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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宇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场，幅员辽
阔达1888平方公里。

它，是新中国农业现代化征程
上的璀璨明珠，农业现代化的壮丽
史诗在这片土地上铺陈开来。

从莽莽荒原到如今的“天下第
一场”，70年沧桑巨变，是从传统到
现代的华丽转身，书写着中国现代
农业史的传奇叙事。

1954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正式
通过了《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
决定》，这个大型谷物农场出现在了
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当时，周
恩来总理给出了“出经验、出粮食、
出人才”的“三出”期望，奠定了它不
凡的起点，让这里成为大国农业梦
开始的地方。

严冬的北大荒，寒气逼人，但在
1954年 12月 21日午后 1时 30分，农
场的人们心里是暖暖的，由国务院
任命的国营友谊农场第一任场长王

操犁庄严地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
旗。当第一面五星红旗迎着北风在
三道岗地区一块 3万公顷的荒地上
徐徐升起的那一刻，荒地上呼啸着
的风雪失去了威力，再没有一个人
顾得上寒冷的侵袭，不论是带着友
谊而来的苏联专家，还是我国的教
授、专家、翻译以及农业工作者，都
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

从机械化到低能耗，再到数字
化、信息化，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
友谊农场承担着建设示范田的任
务。

从传统的农耕走向集群机械化
生产，现代农业机械化从这里起步；
缩小与世界农业的差距，提升耕作
水平，农业示范窗口最先见到曙光；
实现农业智能化与低能耗一体化，
中国精准化农业从这里先行。

时间的齿轮不停地转动，沧桑
巨变，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动
演绎。

跨越千顷沃土，无垠的农田，金

黄色的波浪绵延至天际，“天下第一
场”，实至名归。

智能装备驰骋于广阔田野，无
人驾驶、精准施肥、远程监控……每
一项技术的应用，都在重新定义农
业生产的内涵。从苏联援建的古老
农机到今日智能化的大装备，友谊
农场引领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浪
潮，展现着“大农机”的磅礴气势。

友谊农场，每一步都踏着历史
的鼓点，迈向未来。这里，是农业奇
迹的发源地，也是大国农业崛起的
缩影，更是中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
见证者。

图①：1954 年 12 月 21 日，友谊
农场场址奠基升旗仪式，升旗者为
场长王操犁同志。

图②：友谊农场建设初期历史
照片。

图片由北大荒融媒体及友谊农
场提供

图③：豆海弄潮。 徐宏宇摄

变万顷粮仓

山一程，水一程，风风雨雨一路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

栉风沐雨，75年砥砺前行，75年沧桑巨变。中国
之路，中国之变，中国之美，值得我们用镜头去镌
刻、用图片去铭记、用文字去存录。

伴随着新中国一路前行的脚步，75年来，黑

龙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黑白色调的
老照片，到色彩斑斓的新图景。从时光深处的老
故事，到时代潮头的新实践。一切的一切，都定
格在回忆的影册里。每一次凝视和触摸，都令人
感动不已、感慨良多、感怀深长。

历经沧桑，见证巨变。黑龙江日报和龙头新

闻客户端从今天起，开辟《镜头里的黑龙江·沧桑
巨变》专栏，通过新老图片对比，以小见大，深情
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变化，全面反映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非凡成就。

回望，向历史深处；远眺，向大路前方。我们
用镜头留下的所有，是收获，是力量，更是希望。

□吕彦鹏 本报记者 赵吉会

井下，蜿蜒的皮带宛如一条长龙，延
伸到煤仓、矸石仓；自卸式梭车装岩机满
载岩石，不知疲倦地往来于回填区域；抛
矸机挥舞着两臂将滚滚矸石收入囊中，再
撒向远方；被回收的矸石仿佛回到了故
土，与漆黑的巷道融为了一体……这是龙
煤鸡西矿业公司平岗矿矸石回填的画面，
整个过程安全高效，人员参与少，机械化
程度高，令人惊叹。

近年来，平岗矿锚定“矸石不升井、少
升井”目标，科学谋划、精心设计，提出了

“双仓单带和煤矸石巷道充填”构想，打通
了制约瓶颈，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矸石
治理体系，有效解决了环境保护和安全生
产之间的矛盾。

矸石，制约发展的“拦路虎”

平岗矿煤种丰富，一直是鸡西矿业公
司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矿
井。然而，在几十年的开采进程中，平岗
矿在“挖”出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挖”
出了大量煤矸石。为了存放矸石，又不得
不扩建矸石存放场地，随之而来的是占压
土地、环境治理以及潜在的山体滑坡、矸
石山自燃等风险，循环往复，不但影响经
济效益，更对环境治理带来一定压力。

近年来，平岗矿的排矸量不断增加。
据统计，该矿每年排放矸石量约 15万吨，
治理矸石产生的费用约350万元。随着鸡
西矿业公司绿色发展步伐的不断推进，如
何对煤矸石进行处理和利用成了平岗矿
面临的一道难题。

“矸石不升井”是鸡西矿业公司响应
国家环保政策提出的重要目标举措。其
设计之初是在井下构建煤仓、矸石仓，利
用一条皮带实现煤岩的分运、分装及回
填。目的是通过“双仓单带”政策减少和
控制矸石升井数量，从根本上解决矸石治
理难题。

平岗矿结合自身实际，锚定“矸石不
升井、少升井”的目标，先后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资金，率先在东部区开展了“双
仓单带”试行工作。

破题，“双仓单带”就地回填

“煤矸石双仓单带和煤矸石巷道充填
项目成败的关键，在于工艺技术、充填设
备是否能达到高效的质态，是否适应井下
现场实际。在煤仓、皮带等项目建设过程

中，可以通过强化管理、流程施工等手段，
保障工程交付标准贴合实际。但在抛矸
技术上，由于没有拿来可用的成熟设备和
生产经验，如何选定抛矸方式，成为矸石
回填成功与否的关键。”平岗矿掘进副矿
长代利君表示。

为了达到回填效果，早在去年，鸡西
矿业公司及平岗矿技术部门就开始围绕
抛矸机制造和选型等细节工作进行攻
关。他们一方面对标行业领先矿井，组织
技术、机电等骨干力量，走出去学习“取
经”。一方面结合矿井实际，制定矸石充
填系统设计方案，选定更具设备研发能力
的永益公司作为抛矸机研制生产单位，并
设立攻关组，列出时间表，推进相关工作
的落地。

（下转第三版）

从煤矸石到没矸石
龙煤鸡西矿业公司平岗矿这样破题

□本报记者 薛婧

在一个园区里，相邻的5户企业都是专精特新企业，
这样的园区你想知道在哪儿吗？

8 月 13 日，初秋的冰城天高气爽，位于哈尔滨新区
江北一体发展区的联东U谷·哈尔滨新区数字智谷内，
崭新的厂房和茂盛的绿植，在艳阳的照耀下越发显得生
机勃勃。

招优引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毗邻而居

“园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今年4月30日竣工交
付。我们边建设边招商，交付时就完成了招商工作，
100%招满。”联东U谷·哈尔滨新区数字智谷产发经理黄
子旭介绍，园区共招引以数字经济为主的企业 23家，其
中高新技术企业5家、专精特新企业6家。

在园区里，黄子旭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这家是北
安恒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做高铁信号产品研制、生产
的专精特新企业；这家是哈尔滨恒达交通设备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是做城市轨道交通、铁路机车车辆设备、机电
设备、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设计、生产的专精
特新企业；这家是跃渊环保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专
门从事环保行业智能装备制造及智能解决方案的专精特
新企业；这家是沃华智能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是做电力电
子、工业控制系统等相关技术与装置的研发、销售的专精
特新企业；这家是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做齿轮精
密测量及设备的研发、生产的专精特新企业。

5家专精特新企业毗邻而居，瞬间让人感到了园区里
满满的科技感。

据介绍，联东U谷在招商中精选科技含量高、成长性
强的新兴数字经济、制造业企业，而且要经过三审。首先
是由园区运营公司对企业进行初审，再报到联东集团进
行复审。复审通过后，再交给新区相关部门进行终审。
新区政府通过后方可购房入园，且企业进入园区之前要
签订承诺书。如果企业成长性不好，不能给地方政府按
原有承诺纳税时，园区则会以市场价优先回购厂房，进行
再次招商。

在联东U谷看来，政府把土地交给联东运营，联东把
招商审核权交还给政府，就是要引进对当地政府和社会
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企业。恰如联东U谷“U”的寓意，为
当地画上一条产业“微笑曲线”。

装修紧锣密鼓，中小企业跨上发展新阶段

据悉，联东 U 谷占地 6.5 万平方米，总投资 7 亿元。
项目分两期建设，已经竣工的一期共建设15栋标准化厂
房，总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二期预计明年 4月开工建
设，将建11栋标准化厂房。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内的企业大多数在进行装
修。“预计到10月，80%的企业会完成装修，不同企业的设
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大约在300万至1500万元之间。”
黄子旭说，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不包括企业采购厂
房的投入，园区厂房均价每平方米 4400元，其中最大的
一家企业采购了3600平方米的厂房。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较早
在园区购买厂房的企业，8月1日已正式投产。“我们是做
齿轮检测设备的企业，2014年开始创业，当时在松北企业
孵化器租用了一个只有 20平方米的房间。2015年企业
拿到全市创新大赛二等奖，得到风投投入500万元，进入
企业加速器，有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公司董事长韩卓
介绍，去年企业购买了园区的一整栋楼，使用面积近3000
平方米，产能翻了一番，企业发展跨入新的阶段。目前发
展态势良好，订单饱满，截至目前销售额已达 2000多万
元，今年有望成为规模以上企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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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韩铠合 记者刘楠 李民
峰）8月 15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
记者从中国石油大庆油田生态资源
管理部获悉，经过积极探索和持续建
设，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区
取得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中和证
书》，标志着中国石油首个万亩零碳
生态园区正式建成。

“零碳，不是完全不排放二氧化
碳，而是通过计算温室气体排放，以
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减碳
足迹、减少碳排放，直至达到碳的相
对零排放。”大庆油田生态资源管理
部主任杨洪标说，“多年来，大庆油田
聚焦‘双碳’目标，全力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加强森林碳汇业务，积极开展
地表修复、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等工
作，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油田实际、助
力企业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路子。”

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
区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这一区域
土壤条件适宜植树造林、地表绿化，
而且远离油区，周边以化工、电力企
业为主，环境治理和生态改善需求较
为迫切，加之多年来油田建设的防护
林和苗木基地渐成规模，具备较好基
础。为此，大庆油田积极部署这一区
域的环境整治和提升工程，于 2015

年7月份启动筹划实施，并由最初的
区域地表环境治理、植被恢复，逐步
清晰思路、完善规划，陆续赋予其降
碳减排、生态观光、清洁替代等使命
任务。2020 年 11 月，中国石油首个
碳中和林落户马鞍山，确定了“十四
五”期间在万亩园区内部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

从栽下一棵树到造出一片林，再
到建成万亩园，目前园区总面积达
13500亩，共分5个功能区，其中碳中
和林区2519亩、防风林区1464亩、生
态经济林区 2826 亩、生态园核心区
2100 亩、精品苗圃区 3281 亩。经天
津排放权交易所测算，大庆油田马鞍
山碳中和生态园区自身实现碳中和，
成为名副其实的“零碳”园区。

“马鞍山碳中和生态园区是大庆
油田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一项实
践成果，也是油气田企业低碳发展在
生态建设领域的一个缩影。”生态环
境管护公司经理王鹏昊表示，将通过

“智慧”能源“点亮”生态园区，努力打
造集科教、观赏、体验于一体的国家
级科普教育及研学基地，营造油城市
民共享的生态空间，为大庆油田的高
质量发展贡献生态力量。

大庆油田建成万亩零碳生态园区

来自防汛抗洪一线的报道——

乌苏里江海青段洪峰平稳过境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谢希瑶）商务部
等 7部门 16日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作的通知。

根据通知，对符合《汽车以旧换新补
贴实施细则》规定，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
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
用车补 1 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 7000
元，分别提高至 2万元和 1.5万元。对《汽
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印发之日2024
年 4月 24日至 2025年 1月 10日前提交的

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均按本通知明确的
标准予以补贴。其中，对已按此前标准发
放的补贴申请，各地按本通知明确的标准
补齐差额。

参加申请补贴的报废汽车所有人和
新购置汽车所有人应为同一个人消费者，
其所报废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
用车或 2018年 4月 30日前注册登记的新
能源乘用车，应当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前
登记在申请人名下；自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在补贴申请审核期间，其所新购置的
汽车应登记在申请人名下。

通知要求，优化汽车报废更新审核、
拨付监管流程，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
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各地要加快制
定汽车置换更新实施方案，合理确定补贴
标准、补贴条件和实施方式。

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
站或“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即可按要求
申请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查询进度。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

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作

75年，漫长而崎岖的路程，75年里发生的变
化，可以用N种方式讲述，镜头是其中的一种。

旧照片里的旧时光，新画卷里的新风采，放
在一起对比，便是改天换地的“解说词”。

用镜头记录下奋斗之旅。“火烤胸前暖，风吹
背后寒”“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献了青春
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拼搏、敬业、自强、奋
进的精神内核里，始终有光。

用镜头记录下奉献之旅。“一五”国家布局的
156 项重点项目中,黑龙江有 22 项；中国人吃的
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黑龙江以“三个
40%”助力北京冬奥会……怀抱赤子之心，胸怀

“国之大者”。祖国有需要，龙江见行动，时代有
召唤，龙江作奉献，从来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不
打折扣。

用镜头记录下追梦之旅。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龙江自觉承担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政
治责任，着力打造“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的
亲切关怀，转化为推进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
振兴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

当所有的故事于时间渡口汇合，我们与未来
同框，拼搏作笔，时间当墨，山河为卷，风雨兼程
再出发！

写意与描摹
铭记与镌刻

□樊金钢

承载国家农业使命的友谊农场

年，从亘古荒原

开
篇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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