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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萍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见到肖杰时，他正在对企业网络
状态进行日常巡检，检查环网交换机
的端口运行状态，确保企业生产、办公
网络平稳顺行。

作为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最年
轻的网络工程师，肖杰入企4年就在建
龙西钢数智化转型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肖杰的岗位职责是企业网络架
构、信息安全的顶层规划设计及运维
管理。几年来，肖杰承担了“铁路运输
智能管控平台”建设专案，搭建了铁路
运输专用内部网，完成了铁运系统各
站点、控制室之间的网络铺设、成端、
组网。同时设计了覆盖全厂的网络基
础架构，为日后公司新老网络迭代、铁
前集控网络及智能制造项目的开展夯
实了基础。

在“数字化安全风险智慧管控平
台”项目，肖杰承担了新监控网搭建、
接入规划、设备调试；在双高棒“一线
一室”集控项目，他承担了主控室、电
气室、东西秤等多台交换机的安装配
置、公司网接入等工作。为了把工作
做到尽善尽美，肖杰和同事们白天扎
在现场开展网络规划、系统搭建、软硬
件配置、运维，晚上则在办公室开展进
度梳理、资料查阅、问题分析、计划调
整，往往是一讨论就到半夜。

肖杰是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张达鑫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也是工
作室主理人张达鑫的徒弟。肖杰深知
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只要时间
允许，肖杰就泡在工作室，帮助师傅处

理力所能及的工作，咨询遇到的难题。
2021年，公司推动的“动静两用轨

道衡无人值守检斤项目”就是肖杰与师
傅共同开发的。起初，厂内轨道衡仍采
取一箱一停、人工确认的检斤方式，耗时
耗力。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肖杰与师傅
立足两台新建轨道衡，推动技术创新，开
发动静两用检斤软件，统一数据库格式，
打通磅房系统与计量、质量、ERP的数
据互通，实现轨道衡现场无人，动轨自动
检斤，检斤数据自动上传，实现公司检斤
模式和效率的综合升级，促进了大宗物
料供应和钢材销售厂内物流更加顺畅。
同时，该创新应用成功申报“黑龙江省总
工会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

不仅如此，肖杰和师傅一起，与联
通公司合作研发的“5G助力高寒地区
钢铁天车集控规模化应用”，获得
2022 年世界 5G 大会融合揭榜赛三等
奖。他参与的项目已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

工作中遇到难题，肖杰总是迎难
而上，不解决不罢休。2020 年，建龙
西钢全面推动提案改善和自主管理活
动。肖杰敏锐地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新
方法、新思路。他多次以圈长、辅导员
的身份组织自主管理活动圈，选定主
题有针对性解决问题。以肖杰为圈长
的“运维圈”开展的“降低故障时间运
维效率提升”项目，在公司第一届自主
管理成果发表会上获得银奖。

“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肖
杰说，年轻人拥有无限可能，他相信有
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立足岗位，奋
斗出一片梦想与价值创造的新天地。

在数字世界里架设理想

□李明泽 本报记者 孙昊

聚焦民生所需，办好民生实事，增进
民生福祉……近年来，富裕县始终树牢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把“群众所盼”变成“政
府所干”，全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
全县人民底气更足、笑容更多、生活更有
保障。

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增就业人数1267
人、保障困难对象16867人、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 20.36 万……一组组暖心数据，如垒
山之土、入海涓流，托举起民生的高度，丈
量着幸福的广度。

惠民生，就业是永恒话题；谈幸福，就
业是底气基础。今年新春伊始，“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接力赛跑”，持
续释放出全力以赴稳就业、扩岗位、保民
生的明确信号和坚定信心。

小小招聘会，政之所系，民心所向。
半年时间，全县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举办

25场，累计发布岗位 1450余个，实现达成
就业意向 240 人。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
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90人次。新增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863.5万元，扶持61人创业，带
动75人就业。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织密社会
保障网，兜牢的是生活底线，托起的是民
生温度。上半年，全县继续加大对困难群
体保障力度。做好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
出困难家庭的认定，高效实施“五个救
助”，提升救助效益。核发保障困难对象
3735.3万元救助资金；开展新一轮困难群
众摸排，动态复查 2950 户脱贫低保户，为
65 人调整低保金。积极探索政府救助与
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打造“物质+服务”的
新型救助模式，筹措各类生活物资价值 3
万余元，共救助困难群众500余人，用细针
密线织好社会保障网。

“近两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新建了
广场和树道，夜间的灯光也很好看。”市民
李先生说。近年来，富裕县持续提升城乡

人居环境，加快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用城市“新颜”换群
众“笑颜”。该县深入实施“城市管理提升
年”行动，以“绣花功夫”开展城市细部治
理。上半年，精心规范和增划静态停车泊
位，新建占地面积 28000 平方米停车场一
处，清理乱堆放、乱摆摊、乱搭棚270余处，
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累计出动
2000 多人次，车辆 300 余台次，清运垃圾
850余吨，在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绿化
补植乔木 203 株、灌木 1.9 万株，栽植草本
花卉 1.4 万株，提升城市绿色空间品质。
同时，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转运模
式，扎实组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县干
净整洁有序村庄达到99%。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富裕县开展学
区联盟间的交流活动，推动“小初高”一体
化有效衔接，探索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建
设，实现校际共同发展；该县被确定为全
省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成功完成省
级幼儿园自评创建申报工作，将优质教育
资源链进一步延伸至学前教育；开展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益海学校被
评为齐齐哈尔市基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示范点；高考本科批次入段数共计625人，
本科入段率突破 90%，创历史新高。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促进产教融
合，以优质教育为城市增彩添色。

“健康底色”是老百姓的“幸福成
色”。该县高标准建成医养结合中心并对
外开放，派出资质医师和专业护理团队常
驻提供优质服务；积极开展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为全县 12760 位老年人完成免费体
检；新建设的6312平方米妇幼保健院新院
即将投入使用，家庭医生对全县脱贫人口
实现签约、随访全覆盖；扎实推进城市医
联体医疗、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
医疗资源提质扩容和优化布局，促进医共
体牵头单位优质资源的下沉，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惠及患者达7万余人次。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富裕县正不断
向前奔跑，向美而行，向好发展，用一个个民
生亮点描绘出幸福生活的美丽画卷，努力
交出更有“温度”、更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富裕县民生答卷有“温度”更有“厚度”

29日，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内，数十株圆锥绣球正陆续开花。
这些美丽的花朵为夏日冰城再添一道风景，吸引了许多游客前
来观看、拍照。

圆锥绣球是虎耳草科绣球属植物，灌木或小乔木，7月末开
花，10月结果。圆锥绣球具有大型、锥状的花序，由众多小花组
成。它的花色范围较广，刚开放时通常是白色或粉红色，有的在
开花一段时间后会变成淡紫色或深红色。

上图：圆锥绣球陆续开花。
下图：拍摄精彩瞬间。 本报记者 苏强摄

绣球花开 扮靓夏日

本报讯（记者刘欣）“欢迎你
们来到哈尔滨！”29 日 20 时 30 分
许，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飞行，一架
载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的41名汉族、哈萨克族、维
吾尔族、回族、撒拉族中小学生的
飞机，平安抵达哈尔滨，受到了哈
尔滨一些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
这是哈尔滨开通直飞阿勒泰航线
后，首个阿勒泰研学交流团队抵
达黑龙江。

据了解，此次研学交流共8天
7 晚。在接下来的研学交流行程
中，“小沙棘”们与哈尔滨一些学

生将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参观
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展品种类
最全、数量最多的哈工大航天馆，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了解拥
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接下来，还将前往哈尔滨极地公
园、太阳岛、哈尔滨大剧院、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伏尔加庄
园、东北虎林园、哈尔滨博物馆等
哈尔滨知名景区景点参观游览，
还将前往大庆铁人纪念馆，了解
铁人王进喜光辉的一生，学习铁
人精神。

41名阿勒泰学生来我省研学

（上接第一版）从当年“青天一顶，
荒原一片”的筚路蓝缕到今天攻克世
界级勘探开发难题，65 年来，大庆油
田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激发为国
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誓
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砥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
苦创业精神；坚持在苦干的同时注重
巧干，彰显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
实精神；笃信“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
让油田稳产再高产”，展现胸怀全局、
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让行进的历史
有了精神的刻度，让变动的历史有了
确定的航道。

时至今日，爱国仍是大庆精神的底
色。王进喜的爱国，既轰轰烈烈，又扎
扎实实，既刻骨铭心，又披肝沥胆。行
走油田，同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

“当好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这声音，
来自沼泽地深处的钻井工人、来自铁人
纪念馆的讲解员、来自试油试采的科研
工作者，他们异口同声，不约而同。

丰碑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门前广场中
央，花岗岩铁人雕像头戴前进帽，身披
羊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熙来攘
往的参观人群从像下经过不时仰望，
一如几十年来，铁人这个形象，丰碑一
般巍然屹立在国人心中。

“老铁人就长这个样！”“七一”前
夕的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80岁的退
休工程师赵宏伟又一次驻足在铁人王
进喜铜像前。50多年前，王进喜带领

“铁人回收队”到赵宏伟所在的固井保
养站回收废旧物资，两人曾有过接触，
赵宏伟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黑黑
的、瘦瘦的，个子不高，铁人一边走还
一边跟大伙说话。”形象描述让眼前冰
凉的铜像一下子有了温度。

在王进喜的带领下，“铁人回收
队”10 年里为国家回收上缴钢铁 1.73
万吨，管材19万多米，使增产节约、反
对浪费在油田蔚然成风。“回收队精
神”也成为大庆精神的重要内容之
一。“快‘七一’了，心里惦记，过来看
看。”赵宏伟和老伴封东安从哈尔滨到
大庆油田 50 多年，居住在会战小区，
来看老铁人，那些闪耀在书本中的画
面映衬了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日常，
也成为他们一生难忘的记忆。

龙江沃土从不缺少红色精神的血
脉滋养，从东北抗联精神到北大荒精
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薪火相传，被
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激励着一代
代人接续奋斗。从铁人王进喜“宁肯
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到人民楷模、改革先锋、新时期铁人王
启民“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
产再高产”，再到大庆新铁人李新民

“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
油”，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
是精神的对垒。石油人战天斗地、拼
搏奉献，谱写了一曲曲激越赞歌，成为
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动力。“三老四
严”“四个一样”塑造务实勤勉、严谨细
致的工作作风；一公分精神、铁门槛精
神将爱岗敬业、科学求实化为点滴行
动融入血脉。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
立潮头。大庆和铁人，用勇立时代潮
头的先锋形象为优秀龙江精神代言，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
精神象征，铸起中国人心中永不磨灭

的精神丰碑。

传承

“石油是一条长河，姥爷在上游，
我在下游，岁月从我面前流过，伸出手
一捧，都是前辈们奋斗的故事。石油
是一条长河，父母亲在中游，我在下
游，日子在我脚下流淌，俯下身去一
看，都是父辈们拼搏的剪影。”这是大
庆油田“油三代”黄辰龙的心声。精神
是历史的升华，发展是最好的传承，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亦是如此。

钢铁 1205，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钻
井队。60多年过去，这支队伍依旧很

“铁”。大庆西南一片水泡相连的沼泽
地，井架巍然，钻井工作昼夜不停。“我
们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建队育人，
井打到哪里，队史室就搬到哪里。”
1205钻井队第22任队长段永坚说，从
会战之初只能打直井，到如今具备定
向井、水平井、水平取芯井等特殊工艺
井的施工能力，从常规井1250米深到
非常规井5000多米深，1205钻井队正
在由单一型向复合型、由经验型向科
技型转变。“建队以来，我们经历了多
次钻机转型，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
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工程师杨季冰的
口气中不无骄傲，尤其是采用新型
7000米自动化钻机后，1205将非常规
新战场上的单口钻井周期纪录，从最
开始的 100 多天，缩短到古龙试验区
块的9天多。

“把井打到国外去”，老队长王进喜
的夙愿已实现。“打一口超万米的油井，
向深地要资源。”16年钻井经历中有8
年在伊拉克的新队长段永坚，在越来越
高的钻井平台上许下了新的愿望。

47 级台阶、馆体 47 米高、在大庆
油田发现 47 周年之际开馆……铁人
的生命定格在47岁，铁人的精神在这
里延续。

“我们为国寻油的初心永远不会
改变。”流动队史室里，“百炼成钢 信
念如铁”八个字成为钢铁 1205“把红
旗一直扛下去”的现实注脚。

中四采油队说，传承就是一代做
给一代看，一代带着一代干，用采油工
的脚步丈量地球100多圈；

星火变电所说，传承就是聚是一
团火，散是满天星；

铁人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传承就
是唱响《踏着铁人的脚步走》……

未来

征途漫漫，旌旗猎猎，精神代代。
如果说前 65 年的大庆油田写下

的是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那么，建设
百年油田的后半场，更是一个关于希
望和未来的故事。让大庆红旗历时代
而增光彩，以不断刷新的卓越贡献彰
显“大庆就是党之大庆”，以热血赴使
命、以行动践诺言，让宝贵的生命与伟
大的事业紧紧相连，树立起新时代的
精神丰碑。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
是振奋人心的未来。

走进当年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的
“二号院”，金属质感的“大庆之路”镌
刻了油田重要历史事件，年份由近及
远，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历史；参观
即将结束时，另一条“朝阳之路”上，数
字从1959年逐渐变大，似乎寓意着大
庆油田和大庆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如旭日朝阳，昂首百年。

时光不老，精神永恒，65 岁大庆
油田恰少年！

红色基因凝聚澎湃动能

□文/摄 孙嘉宁 王雪婷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今年，绥化市北林区立足得天独厚
的田园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推
动“产村一体、农旅双链、休闲康养、生态
宜居”田园综合体建设，全力打造“寒地
黑土·悠游北林”特色旅游品牌，满足游
客的需求。

走进位于北林区双河镇西南村的正
大稻田公园，荷花映日，稻始抽穗，田间
不时有阵阵蛙鸣。蓝天白云之下，绿浪
翻滚，游人漫步其间交谈着观光感受，一
幅宁静安适的乡村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在闲暇的时候来到这里散散步，感受户
外乐趣和田园风景，感觉身心都很放松、
很快乐。”游客赵忠塔说。

正大稻田公园是以稻田种养为主体
的特色旅游观光产业，是游客清凉避暑、打
卡签到的休闲之地。连片的稻田中，鸭、
鱼、虾、蟹藏身其间。公园内还有原汁原味
的农家特色菜肴。风车长廊、星空营地让
游客全方位体验农事文化与田园风情。

“三、二、一，开始！今天我们来到了
绿之源，这里的风景像童话一样，看这些
花多好看……”黑土绿之源 2A景区的长
廊上，来自省内外的游客正背对着园中
花海，用镜头记录着与友人相聚的美好
瞬间。古色古香的小木屋里，绿色健康

的美味佳肴已经上齐。桌前美食、窗外
美景，引得游人欢歌笑语不断。

黑土绿之源景区内共有瓜廊、特色
蔬菜种植展示区、特色瓜果观赏区、观荷
休闲区、花海区、餐饮区 6 个功能区域。
在这里，游客能品尝到特色南瓜宴、鲜花
宴、果蔬宴。

在北林区永安满族镇正黄四村的八

旗别院里，村民们身着富有满族特色风情
的鲜艳服饰，踏着鼓乐，跳起喜庆欢快的
花棍舞。随着舞姿的变换，花棍两端串着
的铜钱不时发出阵阵脆响，将气氛烘托得
更加热烈。花棍舞表演结束后，以“阿玛
尊肉”为代表的满族特色美食“八大碗”端
上了餐桌。8道佳肴都是就地取材，皆由
海碗盛放，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鲜明

的乡土特色与豪迈的民族风情。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民宿，农民变导

游。永安满族镇的八旗别院、东津镇的
金龟山庄、兴和朝鲜族乡的金达莱广场
等等景区，带活了乡村集体经济，促进了
农民增收致富。

上图：荷花池荷花盛放。
下图：田园风光。

绥化市北林区

夏日田园

本报讯（金宠 董帅兵 记
者马一梅 李健）文化表演、美食
体验、烟花表演……日前，龙江森
工兴隆局公司携手木兰县共同举办
鸡冠山文化艺术节暨鸡冠山景区开园
七周年庆典。

活动现场，舞蹈、女声独唱、模特走秀、
戏曲联唱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为大家奉上
了一份视听盛宴；烧烤美食区各种地方特色小吃
和美味佳肴，满足了游客们味蕾的享受。夜幕降
临，篝火晚会和绚烂的烟花精彩呈现，将庆典活动推
向高潮。

鸡冠山景区地处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中游北岸，木兰县与通河县交界
处，距离哈尔滨市157公里。景区是国家级地质公园，以山峻、石奇、树美、水
秀而闻名，因大小山峰呈鸡冠状，故此得名。景区总面积38.6公顷，由大鸡冠
山、鸡冠石林、鸡冠石海、鸡冠鼎四部分组成，共有景点30余处。景区内现有
我省唯一一条悬崖栈道，以及迄今为止中国东北发现的面积较大、功能齐全、
设施完备、历史遗迹较多、保存较完整的东北抗联游击队根据地。

鸡冠山美景。 本报记者 李健摄

魅力鸡冠山
邀您畅游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