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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每天上午 8时，哈尔滨市平房区新伟
街道万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大门刚刚
打开，来自社区不同社团的大爷大妈们
就陆续走进来。唱歌、跳舞、吹葫芦丝、
打乒乓球、练习非洲鼓……悠扬的乐曲、
嘹亮的歌声、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和一
张张笑脸构成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生动画面。

1952 年 5 月，新中国第一个铝加工
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在平房区正式
建立，与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共同成长，承
担起“大国重器”的责任和使命。当年为
解决厂内员工住宿问题，建设了一万平方
米的平房，俗称“一万米”。2004年成立万
米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现有居民2301户
4441人。

近年来，万米社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三聚焦”促互嵌，
构建“六共”新格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这
片热土上盛开。在 9月 27日举行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该社区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石榴花开别样红，同心共筑中国梦”

“童心永向党，民族一家亲”……在万米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内，民族团结进步的标语
用精美的字体设计，如画一般装饰在墙壁
上，彰显出浓浓的民族团结氛围。

据万米社区党委书记柳志影介绍，社

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让民族政策课堂搬进广场、走进楼栋、
步入网格、融进家庭。

社区党委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三
会一课”等活动重要内容，社区党委干部
带头学，党员群众跟进学。充分运用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哈尔滨市
党史纪念馆等红色资源，组织辖区党员群
众现场参观学习，汲取政治营养，推动学
深悟透、增进共识。

同时，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及广大党
员在浓厚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中的“组织
员”“宣传员”“讲解员”作用，组织开展主题
党课、知识竞答、道德讲堂等各类交流活动
50余场次。利用新媒体、宣传栏、LED屏等
发布宣传信息 600余条，张贴宣传条幅 40
余条，全覆盖入户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知识
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投奔在东轻公司工作的儿子，蒙古族
大爷白井玉已经在万米社区生活了10年，
两年前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社区合唱
团。“这个大家庭非常和谐，我喜欢唱歌，
只要合唱团有活动我一定参加，我们合唱
团还参加过市里的演出呢！”说起在合唱
团的幸福生活，白大爷既高兴又自豪。

在万米社区，像合唱团这样的社团有
20个，充分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文娱需
求。近年来，这些社团参加近百场公益演
出、文艺大赛，并多次获奖，以文化“软实

力”激发民族团结“新活力”，织牢交流互
融“同心结”。社区还组织开展“践行二十
大·民族团结一家亲”文艺汇演、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讲比赛等民族团结系
列主题活动 100余场，辖区参与的各族群
众5000余人。

为社区老年合唱团进行红歌分声部
合唱排练、为夕阳红舞蹈团创编各种形式
的舞蹈、为社区绘制主题为“民族大团结”
的墙体彩绘……在万米社区，经常有来自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贡
献智慧、挥洒汗水。

据悉，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教育艺术
系在 2022年与万米社区开展实习见习实
践，到目前共有三届近 200名学生参与过
实习实训、校外演出、阵地共建等活动。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得到了社区学员的
高度评价与认可，同时也提高了学生们的
教、学、演、练能力，为以后工作上岗奠定
了基础。2023年教育艺术系党总支与万
米社区党委举行校区共建签约仪式，以共
建促党建，以共建促发展，发挥系部与社
区各方面资源、专业技术等特色优势，打
造高校、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

“我们紧扣辖区群众需求，大力创新
服务载体、搭建服务圈，让民族团结进步

与社区共建治理花开并蒂。”柳志影说。
结合万米社区“党建聚心 幸福万米”

党建品牌，发展文明实践志愿队伍249人，
通过在职党员设岗定责、各族党员群众自
主服务、离退休党员发挥余热等方式，定
期开展“点亮微心愿”“上门义剪”“爱心送
考”等特色志愿活动100余次，积极解决各
族群众“烦心事、闹心事”135 件，调解家
庭、邻里纠纷 200余次，营造了“民族团结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工作力
量全进入、群众需求全收集、分类分级全
解决、服务过程全评价服务机制，融合“天
大小事”“乐活哈南”等服务平台，打造线
上线下互联互通服务体系，全力解决 208
个楼群市政管网堵塞等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百余件。

进京领奖的柳志影激动地表示：“我
们要将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未
来的工作中，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更加坚定的信念，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添
砖加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中绽放得
更加绚丽多姿。”

万米社区盛开民族团结之花

□本报记者 李爱民

“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一
言不合’就‘吹拉弹唱’。”“哈尔滨出门
即舞台，处处闻歌声。”“漫步街头，与
音乐不期而遇，这样的场景屡见不
鲜。”……今夏，哈尔滨居高不下的热
力值引得八方客来，逛吃逛玩时，穿越
大街小巷的音乐，让游人沉浸式感受
到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与从容，随手
发个朋友圈或短视频，寥寥数字记录
下哈尔滨之行的感受即成“爆款”。

“音乐之城”、亚洲唯一，缘何花落
哈尔滨？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授予“音乐之城”荣誉
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接受记者
采访时一语道破：授予中国哈尔滨为

“Music City”，是因为哈尔滨这座城市
具有百年的音乐传承历史，音乐是哈
尔滨这座城市的固化品牌，更是因为
哈尔滨有百年的交响乐团、有在中国
坚持最久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沙祖康所言的中国坚持最久的哈
尔滨之夏音乐会，到底久到何时？百
度输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字样，从
各类文字介绍中均可寻得答案：36
届、63载。走进位于松花江北岸的哈
尔滨音乐博物馆、“网红大雪人”栖身
之所群力音乐公园，一块块展板、一张
张老照片，直观地记录着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的前世今生。

傅庚辰、李双江、滕矢初、金铁霖、
刘锡津、傅海燕、牟玄甫、常静、李健、崔
恕、刘和刚……200余位从黑土地上走
出去的作曲家、歌唱家、指挥家、演奏
家，几乎占了中国音乐界的半壁江山。

“哈夏”不仅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批
本地音乐人才，还是优秀作品的诞生
地。《乌苏里船歌》《太阳岛上》《漫步哈
尔滨》……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也都
是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舞台传出并
蜚声海内外，传唱至今。

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长苗笛娓娓
诉说着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诞生故
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遭受了
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为鼓舞大家士
气，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大
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1958年～1960
年的“群众歌咏活动”高潮迭起，仅
1960 年参加歌咏活动的人数就达 22
万人次。1961年年初，哈尔滨市委宣
传部及哈市音乐界负责人牛乃文、章
子冈、沙青、马楠、唐乃智等关于举办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报告初步形成。
同年3月8日，初到哈尔滨工作的著名
歌唱家张权带来了维也纳音乐节和布
拉格之春等国际音乐盛会的信息，并
建议召开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此建议
与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想法不谋而合，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应运而生，从此它
有了一个亲切的昵称“哈夏”。

首届“哈夏”于 1961年 7月 5日晚
在哈尔滨青年宫揭幕。当晚，在哈尔
滨铁路文化宫贝壳剧场，哈尔滨歌舞
团的男高音郭颂演唱了新近改编的东
北民歌《新货郎》，其圆润、优美的音色
令观众耳目一新，从此观众记住了郭
颂这个名字。在张权、严仁明、王双
印、李高柔、丁顺训、金浪、周琪华、郝
淑琴等著名歌唱家、演奏家的加持下，
融合了“专业性+群众性”高水准的

“哈夏”，一炮打响。为此，第二届“哈
夏”，长春、沈阳主动加入“哈夏”大家
庭。从 1961 年至 1966 年连续举办 6
届，之后停办12年。

1979年，由东北三省共同主办的
第 7届“哈夏”音乐会再次隆重举行。
这届“哈夏”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举办的，被称
为“点燃了全国音乐界解放思想的火
炬”。从 1994 年的第 22 届“哈夏”开
始，每两年举办一届，突出专业性、提
高性和交流性，兼顾群众性和普及性，
逐步把“哈夏”音乐会办成全国性的音
乐盛会。从 1996年第 23届开始，“哈
夏”音乐会成为由国家文化部和哈尔
滨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性音乐节，
标志着“哈夏”音乐会已由地方性音乐
活动变为国家级的音乐节。

芳华60余载，“哈夏”不仅发展成
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品牌，也成为名副
其实的培养艺术人才的摇篮、提高市
民文化素养的舞台、对外文化交流的
纽带，更成为世界了解哈尔滨、哈尔滨
走向世界的窗口。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国际知名音乐赛事勋菲尔德
弦乐比赛永久落户哈尔滨，并纳入“哈
夏”框架内。薛苏里坦言，勋菲尔德弦
乐比赛扩大了“哈夏”的内涵和外延，
提升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品牌价
值，同时，这一国际音乐赛事也因加入

“哈夏”而增加了大众的关注度。
在打造“中国的‘哈夏’、世界的舞

台、人民的盛会”理念推动下，“哈夏”
已经成为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最美
的风景，最靓的名片。

哈夏音乐会：让世界听见哈尔滨的美好

□本报记者 董云平

感受历史文化氛围，汲取红色精神
力量，抒发爱国爱党情怀……这个国庆
假期，黑龙江省各地博物馆热度持续火
爆，成为公众出行的热门打卡地。

8日，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这个国
庆假期，黑龙江各地博物馆共推出126项
特色展览和活动，累计接待观众210.9万
人次，同比增长 17.2%；其中 9 家博物馆
累计接待观众超过 5 万人次，23 家博物
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 2 万人次，另外 47
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
15%，博物馆文化资源在节日期间绽放出
独特魅力。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看到了好几个
好看的展览，特别是标本特展，展出的动
物标本非常可爱；在中央大街看到了东
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的‘国旗 国徽 国歌专
题展’，我们还参加了‘我与国旗同框’打
卡活动……这次在黑龙江旅游参观了好
多有特色的博物馆，让我们感受到了黑
土地的独特文化”。国庆来到黑龙江旅
游的江西游客方琳琳，对黑土地上的文
博之旅赞叹不已。

国庆期间，我省各地博物馆推出了
多元化的特色精品展览，为观众提供了

一 场
文化盛宴。
黑龙江省博物

馆推出的“龙博百年自
然标本国庆特展”，凶猛的

老虎、憨萌的熊猫、振翅的金
雕……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让

小朋友们流连忘返。东北烈士
纪念馆推出的“为了新中国——东

北解放专题展”，创新性地以毛泽东
文稿等历史文献中的语句作为各部

分标题，展出历史图片343张，文物、文
献 118 件。哈尔滨市博物馆推出了“永
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历史陈列
展”“沸腾的生活——冰城公交百年印记
展”“笛箫文化展”等五大展览。

此外，鸡西市博物馆推出“红灯记
藏品及绘画作品展”“北大荒文化作品
展”“鸡西市创意设计展”；七台河市博
物馆推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
题文物图片展”；黑河博物馆推出“卓绝
历程——黑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陈
列”；兰西县挂钱博物馆推出“盛世华诞
礼赞祖国——剪纸挂钱艺术精品展”。

近日，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
民族博物馆里，观众们或载歌载舞，或挥
毫泼墨，或手持国旗在相框前合影，定格
美好瞬间。

国庆期间，我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
出精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的
热情参与。中央大街、太阳岛坐龙广场
游人如织，人们聚集在“我与国旗同框”
前开心地打卡拍照。哈尔滨市博物馆开
展“我心中的祖国”系列主题研学活动，
小朋友们制作金漆书签、立体贴画、拓印
DIY 画作，动手动脑，活动现场好不热
闹。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开展红色
主题研学活动，为孩子们开辟第二课堂。

古筝、萨克斯演奏萦绕在古建筑中，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齐齐哈尔市博物

馆在黑龙江督军署旧址举办“游赏古建
筝乐随行”展演，用“博物馆+音乐”丰富
旅游体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推出

“岁月·大庆·赤子丹心”“荣耀·大庆·感
恩奋进”“国庆·大庆·再启新程”系列活
动；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推出“一路丰碑
志向百年”主题活动。伊春市博物馆开
展“我与祖国同框打卡”“重温经典唱响
国歌”“情景再现抗联岁月”等系列活动，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传统文化。黑
河旅俄华侨纪念馆推出“体验中国文化
之美”，俄罗斯友人在博物馆看展览、学
剪纸、做漆扇、赏歌舞，共庆国庆。

此外，水墨画、水彩画、素描和国风
动漫等 200余幅主题绘画作品在牡丹江
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妙绘东方 礼赞
祖国——儿童绘画作品展”展出。孩子
们用双手描绘美好生活，表达对祖国母
亲纯真的爱。汤原县博物馆举办了“同
唱一首歌”汤原文博人快闪活动。马骏

纪念馆开展“笔绘七十五载辉煌，墨染中
华盛世华章”活动。绥芬河市博物馆推
出“毛泽东家风展”。

据了解，国庆期间，我省各地博物馆
取消周一闭馆并延时闭馆，优化预约、现
场换票程序，增加讲解场次，为观众提供
更好的观展体验。

①观众们在黑龙江省博物馆拍摄展
品。 本报记者 苏强摄

②外国游客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
体验漆画非遗技艺。图片由省文旅厅提供

③观众打卡哈尔滨市博物馆冰城公
交百年印迹展。 本报记者 刘莉摄

④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观。
⑤游客们观看蝴蝶标本。

本报记者 苏强摄
⑥参观绥芬河中东铁路记忆馆。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⑦了解哈尔滨的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苏强摄

龙江龙江““博物馆游博物馆游””持续火热持续火热

（上接第一版）正在实施的重点研发计
划已经形成 110 多项新技术、新产
品。其中，中船七〇三所完成燃气轮
机数字孪生技术关键功能验证。

我省聚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
快打造战略科技力量。新建和重组
全国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 12 家，实
现“五大安全”领域全覆盖。其中，机
器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多
项标志性成果应用于载人航天和探
月工程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低碳热
力发电技术与装备全国重点实验室
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效超超临
界锅炉。智慧农场技术与系统全国
重点实验室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在农业领域，耕
种管收智慧决策系统等成果在北大
荒集团多个农场试验示范，预测精度
达 90%以上，节约水肥近 20%，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

推动成果落地赋能产业振兴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坚持“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工作导向，
对我省重点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 5
大类科技计划的支持方向进行了调
整，使项目和资金进一步向产业集聚，
推动成果在省内落地转化。

针对智能机器人、未来生物等新
兴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我省组织了
一系列专题研究，面向重点领域场景
应用，谋划部署了一批项目，用新技术
为我省重点领域产业赋能。其中，“人
工智能+采油”项目，用智能算法提高
油气产量；“机器人+诊疗专题”项目，
用手术机器人实现远程精准开刀。

围绕产业链，我省布局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 82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148
家。黑龙江省智能机器人产学研用
联盟集结了哈工大、省金控集团、博
实自动化等 40 多家省内外高校院
所、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家
人形机器人标准制定，组建了哈尔滨
灵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 3 家智能
机器人公司。

区域创新载体是成果落地生根的
“宝地”。在哈大齐自主创新示范区，
我省重点推进 219 个产业项目，其中
今年新建项目 121 个。在哈尔滨片
区，中国星谷项目启动建设，卓树科技
等 21 家公司已入驻智能机器人岛。
在大庆片区，首批醇氢新能源专用车
正式下线，百度数字人制作创新中心
交付使用。在齐齐哈尔片区，中国一
重与北京建龙联合成立龙创新材料公
司，启动高端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升

级改造项目。在佳木斯农高区，通过
中央引导地方资金，重点围绕水稻育
种和加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等领域
开展联合攻关。中粮建三江米业 20
万吨稻谷、创业农场10万吨糯米等重
点加工项目正在有序实施。

建强生态圈锻造新质生产力

近日，“先行龙江 研领未来”系列
科技成果对接会新材料领域专场活动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
行。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银
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省内外
50余家知名投资机构，30余家领域知
名企业，40余项先研院入孵储备项目
的教师创业团队热情参与，在现场进
行了深入对接交流。

“先研院将常态化开展成果对接
活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渠道，加强
校内优质科技成果与各类投资主体对
接，帮助入孵企业嫁接优质资源、拓宽
融资渠道，推动前沿科技成果的商业
化进程，加速新质生产力孕育形成。”
哈工大先研院院长王丛菲介绍。

哈工大先研院去年12月成立，省
市校合力推进建设，经过 9个多月快
速发展，目前已入驻星网动力、航数科
技、灵动智能等 19家科技企业，凡奇
智能、飞米智能等 8家入孵企业与金
融机构达成投资意向约 1.5亿元。其
中，星网动力是哈工大在霍尔电推进
领域深耕20年的重大成果，利用汽车
产业成本控制方法降低航天制造行业
成本，使成本降低了40%，相关技术已
经应用于我国20多颗卫星，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哈工大先研院是我省环大学大院
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的重点项目
工程，省科技厅将牵头制定出台支持
哈工大先研院专项政策措施，努力把
先研院建设成为我省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策源地。

目前，我省在哈尔滨、齐齐哈尔、
佳木斯、大庆4市建设环哈工大、哈工
程、东北石油等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
安排3亿元专项资金，通过4类生态圈
联合引导资金项目，支持生态圈建
设。设立 5亿元龙江天使投资基金，
支持生态圈内初创企业发展。两年
来，生态圈从路径探索到实际发展建
设，已整合辟建孵化载体 56家，在孵
企业1500余家，形成了浓厚的创新创
业氛围，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
生产力，为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新引擎。

龙江科技创新“金果”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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