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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久宽 本报记者 孙昊

“嘎勒特日得锁基（歌词音译）……”
今年70周岁的陶贵水唱起恩师色热独创
的“乌钦”《祖国颂》，依旧声色饱满，铿锵
有力。丰富的面部表情、特殊的语言语
调，让人们感受到达斡尔族人歌颂祖国
的美好心声。

“乌钦”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一
种吟颂体韵律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
达斡尔族区的陶贵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最初接触“乌钦”还是幼年时
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达斡尔族“乌钦”

说唱，成为夜晚达斡尔族人主要的娱乐方
式。陶贵水的母亲当时是全区“乌钦”说
唱艺术的代表人物。受母亲的熏陶，他渐
渐喜欢上这种说唱艺术，并跟随本村民间
有名的“乌钦”艺人胡瑞宝开始学习。

由于天资聪慧，陶贵水在 18 岁之前
就基本掌握胡瑞宝的“乌钦”唱段。可以
说，胡瑞宝是陶贵水的第一任老师，而先
后创作大量“乌钦”作品的著名民间艺术
家色热，在传承“乌钦”道路上对他影响
最大。

在虚心学习演唱的同时，陶贵水与
色热老师以及达斡尔族干部多文忠一
起，将著名长篇叙事诗“乌钦”《少郎岱

夫》浓缩成五段，成为目前达斡尔族“乌
钦”的代表作。

在多任老师的悉心教导下，陶贵水
潜心钻研，将“乌钦”说唱艺术与现代文
化艺术形式完美结合。如今他已成为国
内达斡尔族聚居地颇具影响力的“乌钦”
艺术传承人，在一年一度的“库木勒”节
等达斡尔族传统节日上，他表演的“乌
钦”作为保留曲目，颇受欢迎。

陶贵水告诉记者，“乌钦”的歌词都
是口耳相传，很多词语无法变成汉字写
下来，“音译”很难表达准确，并且很多歌
词都拗口，需要平时反复练习，长时间不
唱也会忘记。

自 1995年后，陶贵水先后举办 20多
场“乌钦”说唱艺术培训班，将“乌钦”说唱
艺术传授给近50名达斡尔族青年。市级

“乌钦”说唱传承人何庆将陶贵水教唱的
“乌钦”段落，在省、市、区各类文艺演出的
现场表演，得到众多艺术家的肯定。陶贵
水教授的数十名传承人目前不仅活跃在
各类文艺演出的舞台，也是全区各民族乡
镇、村屯“乌钦”说唱的骨干力量。

凭借着对“乌钦”的热爱，年过古稀
的陶贵水依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乌钦”
说唱艺术的挖掘整理、弘扬传唱之中，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达斡尔族“乌钦”说唱
艺术不断发扬光大。

陶贵水 ：让口耳相传的“乌钦”不失本色

□本报记者 吴玉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日，我省召开全省幸福龙江建设大
会，并印发了《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加快建设幸福龙江的意见》《新时代
幸福龙江建设 60条政策措施》《新时代幸
福龙江建设 20 件民生实事（2024 年）》。
其中，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建设幸福
龙江方面，我省提出要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守好绿水青山，让龙江人民在
美好环境中安居乐业。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
奇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幸福龙江建
设过程中，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全面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
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全面
建成现代化绿色龙江的同时，打造生态宜
人的幸福龙江。

打好蓝天保卫战，让群众享受到湛蓝
天空和清新空气。我省提出，要实施蓝天
治理工程，以能源替代为主要突破口，大
力推动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进工业炉
窑治理。明确到2026年，全省细颗粒物平
均浓度达到 26.5微克/立方米以下。我省
将在能源结构方面源头发力，强化源头管
控和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推动清洁能源替
代，加大散煤污染治理力度，加快推进钢
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打好碧水保卫战，让群众享受到美丽
河湖和清澈水源。我省提出，要实施碧水
治理工程，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以松花江流域为重点，坚持污染减排和生
态扩容两手发力，满足群众亲水需求。我
省将开展松花江水系重点断面专项监测和
周边环境“画像”工程，实施重点流域治理
行动，通过“一河一策”推进少陵河、蜚克图
河等水体专项整治，推动全省地表水国考
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稳步提升，持续开展县
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确保县级及以上城
市集中式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关于如何打好净土保卫战，让群众享
受到岁稔年丰和粮食安全，我省将围绕净
土保卫战确定的目标指标，持续开展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持续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切实保障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我省
还将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针对优先保护
类耕地，加大保护力度，确保其面积不减
少、土壤环境质量不下降，针对安全利用
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指导各相关地市全
面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此外
我省将强化建设用地管控，以用途变更为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为
重点，坚决杜绝违规开发利用，有效保障
安全利用。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深入践行全
省绿色龙江建设大会精神和全省幸福龙江
建设大会精神，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提升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提升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让绿色成为幸福龙江最
鲜明的特质、高质量发展最靓丽的底色。

省生态环境厅：打造生态宜人的幸福龙江
□本报记者 吴利红

三伏天，记者在密山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管辖的养护公路路段
上，看到身着橘红工服的养路工们
顶着骄阳更换波形护栏板，一名脸
色黝黑身材瘦弱的养路工指挥大
家，有序地快速更换完波形护栏
板。这位脸色黝黑身材瘦弱的养路
工就是前不久荣获全国第二届“最
美公路人”荣誉的张铁柱。

更换完波形护栏板，记者跟着张
铁柱回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电
焊房里张铁柱又开始拿起焊枪焊接，
对除雪板的铲刃进行修理。不善言
辞的张铁柱，干起活来，头脑清晰，思
维敏捷。

张铁柱 18岁就成为了一名养路
工，一把铁锹、一把扫帚、一把扇刀、
一身橘色工服，背着一个水壶，一个
饭盒，在公路开展养护工作。他一干
就是三十年，养护的路段成为样板
路、标杆路。

“我刚参加工作时，公路状况
没有现在这么好，几乎都是砂石
路，还有部分路段是土路。”张铁柱
说，“这几十年工作里，身在其中参
与建设，亲身感受到路况发生质的
变化。”

在张铁柱的座位上放着几件
有些破旧的橘红色养护工服。张
铁柱说：“三十年来，几乎天天穿橘
红色的工服。为保通保畅，身着橘
红色工服的养路工们奋战在雨雪
中，来往车辆平安通过抢修的路
段，觉得这‘橘红色’是公路上最飒
最美的风景。”

张铁柱工位下面摆放着七八双
大码单鞋和棉鞋。张铁柱说，这几双
鞋都是抢修公路时穿的。“这里的冬
天寒冷，在路上工作时，棉鞋里得多
垫两副鞋垫御寒。雨季雪季抢修差
不多得穿坏两三双鞋，这几双鞋都是
备用更换的。”张铁柱说。

密山冬天经常遭遇集中降雪的
时段，保通保畅刻不容缓，有的时候，
为了清雪，张铁柱和工友们连续奋战
在清雪一线，三四天不能回家。冬季
的东北公路，大烟炮刮起来，就连四
轮驱动的皮卡车动辄都陷在雪堆
里。车抛锚在野外、搁浅个把小时，
挨冻受饿个把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2022 年 12 月 7 日，三合、新河、兴凯
湖高速卡点、铁路卡点的钢架结构拆
除。张铁柱领到任务，二话没说身上
绑着安全绳第一个先上。距离地面
几米高的钢架结构铁瓦盖上挂一层
霜，溜溜滑，他趴在铁瓦盖上，一点点
拆卸，带头连干了9天。

每逢冬季公路清冰雪时，张铁柱
和机务班组开着皮卡车，车斗装着油
桶，随时在雪地给清雪车辆加油；拉
着事先焊接好的铲刃，随时在雪地上
应急更换铲刃。“换铲刃，要在风雪中
作业，换一次铲刃都要在半个小时以
上。换完铲刃手指都冻僵了，在张铁
柱的影响下，没有人喊苦叫累。”养路
工苑振奎说。

这些年来，张铁柱留下的脚印
与车辙，循环、重叠在密山市 1745
公里的公路上，他参加过全省公路

“三年决战”“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创建……“能建设好、养护好每一
寸公路，让百姓安全出行，觉得养路
工这个工作特别神圣。”张铁柱真诚
地说。

长年扎根一线养护工作，肯吃
苦肯奉献，张铁柱收获了多项荣誉：
入选“龙江好人榜”、荣获黑龙江省
公路系统“弘扬工匠精神 创平安公
路”劳动竞赛一等奖、“鸡西市劳动
模范”。近十年来，获得省、市奖项
10余项。

同事们都说，张铁柱如一颗铺路
石，默默无闻地奋战在公路养护战线
上，为密山公路养护事业竭尽所能、
奉献全部。如今，为养护好每一寸公
路在持续发力。

最美公路人

近两日，哈尔滨市松
北区松北大道东侧、滨水
大道南侧，数万平方米的
花海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
打卡。人们走在花间田埂
上，观赏美丽花朵，拍摄精
彩瞬间。这片花海的花卉
以百日菊为主。百日菊是
菊科百日菊属一年生植
物，花期长达3个月之久，
所以得名百日菊。百日菊
的花很有特点，其第一朵
花开在顶端，侧枝开花比
第一朵开得更高，所以很
多人把这种花称为“步步
高”。 本报记者 苏强摄

近日，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内荷花绽放，吐露出它们的花苞，风过荷塘带来阵阵荷香，荷叶上的露水滴落，发出清脆的声音，整个荷花池塘展现出夏天独有的生
机。这满塘的荷花争奇斗艳，吸引众多游客、市民前来赏花打卡。数条观光栈道延伸至湿地深处，人们走在栈道上，近距离观看野鸭子、白骨顶鸡等野生鸟类，与芦苇、
荷花等水生植物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张澍摄

本报讯（记者李淅）7 月 18 日至
22日，第28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荟萃”(专业组)现场终评及全国最高
规格少儿戏曲展演活动“佩花晚会”，
在安徽省安庆市成功举办。我省获
评 3 个个人“小梅花”和 1 个集体“小
梅花”，其中1个个人作品和1个集体
作品双双入选“佩花晚会”。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
动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一项
全国性、高规格的少儿戏曲艺术活
动，每年举办一届。该活动为中国
戏曲发展培养了大批后辈人才，促
进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播传承和繁
荣发展，被称为戏曲界的“希望工
程”，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普及推广中国戏曲艺术的品牌
活动。

第 28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荟萃”（专业组）的评选活动，共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 482 名专业组戏曲选
手和团队参加。经过五场现场终评，
最终有 87 个个人项目、15 个集体项
目脱颖而出。我省王心田、胡关多
吉、朱梓毓3名选手荣获“小梅花”个
人称号，龙江剧《哪吒闹海》获得“小
梅花”优秀集体节目称号。

第 28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荟萃”(专业组)终评结束后，评审嘉
宾通过综合评选，精选出17个“小梅
花”参评作品参加第28届“中国少儿
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佩花晚会”
展演。其中，我省集体组的龙江剧

《哪吒闹海》和个人组的龙江剧《挂
画》，凭借突出的地域特色和精湛的
表演技巧，双双入选。

我省获4朵“戏曲小梅花”

龙江剧《哪吒闹海》剧照。 图片由省文联提供

（上接第一版）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电视普及到了农村，电影行业
出现萧条。一些电影放映员纷纷离
开放映队寻找新的出路。彭步钦没
有选择离开，他和另一名放映员在
全县农村电影队不复存在的情况
下，坚持为丰富农村百姓文化生活
点亮一盏明灯。

60 岁退休后，按理说应该歇歇
了，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带着电影放
映设备来到居民小区、乡村广场为
百姓放电影。有人问他图个啥？
彭 步 钦 说 ：“ 因 为 老 百 姓 想 看 电
影！有人看，我就要给他们放。”

彭步钦先后被国家、省、市评
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个人”、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道德模
范”、“佳木斯市优秀共产党员”、

“筑梦粮都 感动富锦”十大人物
等。

“很多片子，我放了一遍又一
遍，还是会不断被感动着。看一部
经典电影，重温一段岁月，传承一
种精神，我想，这就是我坚持这么
多年的力量源泉吧。”彭步钦感慨
地说。

回眸这 50 年，他见证了从黑白
片到彩色片，从 35 毫米电影胶片放
映机到数码放映机，从光碟再到数
码电影的时代更迭。他持续把经
典电影送到千家万户，诠释了一位
党员电影放映员的时代坚守。

彭步钦 50载“光影人生”不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