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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坤 本报记者 潘宏宇

付占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桦树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黑龙江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饶河
县四排赫哲族乡文化站站长。

近日，记者在饶河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桦树皮制作技艺传习基地见
到了付占祥，他正在教授学员翻译赫哲
族语言。

皮肤黝黑，精力充沛，他拥有赫哲族
人特征明显的细挑眼睛和高高的颧骨。

付占祥出生在同江，1982年来到饶
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他被这里的民族文
化印迹所深深吸引。

桦树的外层皮有韧性，赫哲族用桦
树皮做船、帽子、盒子、箱子。这种制作
工艺伴随着赫哲族生产生活而产生。桦
树皮制作的船轻便，方便下河捕鱼，成为
他们捕鱼工具的一部分。

“用桦树皮制作的东西在以前不是
艺术品，都是些生产生活用的物品。”付
占祥说，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他遇到
了赫哲族民间老艺人尤连仲，当时在他
家里有很多生活用品都是用桦树皮做
的，如装旱烟和针线的笸箩、养花的花
盆、喝水用的水杯等。

从那时起，付占祥一有空就去尤连
仲家，帮着扒桦树皮同时还干点零活，后
来慢慢开始跟尤连仲学习桦树皮工艺制
作技艺。

付占祥在继承赫哲族古老的桦树皮
制作工艺技法的基础上，将传统工艺的
简单粗糙部分精美化、多样化，同时又发
展和研制了各种新型桦树皮制品，逐渐
成为远近闻名的桦树皮技艺能手。

“赫哲族最早没有桦树皮画，现在看
到的画是由赫哲族类似的其他产品演变
而来的。”付占祥说，桦树皮画是将桦树
皮和剪纸结合演变而来的。他在1990年

就敏锐地感受到传统的桦树皮制品正在
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尝
试用桦树皮制作桦树皮画。”从一开始尝
试用单层桦树皮贴出“平面画”，到如今
用多层桦树皮叠加制作而成“立体画”。
几十年来，付占祥和他的徒弟们从未停
下创新的脚步。他们创新发展出的桦树
皮刻画、烫画等工艺，丰富了桦树皮制作
技艺的呈现方式和作品类型。

在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路上，除
了技艺的不断创新发展，传承环境的优
化也让付占祥感触颇深。在桦树皮制作
技艺保护单位省饶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的支持下，饶河县建立了桦树
皮制作技艺传习基地，付占祥每月都会
在此进行技艺讲座。如今，除了付占祥，
饶河县还涌现出了桦树皮制作技艺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 1 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10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

亲身经历了桦树皮制作技艺之路越

走越宽，付占祥说：“我希望带领更多的
传承人把作品做得越来越好，让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美好。”

几十年来，付占祥不仅继承了赫哲
族桦树皮工艺传统，还研习赫哲族服饰、
被褥上各种云纹、花草、蝴蝶等几何图
案，以及妇女用彩线刺绣的精美花纹、图
案等，并对赫哲族民歌、舞蹈等艺术形式
作了研究，力求将本民族的审美群体意
识糅合进桦树皮工艺的创作。他不断创
新，分别制作了反映本民族生产、生活特
点的《赫哲婚俗》《赫哲狩猎》《冬季捕鱼》
等系列作品。

付占祥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是赫哲族“嫁令
阔”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他都多次
走进校园，开展赫哲族“嫁令阔”传习进
校园活动，传承和宣传饶河本土民间文
化，让饶河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孩子们心
里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传统技艺焕新生
访桦树皮制作技艺传承人付占祥

本报讯（记者刘艳）日前，由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哈尔滨
盛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车友会集
群联盟、六六房车俱乐部协办的第二十
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自驾房车
集散地开营仪式在梦想大舞台举行。

作为本届啤酒节的重要业态，自驾
房车集散地吸引了来自海南、江苏、四川
等十余个省市的百余辆房车，共计 200
余位自驾车友齐聚冰城。

开营仪式结束后，车友们回到自驾
房车集散地进行水电补给、生火做饭，与

隔壁的车友聚餐、看露天电影等。
据介绍，自驾房车集散地占地面积

19500平方米，规划50个露营车位，配置
了帐篷营位、天幕帐篷、公共卫生间、游
客服务中心、多功能屋、公共活动广场、
汽车影院、公共卫浴中心等设施，区域内

还有免费WIFI覆盖，全方位满足自驾车
友们的生活和娱乐需求，让大家尽享啤
酒节欢乐，充分领略哈尔滨的独特魅力。

在房车营地开心聚餐。
图片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自驾房车集散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自驾房车集散地

□本报记者 孙铭阳

初次见到金长鹏，是在建龙北满
特殊钢有限公司一炼钢厂的炼钢作
业区。刚刚结束夜班的他仍旧很有
精神头，在现场和记者讲起了他在炼
钢岗位18年来的故事。

2006 年，20 岁的金长鹏来到钢
厂，首先在岗位选择上犯了难。是去
炼钢，还是去工作环境更好的其他岗
位？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纠结，是因为
金长鹏的父亲和爷爷都是老炼钢
人。在炼钢岗位工作了一辈子的他
们，热爱这份工作，却也真心希望金
长鹏可以去到一个相对更安全、没那
么辛苦的岗位。

彼时的金长鹏年轻气盛，心里想
着，凭什么你们可以干却不让我干，
便在家人面前立下第一个小目标：5
年混出个人样儿。

转眼间，18年过去了。如今，金
长鹏已经成长为一炼钢厂炼钢作业
区的作业长，管理着一炼钢厂所有炼
钢炉的运行，手下有 23 个班组，144
名工人。“实际上，第 4年的时候，我
就当上了班长。虽然他们看起来还
是不满意我的工作，但每天的聊天，
已经逐渐从我听他们讲炼钢，转变到
他们听我讲炼钢了。”金长鹏说。

在采访过程中，恰逢有炼钢工人
路过，丢过来一句：“我们作业长可厉
害了，破纪录的小能手。”

说起破纪录，金长鹏至今已经获
得了 38 个破纪录的证书，有降本增
效的，也有突破生产的。说起印象最
深的一次破纪录，金长鹏说，那应该
是 2023年，转炉在 24小时炼钢 50炉
的记录。

“那天早上我7点钟来到厂里交
班，得知上一班 8小时炼出了 16炉，

我就开玩笑和交班的兄弟说，那我们
至少得炼17炉啊。”金长鹏回忆。大
家的热情就这样被点燃了，各道工序
的工人都铆足了劲。到交班的时候，
真的炼了17炉。压力给到了第三班
的同事们，大家都明白，如果这个班
次也能炼 17 炉，那就真的破生产纪
录了。

下了班，金长鹏回到家并没有休
息，而是一直看着手机。等到夜里
12点，第三班结束工作时，终于收到
了好消息：第三班不负众望也炼了
17炉，创下转炉日产50炉的新纪录。

第二天，当喜报张贴出来的时
候，很多人纷纷前去拍照打卡发朋友
圈。不仅是在一炼钢厂，整个建龙北
满特钢都掀起了浓厚的比学赶超的
氛围。

2021 年，第一炼钢厂炼钢作业
区乙大班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的
荣誉。“乙大班生产节奏稳定，团队凝
聚力强，学习能力强，交给他们的任
务，总是能高标准完成。”金长鹏说。

实际上，这正与金长鹏的日常工
作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
的带动下，乙大班根据自身班组特
色，坚持组织大家每天班后学习一小
时，为班员搭建横向学习和纵向提升
的平台：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讲解品
种、工艺、设备、实际操作等方面的专
业知识；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分
享工作中收获的经验；有针对性的组
织与建龙集团其他兄弟公司班员对
标交流，强化内部专业互动，解决现
场生产的共性问题……

如今，乙大班里很多人都已经成
为各个班组的班组长。

“肩上的担子重了，我要对员工
负责、对分厂负责、对企业负责，所以
必须激励着自己时刻进步，不敢有丝
毫懈怠。”金长鹏最后说。

炼钢人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22日讯（记者杨镭）22
日，由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策郎
体育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华体（黑
龙江）冰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的“奔跑吧·少年”2024 年黑龙江
省青少年田径精英训练营在齐齐
哈尔市兴十四村开营。

据介绍，该训练营师资专业顶
尖，精心设计了专业理论、专项训
练、体能训练、技术训练等方面的课

程。同时邀请了前亚洲纪录保持
者、曾担任国家田径队短跑项目主
教练的李涛，前全国纪录保持者、曾
担任国家田径队短跑项目教练员的
周伟，以及国家队体能训练中心主
任、培养多位奥运冠军的体能教练
王雄执教，他们将以丰富的教学经
验为训练营学员们提供专业且科学
的指导，倾力培养田径优秀后备人
才，帮助龙江田径再创佳绩。

青少年田径精英训练营开营

本报22日讯（记者孙海颖）
22 日，“冰球项目后备人才基地”
授牌仪式及冰球夏令营开营仪式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
启幕。

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授予
平房区金鹰冰球俱乐部“冰球项

目后备人才基地”称号，是对俱乐
部坚持多年为我国冰球事业培养
和输送人才的感谢和鼓励。授牌
仪式后，冰球夏令营宣布开营。
开球仪式后，教学比赛活动正式
开始，各界嘉宾、教练、学员及家
长们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冰球夏令营开营

□刘江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近日，随着气温的升高，粮食作物生
长已进入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易发
期。连日来，北大荒集团各地抓当前天气
晴好的有利时机，适时全面展开水稻飞机
航化作业，为水稻健康生长保驾护航。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勤得利分公司碧
绿的稻田上空，农用飞机往来穿梭，机身
两翼喷洒出的白色雾状药液，犹如甘霖一
般均匀地洒落到水稻叶面上，在五星山下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今年，勤得利分公司在农田作物夏管
阶段，及时开展飞机航化作业，利用两架
农用飞机对水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进
行全田防病健身促早熟，助力粮食丰产丰
收。

眼下正是水稻孕穗和防病的关键时
期，为有效防控病虫害，促进水稻健康生
长，勤得利分公司及早制定下发了农业生
产夏管工作方案及水稻病虫害防治预案，
全面做好水稻稻瘟病、纹枯病、细菌性褐
斑病等病害防治和促早熟工作。同时，充
分发挥飞机航化作业效率高、效果好、辐
射广、成本低的优势，科学制定航化工作
方案，做到统一时段、统一药剂、统一配
方、统一调度、统一标准，严防稻瘟病发

生，切实提高水稻品质和产量，增加种植
户的收益。

据悉，勤得利分公司飞机航化作业从
7 月 9 日开始，每日作业面积达 4.5 万亩，
预计半个月全面完成航化作业任务。

北大荒集团五大连池农场各农业生
产单位抓住玉米、大豆生长的关键时机，
充分发挥飞机航化作业载药量大、雾化
好、喷洒均匀等优势，为 15.92万亩玉米、

大豆等农作物喷施叶面大元素水溶肥及
防病、防虫、促早熟药剂，保证营养需求，
激发作物生长潜能，确保提质增产增收。

在航化作业中，五大连池农场采取统
一配方、统一供药、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的
方式，农场成立航化作业指挥中心，由农
业技术人员对航化用药配比、飞机调度、
航化作业路线等进行现场指导，为粮食丰
产丰收提供有力保障。

蓝天绿野间，载满了防病药物的农用
飞机风驰电掣般飞过，喷洒出雾状线条，
均匀覆盖在作物的叶面上。近日，北大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龙山分公司抢抓当
前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适时全面展开水
稻飞机航化作业。

据了解，飞机航化一个架次 20分钟~
30分钟就能够完成 800亩作物的防虫、杀
菌和喷洒叶面肥工作，单架飞机日作业量
高达1.5万~2万亩。“飞机航化作业时产生
的涡旋，让摆动的农作物叶片正反面都能
均匀附着药物，雾化效果比无人机作业
好。同时，统一作业可以节省时间和人
工，高质高效预防病虫害和补充作物生长
所需。”第十管理区副主任项义德说。

日前，在北大荒集团创业农场第一管
理区水稻田上空，一架农用飞机伴随着轰
鸣声呼啸而过，标志着创业农场正式拉开
了今年水稻“健身防病”的序幕。

据了解，今年创业农场飞机航化作
业共使用两架 AT-802、一架直升机，按
照每天 6万亩的进度对全场 58万亩水田
进行两次病害防控航化作业，保障水稻
叶片正反两面均匀受药，有效降低稻瘟
病和纹枯病的预防成本，控制水稻病害
发生率，实现水稻均衡增产促早熟，为
农业提质增效、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

“雄鹰”展翅洒“甘霖”
北大荒集团航化作业防病害促早熟

创业农场第一管理区水稻田上空，一架农用飞机正在喷洒药剂。 付卓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晨）20日，“第
二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惠民驻场
演出——传统折子戏专场赢得观众
掌声一片，四出传统折子戏各有特
点，剧情百转千回，让观众看得过瘾。

下午 1点 30分，“花烛夜勾起我
绵绵长恨……苦命女偏遇着负心
人”，随着大幕缓缓拉开，舞台上的金
玉奴身着大红嫁衣，唱词却哀怨凄
苦，悲切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带给
观众极大视觉冲击，将一个地位卑微
却热情质朴疾恶如仇的古代少女形
象深深刻印在观众心中。作为荀派
京剧名剧，《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重
点展现了洞房重遇、痛打莫稽等情
节，让观众大呼过瘾。

“愿以大王腰间宝剑，自刎君前，
免得挂念妾身”，在《霸王别姬》中虞
姬尽展绝代芳华，“劝君王”时表情隐

忍含悲，舞剑时动作深沉婀娜，让观
众忍不住沉浸这千古离情中难以自
拔。

作为京剧舞台上里程碑式的作
品，《杨门女将》剧情跌宕起伏，唱腔
旋律优美，舞台场景生动。作为本次
演出的压轴节目，京剧老生言派的看
家戏《卧龙吊孝》在大家的期待中拉
开帷幕。该戏取材于《三国演义》第
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
凤雏理事”，讲的是周瑜死后，诸葛亮
仅带赵云一人至过江吊祭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每周一戏”驻场演
出是剧院坚持近 20 年的驻场品牌，
通过持续不断地演出，提高了京剧艺
术的传播推广力度。多年来，省京剧
院有效地拓展了观众群体，让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剧院，亲身感受京剧这一
国粹艺术。

省京传统折子戏专场让观众看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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