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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桂华

黑河，是郑秦功生长的地方。2002
年，他离开边城外出求学。7年后，增长了
学识、开阔了视野的他毅然选择回到家
乡。转瞬间，他已投身家乡建设十五载，
从驻村第一书记，到负责城市规划体验馆
陈改项目，再到牵头申报国家智慧城市时
空大数据平台试点城市建设，每一步坚实
的脚印都是对家乡的责任和守护，他用青
春绘就了亮丽的画卷。

2015 年 10 月，时为黑河市城乡规划
局工程师的郑秦功，作为优秀青年干部，
被选派到逊克县松树沟乡北镇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
在田间地头，他边干边向农户学习种

田技能，拉近彼此距离；在农户炕头，他向
村民宣讲惠农政策，倾听百姓心声。2016
年春季森林防火期，他与村民同吃同住在
防火一线，连续 20多个日夜奋战，确保村
民生命财产安全。夏季出现连续降雨，导
致逊别拉河河水出槽，全村 70%土地被
淹，他与村民一起排水修渠，共渡难关。

郑秦功认为，一个村就像一个家，干

净整洁，才能心情好畅。已经坏掉的46盏
路灯，在他的争取下进行了维修，夜晚村
民纷纷走出家门扭起了秧歌。他组织修
建了4000延长米的铁围栏，使村屯环境更
加整齐。村里40栋泥草房存在安全隐患，
他联系了市住建局进行了改造。村边的
田间路损坏严重，他带领着村民仅用半个
月的时间就修整了8000多米的田间路。

北镇村村民多年种植玉米，由于收购
价格偏低，村民收入大幅缩水。为解决这
一问题，郑秦功带领村民外出考察，鼓励
村民多种大豆，由村里牵头开展大豆精选
项目。在他的争取下，2016年，总投资300
余万元的扶贫产业项目大豆精选厂在北
镇村安家落户。北镇村有了自己的支柱
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2018年，结束
驻村工作时，市县三级党委都给予了郑秦
功“优秀”的评定。

2020年 6月，黑河市决定对市城市规
划体验馆进行改陈，要求 8 月 10 日前完
成，保证在旅发大会期间对外开放。此
时，郑秦功已随市城乡规划局合并到市自
然资源局，体验馆改陈的重任落到了他的
肩上。

工期仅有 40 多天，时间紧、任务重。
郑秦功创新提出了“工程延续原有设计
风格，对今日黑河、规划中的黑河两大模
块进行改陈，充分体现自然资源要素，融
入地、矿、资源等元素”的方案。他全程
参与了项目设计、施工、验收，不仅为项
目实施节约了大量时间，还为项目建设
节约了大量的资金。40 多个日夜，郑秦
功与技术团队一起工作到深夜，晚上就
住在施工现场。

2021 年，黑河新型智慧城市一期工
程建设成果正式投用。身为市自然资源
局调查测绘科副科长的郑秦功发现，智
慧城市一期建设存在数据不详实、覆盖
不全面的问题，而自然资源管理又面临
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的新形势。
于是，他积极谋划，持续对接黑龙江测绘
地理信息局、黑河市大数据中心，经过无
数个不眠夜，他心中有了一个个清晰的
改进方案。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市自然资源局
支持下，郑秦功提出了国家智慧城市时空
大数据平台试点项目申请。经过两年的
不懈努力，2023 年 9 月，黑河获批当年自
然资源部全国唯一智慧城市试点。作为
项目实施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负责项目
整体设计，郑秦功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一
重担。

对标批复文件和试点要求，他联合省
测绘局有关专家，向全市十余个部门调研
征集意见建议，反复比对研讨建设方案，
逐项核对技术指标参数、论证项目实施可
行性，最终换来广泛认可：经过近3个月细
心打磨，他牵头编制的项目设计书经过两
轮评审，专家对项目方案给予高度评价，
项目由此正式进入实施阶段。项目将实
现爱辉区到黑河全域、平面到立体、静态
到动态、回溯到即时、场景到应用的重大
转变，为全域全行业提供应用服务，激发
城市发展新活力。

用青春书写别样的人生答卷

□张皓然 张泽宇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龙江森工鹤北局公司食药菌蔬示范
基地有一样“拿手作物”——赤松茸。眼
下，这里的赤松茸迎来了采收旺季。大棚
内，一簇簇胖墩墩的赤松茸破土而出，菌
香扑面而来，成熟的赤松茸肥硕饱满，色
泽透亮诱人。工作人员穿梭在大棚内，轻
轻扭动赤松茸的根部，小心摘下并整齐摆
放在身旁的篮子里，一派生机盎然的忙碌
景象。

因市场反响极好，今年鹤北局公司扩
大了赤松茸的种植规模，在去年 30栋大
棚的基础上，新建了36栋大棚。

“赤松茸的外形、口感和营养价值都
和野生松茸非常相似，产量更高且价格适
宜，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鹤北
局公司多种经营分公司副经理于洋介绍，

“赤松茸主要通过龙江森工集团所属森林
食品集团开发的线上销售平台‘森林甄选’
进行推广，并进入连锁超市、批发市场等，
远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截至目前，鹤北局公司食药菌蔬试验
示范基地共建设大棚107栋，其中菌蔬大棚
98栋，育苗大棚1栋，冬暖大棚8栋，是集森
林果蔬、食用菌生产、观光采摘、示范、科研
实践为一体的智能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
代化示范园区，极大地带动公司周边区域
的产业发展，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

赤松茸迎采收旺季

本报讯（记者刘瑞）为迎接即
将到来的第九届亚冬会，哈尔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城市品
质提升九大行动和亚冬会城市侧
保障项目实施任务清单，以“办好
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为总体目
标，通过一系列项目改善民生。
其中，10 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将
进行新建、扩建，推进教育设施配
套完善。

阿城区第八幼儿园位于金福
路与东环大街交叉口东北角，预计
2024 年 11 月开工建设；阿城区第
八中学项目位于阿城区金溪路东
侧、第三幼儿园南侧，预计 2024年
8月完工；双城区堡旭小学新建校
舍项目位于双城区金府苐小区北
侧，预计 2025年 6月完工，2025年
9月开始招生；虹桥中学扩建项目

位于南岗区南直路、淮河东路、海
河东路合围区域，预计 12 月开工
建设；绥化路学校扩建项目位于南
岗区绥化路、中兴左街、伊春路、南
兴街合围区域，预计 2024年 12月
开工建设；学府学校扩建项目位于
南岗区健兴路、南昌路、跃兴街、征
仪路合围区域，预计 2024年 12月
开工建设；群力实验小学扩建项目
位于群力第二大道 300号，群力第
二大道与兴江路交汇处，预计
2024 年 10 月中旬开工建设；融江
路学校项目位于道里区四方台大
道与融江路交口，预计 2024 年 11
月完工；松乐学校项目位于香坊区
松乐街北，预计 2024年底完工；长
江路学校位于香坊区闽江路与香
坊南北路交口附近，预计年内投入
使用。

哈尔滨将新建扩建10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融江路学校效果图。 图片由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上接第一版）今年 6 月 1 日，
提质升级后的明月岛又将齐齐哈
尔人的独家记忆具象化了。当“停
摆”11 年的明月岛小火车再次鸣笛
启航，“80 后”赵杨坐在小火车上，
那种熟悉的满足感瞬间把她拉回
到童年。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我心。”
其实，齐齐哈尔人与明月岛，是相
互成就的。

明月岛风景区已有近百年历
史。1925 年，岛上建起了四座呈菱
形 分 布 的 庙 宇 ，称 为“ 万 寿 寺 ”。
1981 年，齐齐哈尔市政府决定在万
寿寺一带，开辟新的旅游景区，也
就是如今的明月岛风景区。

有专家曾撰文，提到齐齐哈尔
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明月岛的往
事：“市区几个中直企业及省直企
业出人、出力。明月岛四周堤坝及
防护林带，都是他们通过公益劳动
建设起来的。市城建局所属多个
单位，组织施工队伍到大庆等地承
包工程，每年都为明月岛筹集了一
些建设资金。”

齐齐哈尔人的团结精神、奉献
精神和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在
明月岛景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

1984 年，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
陈雷来到岛上视察，被岛上秀丽自
然风光所吸引，信笔题字，为此岛
命名“明月岛”，与哈尔滨太阳岛相
呼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明月
岛团建、郊游、聚餐，是鹤城人最时
髦的休闲娱乐方式。齐齐哈尔文
史专家张守生回忆，年轻时“背着
烤锅去明月岛烤肉，在江水里游泳
后上岸撸串，是再舒爽不过的事
情。”

自然之美与历史底蕴的交融

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
一樽。明月岛之美，不仅在于其清
幽雅致、天然成趣的自然风光，更在
于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6 月的明月岛，草木葱茏、柳绿
花繁，处处洋溢着治愈美学，更让人
想起“从前慢”的时光。“真没想到齐
齐哈尔还有这么迷人的地方，快让
人‘哈’不出来了，完全是阿勒泰齐
齐哈尔分‘泰’。”初见明月岛，哈尔
滨市民李珍给出的评价是“惊艳”。

正 午 ，在 观 光 小 火 车 的 始 发
站——明月岛站前，数十名游人在
枝繁叶茂的古桑树下遮阴避暑。这
株古桑树，树龄有 150 年，见证着明
月岛的历史变迁。岛上多古树，保
留了许多原始生态风貌，仅植物就
有 400余种。

明月岛不仅是植物的王国，更
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生命在岛上彼
此凝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景区
工作人员李岩介绍，岛上有狗獾、野
兔、麝气鼠等十几种哺乳动物，还有
江鸥、灰鹤、灰喜鹊等鸟类。“这几年
候鸟迁徙季，有白鹤、白头鹤、白枕
鹤在岛上停留。近期，还有火红色
的狐狸在岛上现身。”

行走在明月岛，可以沉浸在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享受中。
厚重的历史感和别有韵味的古建
筑，北国风光的粗犷豪迈、江南园林
的秀丽典雅，在这里交融、激荡。

明月岛景区大开发时，岛上的

万善寺已破旧不堪。1982年和 1983
年，景区外请南方专业团队对寺庙
修缮。修复一新的万善寺，古香古
色。后来，在岛内陆续修建了一些
楼、台、亭、阁，都保持了古朴、典雅
的建筑风貌。

坐落在明月岛中心部位的黑龙
江将军府，是游客的必打卡点之
一。黑龙江将军府有 300 多年的历
史，它像卷长长的史册，浓缩了清代
黑龙江的历史，记载了华夏儿女保
家卫国、开发建设边陲的厚重历
史。目前，景区已将黑龙江将军府
申遗提上日程。

明月代表着诗意与神秘。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明月岛诗会的召开，
大大提高了明月岛在国内的知名
度。我省作家贾宏图称赞明月岛诗
会：“弘扬了地方文化，扶植了一批
年轻诗人，繁荣了整个黑龙江的诗
歌创作。”

老景区时尚突围
打造超级文旅IP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从
人迹罕至的荒岛，到城市文旅新名
片，明月岛风景区的发展变迁，是
鹤城人凝心聚力推动文旅业蓬勃
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到码头就感觉明月岛大变
样了。”已经 20 年未登岛的鹤城市
民刘树海用“翻天覆地”四个字，形
容改造升级后的明月岛。

明月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
销部部长暴深在景区工作 19 年，见
证着景区的发展。“我小时候，岛上
都是土路。2005 年我入职后，岛上
建成大型国际会议中心，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2006 年晋升为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区。近年来，景区建了
游乐场和骑马场，游乐项目越来越
多。”

暴深介绍，为迎接第六届黑龙
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景区今年
再次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从基础
设施、生态环境改善等多点发力，
拿出真情与创意“宠粉”。

记者看到，岛上打造出的百亩
明月花海、松柳映月和咏月长廊等
独具特色的景观，“很能打”。特别
是 500 米“咏月诗词长廊”，让“历
史”与“时尚”无缝衔接。黑龙江将
军府“上新”多媒体沉浸式空间，更
是运用酷炫的科技再现了卜奎城
的历史及黑龙江将军抵御外侵的
辉煌篇章，令游客们连连点赞。

黑龙江鹤城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介绍，
2023 年该集团接手明月岛风景区
后，不断盘活景区资源，拓展新业
态，并对景区发展做了远景规划，
不断实现老景区的时尚破圈。

“今年‘尔滨’火了，给了齐齐
哈尔文旅人巨大的信心和动力。”
王新表示，今夏，明月岛风景区将
充分利用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以
文化创意为切入点，通过旅拍、换
装等形式，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
景。唱响“花火音乐节”，引爆夏日
最燃点。同时以 3 万平方米的露营
基地为依托，通过传播烧烤文化等
地方特色文化，为鹤城“夜经济”再
添一把火。与国内头部文旅企业
强强合作，力争把景区打造成为独
具魅力的文旅超级 IP。

明月岛：百年老景区时尚破圈

□本报记者 唐海兵

昔日荒山秃岭风剥地，今朝
绿树成荫粮满仓。齐齐哈尔市
地处“三北”工程科尔沁沙地歼
灭战片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关
键性地带。自 1978 年纳入“三
北”工程以来，齐齐哈尔市持续
加大造林攻坚力度，全力推进防
沙治沙，着力解决区域重点生态
问题，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工程
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达 420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不足
1%提高到 7.78%，沙化土地面积
减少 47.1 万亩，为维护生态安
全、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 17日，值第 30个世界防
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之际，记者深
入齐齐哈尔市各县实地踏查，记
录我省绿进沙退、沙田生金的“三
北”工程生动实践。

赤松茸破土而出。 本报记者 李健摄

泰来：人心齐风沙移

“进了泰来府，先吃二两土。”这是泰
来县曾经口口相传的一句顺口溜。

如今，农田连成片、绿树排成行，黄沙
漫天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6月初，走进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一
户一片田的庄园式农田显得格外整齐，远
远望去，农户们穿梭在绿油油的田地中，
和谐而宁静。

尚世伟是泰来县塔子城镇人，2000年，
16岁的他跟随父亲举家搬迁到江桥蒙古族
镇。在他的记忆中，新家除了一间能住人
的房屋外，四周皆是茫茫的一片黄沙。

“后来，政府帮着盖房子、打水井、通
电，房子周边逐渐种起了防护林，全家人一
起开荒地、种农作物，慢慢树越来越多了，
设施更便利了，土壤质量也好了，家周围也
从黄绿相间变成满眼绿色。”尚世伟说。

如今，尚世伟除了自家的 100亩庄园
农田外，还承包了隔壁的两个庄园，成为
了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提起自家现在
的生活，尚世伟黝黑的脸上满是笑意。

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镇长刘亚东介
绍，1992 年泰来县被列为全国 20 个防沙
治沙重点县之一，沙化面积占县域总幅
员的 63%，全县有 80%的人口生活在沙带
上。为此，泰来县积极探索，逐步发展出

“庄园式治沙造林模式”，通过鼓励农户
在集中连片的沙地上栽植防风固沙林
网，把家搬进林网内从事农牧生产生活，
形成了外有绿色屏障、内有种养结合的
庄园式治沙新模式，该模式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誉为世界上两个最成功的庄园治

沙模式之一。
除“庄园式治沙造林模式”外，泰来县

还逐步探索出“半干旱沙区低密度造林模
式”“全封闭治沙模式”等成功治沙模式。

从扬尘漫天到绿荫蔽日，泰来县2014
年至 2021 年连续 8 年荣获全省植树造林
绿化先进单位，多次荣获全国防沙治沙先
进集体等荣誉。

拜泉：种好防护林护佑黑土地

借着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通乡公
路宽阔笔直，道路两侧的树木郁郁葱葱，
一道道防护林把农田紧紧环抱其中，俨然
黑土地上的绿色卫士。

但若是退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里
也曾狂风肆虐、黄沙漫天。

拜泉县地处小兴安岭余脉与松嫩平
原的过渡地带，1978年时，拜泉县森林覆
盖率只有3.7%，粮食亩产不足百斤。

自“三北”工程开展以来，拜泉县实施
以植树造林、治沟治坡为主的“生态农业”
发展战略，探索构建针阔混交、乔灌一体、
多林种、多树种、网带片的特色防护林体
系。在丘陵区以营造水土保持林为主，大
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在平原区营造农
田防护“接班林”，边伐边造、建设高效针
阔复合林带。

拜泉县林草局副局长张新宇介绍，“接
班林”是指在栽种防护林的时候，栽种两个
树种。树木都有一定的生长周期，一旦进
入过熟期，就会因为自然老化减弱防护效
果，为防止单林带更新时农田出现防护空
窗期，所以选取了成熟年限不同的树种进
行双林带种植，对农田进行“接班”防护。

“你看那边，翠绿色的是杨树，墨绿色
的是樟子松。通常杨树的成熟年限是 20
年左右，过熟后它会自然老化，防护效能
就降低了。但樟子松的年限却可以达到
60年，这样就能保证在杨树因为过熟被伐
掉后，还能给新的防护林足够生长时间。”
张新宇说。

据介绍，“三北”工程实施以来，拜泉
县 共 建 设 防 护 林 11043 条 ，农 田 林 网
10629个，“接班林”11000条，农田林网化
率达到 100%。截至 2023 年末，拜泉县累
计造林 112万亩，全县森林活立木蓄积量
达843万立方米。

随着“三北”工程生态效益的显现，拜
泉县的粮食产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1978年，全县粮食产量仅6.5亿斤；
2010 年以来，连续 14 年粮食产量超过 14
亿斤；2023年粮食产量达15.5亿斤。拜泉
县先后多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甘南：谱写生态曲唱响“绿富”歌

既要披绿也要效益，已成为防沙治沙
人的共识。

走进甘南县蓝靛果种植基地，紫色的
果实密密麻麻地镶嵌在绿叶间。

“蓝靛果在中性和微酸性土壤中均能
正常生长，对土壤要求不高，还有防风固
沙的功效。”甘南县林草局林下产业办公
室负责人杨金龙介绍，多年来，甘南县林
草局结合县域地理气候以及民间特色林
果种植基础，将林果产业确定为甘南县发
展林下经济与防沙治沙有效转换的支柱
产业。

从通过实施菜园奖补政策吸引农民

庭院试验试种，到扩大规模建设示范基
地，再到招商引资形成产业链条，甘南县
不断做大做实绿色治沙产业。

在与蓝靛果基地相距不远的甘南林
场桑树基地，5000亩桑树也在发挥着防风
固沙与经济效益比翼齐飞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全县参与庭院种植林果
的有 3684 户，总计 3590 亩。建成了甘南
镇蓝靛果示范果园、甘南林场桑树基地、
宝山乡宝发村昌盛林果产业示范园、东阳
镇同盟村树莓基地四个高标准林果示范
基地。2022年新建了 5个示范果园，总面
积累计达6054亩。

“我们的蓝靛果在盛果期亩产可达
1300 斤，亩效益可达 5000 元。桑葚产业
已发展成为集桑果品种选育、产业化加
工、休闲采摘旅游于一体的综合示范体，
年加工桑树原料25吨，实现年产值500万
元。树莓产业盛果期亩产可达3000斤，村
民增收近400万元，出口创汇达到50余万
美元……”算起林果的经济账，杨金龙滔
滔不绝。

治沙有道，沙田生金。如今，甘南县
的绿色治沙产业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林场兴、百姓富、生态
美在甘南大地铺展开来。

无论是泰来、拜泉或是甘南，都是我
省“三北”工程实践中的生动一笔，是无数
防沙治沙典型案例的缩影。防沙治沙，驰
而不息；生态建设，久久为功。随着“三
北”六期工程的打响，龙江大地上的扩绿
脚步更加铿锵。

甘南县蓝靛果种植基地甘南县蓝靛果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春雷张春雷摄摄

绿进黄沙退 沙田巧生金

从齐齐哈尔看龙江“三北”工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