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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环快速路。

□本报记者 毛晓星 丁燕

随着我省创意设计产业的快速发展，
与创意设计产业相关的个人工作室、公司
企业、研究中心、产业基地蓬勃发展，人才
需求不断增加。哈尔滨多所大中专院校
积极顺应市场需求，加强人才储备，做强
人才链、激活创新链、带优产业链。尤其
在业内人士普遍看好的非遗文创赛道，新
的文创人才储备链逐渐形成。

日前，“高校非遗文创产学研用联盟”
启动，实现非遗作品的产、学、研、用，推动
非遗旅游文创产品的创作和流通，及非遗
和旅游、商业、创意设计、生态研学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更好地保护传承宝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持续释放龙江文旅市场吸引
力。

2023年 6月，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与
设计学院在牡丹江西安区中兴村成立了

“中兴-印象”乡创文化工作室，深挖中兴
村朝鲜族村落的文化内涵，通过创意设计
赋能乡村振兴。

目前，多所高校正积极与非遗传承人
和相关资源沟通，多方探索人才培养新模
式。哈尔滨创意设计中心副主任、省创意
设计专家库专家闫实告诉记者：“哈尔滨
创意设计中心将与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牵手，成立创意设计产业学院。学院将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多方资源，聘请知
名设计师和企业经营者担任学生导师，培
养设计类应用型人才，真正通过产学研用
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在黑龙江工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创中心，只要桦树皮画省级非遗传承人
唐德滨一现身，瞬间就被学生们团团围
住。早在 2020 年，唐德滨就与该校合作，
将桦树皮非遗文化带进校园。几年下来，
该校数千名学子受益于唐德滨桦树皮画
美育课程。

唐德滨经常处于“找不到人”状态，不
仅高校，他常奔波在各个中小学之间。

在虹桥一小授课时，唐德滨带领着同
学们勾勒出心中江南美景：小石桥、流水、
炊烟袅袅人家……打完草稿的同学开始
着色，浑浊的洗笔水诉说着创作的点滴。

“非遗文创，一切从技艺开始。只有
在中小学阶段进行特色美育教育才是真
正非遗传承，也是传承的根和魂。”唐德滨
说，如今，基础教育对特色美育教育需求
持续增加，省市区各级教育、文旅部门搭
建交流平台对接，桦树皮画、麦秸画、鱼皮
画、剪纸、陶泥等众多特色美育课走进校
园。

“孩子是非遗的未来，他们亲手创作

的小挂件或许就是未来的文创趋势。”唐
德滨说。

在虹桥一小的走廊画展，孩子们用艺
术点亮校园。在 6楼非遗作品展区，一幅
幅展现东北冰雪文化和地域特色的桦树
皮画映入眼帘，构图饱满，色彩鲜明，虚实
相间，或气势磅礴或曲婉灵动。

虹桥一小校长王静表示，为构建多样
化课程，满足学生成长需要，学校多年来
积极引进非遗拓展课，并进入校本课，保
证非遗传承人的归属感。在儿童成长关
键时间节点，通过兴趣培养进行非遗传承
民族、文化教育，是一个学校、一位老师的
育人职责和任务。

“跟随着唐老师的课程，学生们也走
出学校参观非遗中心，作品还在‘尔滨’冰
雪游非遗周中进行了展出。”哈尔滨市第
五十五中学党委书记孙凤君说，目前，该
校打造了非遗中心，优秀作品还作为伴手
礼赠送来访友人。

与唐德滨一样，我省工艺美术大师、
麦秸画省级非遗传承人李宝霞也穿梭在
上课路上。

从2015年开始，李宝霞陆续走进哈尔
滨商业大学、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花园
小学、团结小学等校园，根据不同年级设
置麦秸画非遗课内容。例如小学初阶以

材料包形式的剪贴画为主，并通过节庆时
令节点拓展中国传统文化；大学阶段则注
重麦秸画原材料制作，通过煮熨染烫等10
余个环节开启创新创意空间，守正创新。

走出象牙塔，每一位龙江非遗传承人
对自己传承的文化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他
们迫切希望非遗技艺能够长久地传承下
去，并将非遗文化传承作为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

杨双艳是同江市临江镇人，早在15年
前，爱好剪纸的她偶然接触到赫哲族鱼皮
画技艺。十多年来，悟性极高的她不断创
新鱼皮画技艺，并建立鱼皮工艺制作合作
社，培训学员，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截
至目前，杨双艳培训的学员已超2000人。

我省工艺美术大师傅清超退休后，全
职在家乡海伦市从事满族剪纸创作。为
传承剪纸艺术，她办起剪纸培训班，让300
余名当地农民拥有一技之长，每周坚持在
当地两所小学传授技艺，让剪纸艺术“从
娃娃抓起”。

黑龙江省满绣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佳欣，自幼跟随姑母学习满族传统刺
绣，兼修美术，并于 2020 年成立满绣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近年来袁佳欣免费培训
手工刺绣技艺人才万余人以上，让满绣文
化得以传承。

从“头”打造非遗人才成长链

□张璐璐 王语嫣
本报记者 张磊

巍巍兴安，莽莽林海，在大兴安
岭森林深处，矗立着这样一座孤独的
瞭望塔，它是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加格
达奇林业局葫芦岛林场施业区内的
三座瞭望塔之一——塔 13。这座
塔，不仅是观察火情的制高点，更是
一个人九年如一日默默坚守的见
证。寒来暑往，塔 13 瞭望塔塔长夏
波，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山林，在
这山和塔之间讲述着森林守望者的
故事。

“有些事，你不做，我不做，那就
没人去做了。”夏波在采访中说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夏波
的日常。天刚蒙蒙亮，夏波抄起一件
印着“森林之眼”字样的红色工作服
出门，准备开始一天的瞭望工作。早
晨 7 时许，夏波站在塔顶，向加格达
奇林业局防火指挥部报告值班人员
情况，准备完成频率一小时一次的调
塔工作。他俯瞰着脚下这片森林，捕
捉异常，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发生火
情的苗头。

“当天上午 9 时 45 分，我在瞭望
时发现东北方向有烟雾出现，遂立刻
向上报告传达火情。”2016 年 5 月 7
日，夏波成功阻止了一场火情的蔓
延。同年，夏波获得了加林局先进个
人的荣誉称号。“其实这都是我的分
内职责，但沉甸甸的荣誉让我更深刻
地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
量。”夏波说。

孤独难耐，却习得了苦中作乐。
塔，是夏波的工作站，也是他的观景

台，更是他与森林对话的媒介。夏波
常说：“这座塔，就是我的另一个家，
这个家中虽苦却有乐。”寥寥话语透
露着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这片森林就像孩子一样，我看
着它一天天成长，怎能不竭尽全力去
保护它呢？”夏波诚挚的话语让记者
动容，这片森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
充满生命力的天地，有着比外界更鲜
活的四季枯荣。

“这一片是白桦，那一片是柞
树……”每一个春夏的脚步，夏波的
感受最为直观，这是大自然独独赐予

“守护者”最美的一场“生机”盛宴，是
远离城市的“森林繁华”。

塔上的风很大，这风声亦是独属
于瞭望员的“尘世喧嚣”。“24米高的
瞭望塔，在克服登高的恐惧后，更紧
张的是在三四平方米大小的塔楼里
摇摇晃晃。当风力达到六七级时，塔
楼摇晃幅度可达半米。”夏波也曾动
摇过，“但现在，我感受到的只是我眼
中的林海和时时呼啸的风，有它们陪
伴，我并不寂寞。”

“夏塔长是我们林场的骄傲。”葫
芦岛林场科长周树森说。“今年 3 月
15 日瞭望员住进了 60 平方米的新
屋，我们希望他们过得舒适些、方便
些。”记者来到往年夏波住的旧舍，这
间一眼望尽的小屋不到 20 平方米，
夏波与搭档徐宽革在旧屋内生活时
常有“摩肩接踵”的无奈情况。

九年如一日的专注坚守并非易
事，时间会见证一切。一塔、一人、
一片林，他们最早迎接朝阳，最晚告
别晚霞，在山和塔之间演绎着深情
守望。

绿色守望者：一塔一人一片林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近日，
在黑河市爱辉区辖区的黑龙江
公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
类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黄胸鹀
（俗称“禾花雀”）。

黄胸鹀属于小型鸣禽，体长
14 厘米~15 厘米左右，长相与麻
雀类似，额、头顶、头侧、颏及上
喉都是黑色，翕及尾上覆羽栗褐
色，上体余部栗色，中覆羽白色，
形成非常明显的白斑，颈胸部横

贯栗褐色带，尾下覆羽几纯白，
下体余部鲜黄色。栖息于低山
丘陵和开阔平原地带的灌丛、草
甸、草地和林缘地带。2017 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黄胸鹀的
评级从“濒危”升为“极危”。
2021年，我国将黄胸鹀升级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黄胸鹀在枝头鸣唱。
图片由黑龙江公别拉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

黄胸鹀 林间鸣

本报讯（记者蔡韬）一根网线、一
台终端、一块屏幕，迅速构建起覆盖
鸡西市“线上+线下”诉源治理解纷
新模式。近日，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龙法和”终端机铺设到鸡西市人
社局等 14 家“总对总”合作单位，全
部进入实质化运行。

“龙法和”云法庭是省高院利用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统一规划建设，
以“一个码”（微信二维码）“一中心”
（诉源治理指挥中心）“一张网”（矛盾
纠纷调解网络）整体架构，实现社会
矛盾纠纷从申请、化解、调解、司法确
认到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
等全流程在线办理的具有辖区法院
特色的诉源治理工作品牌。

据了解，今年 2 月，鸡西中院依
托省高院开发的“龙法和”云法庭，成
立鸡西法院诉源治理指挥中心，整体
嵌入鸡西市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矛
调中心，构建起“3+3+X”非诉讼纠
纷闭环调解网络。与鸡西市委政法
委联合出台《关于诉源治理网格化联
动工作方案》，全市103家调解组织、
588 家基层治理单位、241 名调解员
进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161名基层
法官入驻 77 个社区、459 个村屯和
3767 个网格，鸡西市中院与市级 14
家单位形成“总对总”多元解纷共建
机制。截至目前，通过“总对总”框架
下的联动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1183
件，占诉前调解纠纷总量的20%。

鸡西诉源治理实现数字化全覆盖

□文/摄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太方便了！从江北到江南，既可以
乘公交也可以坐地铁，自驾还有多条跨
江通道，现在的哈尔滨新区已经拥有了
一流的交通条件。”谈及哈尔滨新区交通
路网的变化，市民张先生赞不绝口。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时空动脉，也是
城市功能的布局延伸。近年来，哈尔滨
新区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交通
网络密度、畅通度不断提升，四通八达的
交通路网不仅助推区域经济飞速发展，
也让市民、游客出行更方便，生活变得更
美好。

2025 年，哈尔滨将迎来亚冬盛会。
今年哈市将重点推进亚冬会出行保障、
公共交通便捷惠民等项目，给中外宾客
提供更好的出行环境，展现哈尔滨的城
市风采。

傍晚的哈尔滨东三环快速路，车流
不息，霓虹闪烁。作为连接哈尔滨江南
江北的交通枢纽，东三环快速路上每晚
跳动穿梭的灯火，已成为映射“南北互
动”进程中日新月异的微个体。

哈尔滨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多的居民在江南工作、在江北居
住。为此，哈尔滨市加大跨江通道建设，
去年 10 月，哈尔滨东三环快速路项目通
车，架起了城市东部地区新的跨江干道
系统，更开启了城市跨江发展的新通
道。“东三环快速路开通后，从香坊去哈
尔滨新区比以前要节省15分钟以上的车
程。”家住香坊区的市民黄先生开心地
说。

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用桥也是哈尔
滨东部地区一条跨江干道。“我们是做果
蔬交易的批发市场，不论线上线下，交通
便利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有
了滨北线公铁两用桥，过江路更畅通了，
业户们的生意更好做了。”江北润恒大市
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市已建

成东三环快速路、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
用桥、四方台大桥、松花江公路大桥、松
浦大桥、绕城高速东线跨江桥、阳明滩大
桥7条跨江通道。“这些跨江通道的建成，
带动了周边物流、房地产、旅游以及落户
新区的众多产业快速发展，为新区发展
驶入快车道起到极大助推作用。”哈尔滨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哈尔滨新区
路网不断完善，形成了强大的引导力量，
将人们从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引向哈尔滨
新区，将分散在主城区的企业引聚到哈
尔滨新区，进一步形成了吸引外来投资
者的产业生态环境。哈尔滨的空间布局
更加合理，城市发展更具竞争力。

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车干净舒适，赏
心悦目；一条条公交线路纵横交织，惠民
利民……为方便百姓公交出行，哈市加
大哈尔滨新区公交规划建设发展力度，

按照“增站点、开线路、填空白”的思路，
通过开辟、调整、延伸、拆分等措施全面
优化新区公交线网。

除了调整延伸公交线网外，为了更
好地服务新区百姓，哈市不断创新公交
服务模式，先后开通商务公交、微公交、
环线公交、旅游观光巴士等，助力新区百
姓快捷出行。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方便更多的
百姓出行，目前，哈尔滨新区公交线路数
量已由10余条扩展至现在的50余条。

5 月 27 日 7 时 30 分，家住哈尔滨新
区水木清华小区的赵女士吃完早餐，走
进龙川路地铁站，坐上2号线去往江南方
向。“2 号线没开通前，上班需要倒公交，
时间紧，大多时候顾不上吃早饭。自从2
号线开通后，上班地铁直达，通勤时间至
少缩短半小时，感觉挺幸福的。”赵女士

说。哈尔滨地铁 2号线作为连接江南老
城区和江北哈尔滨新区最便捷高效的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辐射人口超过百万，江
南江北产生“同城效应”，让快速发展的
哈尔滨新区更具投资吸引力。

地铁 2 号线不但方便了新区居民的
出行，也带动了区域旅游发展，地铁 2号
线一期途经太阳岛、冰雪大世界等多处
哈尔滨旅游打卡地。

哈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方便百姓出行，哈尔滨加大地铁与公
交接驳力度。目前，哈尔滨地铁2号线沿
线所有站点100米内均有公交站点衔接，
公共交通与轨道交通接驳线路近百条
次。下一步，行业管理部门还将对这些
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形成地铁同公交
互为接驳的崭新交通格局，哈尔滨新区
发展将会再次提速。

哈尔滨：构筑便捷交通网 铺就发展快车道

6 月 3 日，哈尔滨市道外
区南三道街，游人纷纷从彩
绘后的井盖旁走过。据了
解，这条街道上的数十个“马
葫芦”井盖都进行了彩绘，彩绘的主题包
括亚冬会、低碳环保、卡通人物、百年老建
筑、动物、山水画等。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彩绘井盖彩绘井盖
扮美老街扮美老街

本报3日讯（于洋 记者董新英）
3 日，肇东市 2024 年度“市委书记进
校园”专项引才活动东北农业大学
专场宣讲推介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
行。肇东市的11家市直部门和12家
企业参加此次活动。此次招聘活动
中，肇东市 23 个企事业单位向学生
们提供 173 个就业岗位，仅当日上
午，肇东市就现场意向签约全日制
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64 人，解答学生
咨询200多人次。

此次活动中，东北农业大学招
生就业处处长宋跃芬和肇东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周海波分别代表校
市双方签署《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协
议》；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党委副
书记钱芳与大庄园肉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集团人资高级总监
李国际签署了《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意向书》。

在招聘现场，东北农业大学的
优秀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和求
职意向，与肇东各企事业单位积极

对接，了解岗位需求，招聘单位就招
聘相关具体事项进行了耐心细致解
答。

东北农业大学学生徐梓赫说：
“我是食品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通过
肇东市此次人才引进宣讲会，我重
新认识了肇东，更加了解了肇东，也
更加坚定留在肇东工作就业的想
法。”东北农业大学学生姚响乐说：

“作为一个外地人，此次参加招聘会
让我感受到了肇东的魅力，不光是
交通条件上的便利，还有自然资源
上的优势，我也制定了去肇东发展
的初步计划。”

“此次活动，我们公司有幸走进
东北农业大学校园，与东北农业大
学应届的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
我们将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实训、就
业的岗位，将招聘农学类、技术服务
类优秀毕业生，为企业后续发展储
备人才，提高企业技术竞争力。”黑
龙江大粮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金明说。

肇东“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活动走进东北农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