作业中。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本报讯（张硕 记者付宇）据黑河
海关统计，2024年前两个月，黑河市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58.5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6.2%。其中，出口 4.9
亿元，进口53.6亿元。

黑河海关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
水平，满足外贸企业多样化需求。
坚持“人民海关为人民”，着力落实
好各项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深入
落实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 21 条措施，叠加运用提
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申报等服务

举措，强化审单、验估、征税、法制、
统计等岗位联系配合，进一步提高
通关效率；坚持问题清零，深入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关企联系
机制，用心用情打造政务服务新形
象，及时解决进出口企业疑难问题，
确保重要、急需物资通关“零延时”；
开展海关政策法规宣传，推动海关
政策“可知可感、快知快感”，强化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积极开展“关长送
政策上门”活动，充分释放海关各项
政策红利。

黑河前两个月外贸总值同比增6.2%

就中多建交20周年

习近平同多米尼克总统伯顿互致贺电
就俄罗斯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详见第二版

本报23日讯（记者李爱民）为全面落实哈
尔滨市“人才新政30条”，充分释放哈市科教资
源优势，向选好用好各方面人才要发展，3月23
日，以“尔滨爱才 职等你来”为主题的哈尔滨

“丁香人才周”2024年度（春季）启动仪式暨重点
产业及工程技术类岗位专场双选会在哈尔滨工
程大学成功举行。

本场活动由哈尔滨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牵头举办，哈尔滨工
程大学承办。

9 时许，双选会还未开始，求职者纷至沓
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的在仔细看用人单
位简介，有的在关注排在前面的求职者和用人
单位之间的交流。

在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展位前，一求
职者与招聘人员热切交流。求职者景致钧毕业
于东北大学，曾在湖南一公司从事地铁机电设
计工作。“我总想为家乡做些事。我在原单位工
作三年多，参与了深圳、佛山、西安等多地地铁
机电部分设计，积累了不少经验，希望回报家
乡。”他一边推介自己，一边不时看着展板上的
岗位薪资。“我转了一圈，机电制造工程岗位薪
资和南方企业相比差异不大，符合我的预期。
特别是哈尔滨市政府‘人才新政30条’，振奋人
心，我愿意回来建设家乡。”景致钧说。

“回头可以到所里看看。”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展位前，招聘人员叮嘱
求职者记下联系方式。求职者哈尔滨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专业学生盛守盟说：“我明年毕业。听
说这次双选会招聘企业主要是哈尔滨的，就来
碰碰运气。我本科、硕士都在哈尔滨就读，对哈
尔滨很有好感。特别是这里的气候与我的家乡
呼伦贝尔差不多，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
条件比我的家乡更好些。”

双选会现场，应届毕业生热情高涨。双选
会刚开始，黑龙江科技大学机械设计本科应届
毕业生王萍便开始“扫场”，一圈下来投出七份
简历。“哈尔滨就业机会很多，政策也越来越给
力，这增加了我们留下来的信心。”王萍说，身边
的朋友都在哈尔滨定居，她更不想远走他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人才周充分考虑
专业类别和学校专业优势，重点面向驻哈央企、
省属企业及院所、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等深
度挖掘岗位需求，进一步提高供需对接成功
率。中国兵器航弹院、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〇三研究所、圣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事业单位纷纷招贤纳
才，为毕业生提供最高30万元年薪的优质岗位。本次活动共征集用人单位
169家，提供工作岗位3983个，吸引现场求职学生1642人次，接受意向报名
和咨询3328人次，直播带岗在线累计流量10.3万人。

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区、人才政策咨询台、就业服务台、网络
直播间，通过现场解读政策、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等方式，推动岗位精准供给、
才需精准对接。

启动仪式现场，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组织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
学、省农科院等校所科研团队与哈尔滨市企业开展成果对接，促成“50kW
级多燃料微型燃气轮机设计与产品研发”等 12个项目现场签约。同时，现
场集中展示校企成果转化项目 50项，这些项目围绕科技赋能亚冬会、高端
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不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也符合哈市产业发展方向，为省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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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小一 记者刘大泳）22
日下午，“中国·佳木斯赫哲族伊玛堪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伊玛堪歌舞
剧《拉哈苏苏》专场演出在佳木斯大
学音乐学院拉开帷幕。

由佳木斯市同江市原创的赫哲
族伊玛堪歌舞剧《拉哈苏苏》以伊玛

堪传统经典故事为基本创作素材，深
入挖掘东北三江流域的自然和历史
文化资源，讲述了古代赫哲氏族部落
迁徙至黑龙江、松花江相汇的三江
口，部落首领通过努力共同实现建设
拉哈苏苏梦想的故事。

图为演出现场。 林婧琪摄

伊玛堪歌舞剧《拉哈苏苏》上演

3 月23 日是第64 个世界气象日，主
题是“气候行动最前线”。

气象日是观天日。对天气的研究，
是人类的孜孜以求。

生活在气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气
候的制造者，也是气候的改变者，更是
气候的伴随者。

我们更在意天有多蓝，以观天者的
名义，礼赞友好的自然，莫不如，以问天
者的名义，吟咏自然的光芒。

在负氧离子面前，我们都是幸福的
生灵。在大森林里深呼吸，在大草原里
深睡眠，在大平原里深度游。即便，我
们能看到的视野空间有限，也足够，让
青山和绿水给出关于幸福的定义。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气候资
源的最大特点就是“绿”。随着绿色龙江
建设加快，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
环境更美好。生态产品价值加速转换，
气候资源开发正当其时。

如果蓝天够蓝，如果白云够白，我
们就有资格对大自然说，“朋友，人间的
美丽，就是一张照片的事。”如果冬天不
冷，如果夏天不热，我们不可能不问自

己，“这人间，究竟怎么了？”
写一首诗，唱一首歌，对朋友，以及

朋友的朋友，送出第一朵春天开的花，
相信这是人间美丽的全部。

“中国天然氧吧”“天气气候景观观
赏地”“黑龙江特色气候小镇”……好多
的金字招牌，一块比一块引人注目。

面朝大海，仰望星空，更好的世界
不在别处。

更 好 的 世 界 不 在 别 处
——写给世界气象日

□樊金钢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最是一年春好处。
和煦春风，吹过广袤的洞庭湖平原，

“洞庭粮仓”湖南常德，一幅美丽的春耕图
铺展开来——黄绿交织的油菜花海，旋耕
机轰鸣；乡野阡陌，散发着泥土清香；水稻
田中，村民正忙育秧。

3月19日下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沿着田边小道，走进农
田深处，考察春耕备耕。

全国两会结束不久，总书记即开启繁
忙的考察行程。此次来，既是考察一省，

也是谋划一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座谈会，推动在更高起点挺起中
部“脊梁”。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人误地
一时，地误人一年”“事辍者无功，耕怠者
无获”……悠久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尊时
守位的智慧，磨练出只争朝夕的劲头，沉
淀着久久为功的韧性。

农田边，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技人
员等共话春耕。看到刚刚播下的稻种，总
书记关切地问：“你们这里什么时候开始
插秧？”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业

生产的熟悉，更让大家感觉亲近放松。
不插五一秧，是指只有在五一前完成

插秧，才有后续的环环相扣。急不得也等

不得，这种对农时的重视，蕴藏着干事成
事的朴素道理。

这令人不禁想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总书记那句催人奋进的话：“要抓住一切
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
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裤腿上满是泥土，“90后”新农人陈帅
宇引起总书记的注意。

湖南伢子“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立志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9 年前，
大学毕业的陈帅宇决定回乡当农民，带头
成立合作社、承包 2800 多亩水稻田，干得
有滋有味。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我们越干越有劲

了！”小伙子干脆地回答。
插秧机、抛秧机、植保无人机……“80

后”种粮大户戴宏，在自家院中向总书记
如数家珍介绍为春耕准备的农机具。

过去，一家人最多种 50 亩地。如今，
戴宏承包了 480 多亩水田，综合收入超过
60万元。“他呀，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戴
宏的父母自豪地对总书记说。

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新的
技术理念。这片土地上，从粮食生产到乡
村振兴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正进行着深刻
的变革和接力，孕育着更加丰硕的未来。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湖
湘大地，正值育秧的时节，亦是育人的沃
土。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18 日下午，绵绵春雨中，刚到湖南长沙的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
南书院校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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