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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香 由培远 本报记者 赵一诺

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 30余种国家级
计量标准装置和大型超精密仪器与装备，
获得多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在哈工大
举办的2024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上，由于对
学校发展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荣膺
第七届“优秀教工李昌奖”。在教育部近
日组织召开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
工作推进会上，他所带领的导师团队荣获
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优秀校企导师组殊
荣……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
业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院长谭久彬
教授。

谭久彬始终致力于高端装备制造中
超精密测量与仪器工程研究，有效解决我
国一批重大型号高端装备研制生产中的
超精密测量难题，其部分大型精密仪器精
度水平跻身国际前列。

恢复高考的1977年，谭久彬毅然将哈
工大精密仪器专业作为第一志愿，自此，
他开启了与哈工大相互成就的人生征程。

大学期间，对谭久彬影响至深的便是
老一辈哈工大“八百壮士”。他认为，哈工
大“八百壮士”的理想格局高远，“他们就
是要奔赴最遥远、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建功立业。他们的学术功底和严谨
作风是一流的，任何一点错误，甚至是笔
误都是不允许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博士刚毕业的谭久
彬遇到了人生中的首个重要项目，其难度

极大，国内众多专家都望而却步。哈工大
校领导找到他，他毫不犹豫地接下来。“校
领导给予年轻人充分的机会，不拘一格地
让我担任课题负责人。”

谭久彬组建课题组时，组内仅有三
人。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桌椅，在负责
实验课教师的协助下搭建起了“临时实验
室”。谭久彬课题组在学生实验课后借用
桌子绘图。学生上课时，他们就到走廊里
研讨，夜以继日地推进科研任务。这就是

“三人一桌”的故事。
为支持谭久彬攻关，学校想方设法解

决实验室和经费方面的难题。
有一回设计失败，谭久彬心痛不已。

他感慨道：“10多万元在那时可不是个小
数目，瞬间就没了。当时大家还面临无法

按时完成任务的困境。我们都急得掉下
了眼泪。”擦干泪水，谭久彬更加全身心地
投入科研中。经过不懈努力，课题组敲定
出创新设计方案，评审专家对其设计速度
惊叹不已。最终，我国第一台大型圆柱度
仪研制成功。这次经历让谭久彬深刻认
识到，大型超精密测量仪器乃国家急需。
他下定决心投身于超精密测量仪器的攻
关之中。

2006年，历经 18年默默坚守，谭久彬
作为第一完成人，摘得哈工大历史上首个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由此，“从一张
借来的实验桌走上国家科技奖领奖台”成
为一段佳话。

“仪器报国，树雄心艰难创业图国家
强盛，立壮志刻苦攻关为民族复兴”。每
年春节期间，哈工大超精密光电仪器工程
研究所都会张贴这副对联。它正是谭久
彬院士团队“挑战尖端，仪器报国”精神的
生动写照。

谭久彬院士团队不仅创造出一批国
际一流的高端仪器技术成果，还培育出一
批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家级青年人才、

“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哈工大仪
器学科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连
续 7 年位居世界第一。谭久彬带领团队
荣获哈工大历史上第一个研究生类国家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谭久彬：挑战尖端 科技报国

谭久彬（右）与学生交流。 图片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

镜头里的黑龙江·

本报讯（杨军 记者潘宏宇）今年
以来，双鸭山市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
重要任务进行重点突破，坚持压实落
靠工作责任，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
管，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学
校食品卫生、安全、营养、健康。

坚持把保障学生食品安全放在
首位。双鸭山市食安办制发《双鸭山
市进一步压实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责
任的实施方案》，明确四项工作原则、
七项主要措施，进一步强化学校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监管
部门责任和行管部门责任。

该市采取“疏管”结合、“管疏”并
用模式，对“校园餐”进行综合治
理。积极拓宽学生就餐渠道，引入多
元化餐饮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饮
食需求。坚持“应备尽备”原则，推进
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备案工作，加
强服务引导，为基层监管人员和服务

对象提供详细的政策解读与业务帮
扶，进一步提升小饭桌经营水平。4
月份以来，新增备案 67 家。加强学
校食堂及伙房建设，制定相关食堂管
理机构并成立家长膳食委员会进行
监督，按照非营利性原则运营。目
前，已新建食堂 1个、简易伙房 3个、
启用原有食堂4个。

该市市场监管、教体、公安、卫健
四部门联合，以维护和促进学生健康
为目标，从解决学校食品安全突出问
题入手，纵深推进校园食品安全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紧盯10项重点任务，
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时间点、路线图、
倒排工期、压茬推进。今年1月份以
来，累计监督检查学校食堂、校外供
餐单位及承包经营企业、校外托管机
构 694 家次，检查覆盖率 100%。发
现问题 565 个，全部整改完成，立案
25起，结案25起。

双鸭山多举措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上接第一版）着力打造热线服务品
牌，构建“民诉即办”服务体系。运用“指
尖”12345，开通 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及
短信服务提示功能，实现企业群众诉求工
单全流程可视化。建立“跨级直办”工作
制度、现场核验督办工作机制、急难等特
殊工单“即派即办”工作机制，制发《佳木
斯市推行“民诉即办”机制工作方案》，研
发升级网格通微信小程序，实现 12345热
线、网格员、职能部门 7× 24小时受理、高
标准办理企业群众诉求。在全国地级市
12345热线运行监测中排名全国第 26位、
蝉联全省第一位。截至目前，受理企业群

众诉求21.6万余件；线上平台受理企业群
众诉求6152件，接件响应率100%，办结率
100%。

深化改革聚焦服务效能再提升

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全面落实省
“十个一”跨部门综合监管模式，进一步提
高跨部门综合监管效能。佳木斯编制公
布19个领域重点事项清单指导目录，在全
市范围内复制推广 11 项市级改革经验。
探索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持续推
进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法治化、规范化、制
度化，全市认领编制行政许可事项 4654

项、实施要素 8017 项、办事指南 5682 项，
完成率均为100%。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高质量承接
国家、省 13个“高效办成一件事”，设立高
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生成办件3200件。围
绕民生保障、工程建设等热点领域建设拓
展 20个“一件事”，在全省“高效办成一件
事”工作推进和交流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全市政
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可办、“零跑动”
事项覆盖率90.19%，“马上办”事项覆盖率
92.81%。汇聚电子证照种类 226种 300余
万条，对比上年增长29%。

全面优化服务措施，优化窗口布局，打
造窗口集成服务。与海南省三亚市签订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协议，扩大异地办事能
力。上线政务服务便民导航小程序，提供

“就近办、怎么办”个性化、智慧化服务。截
至目前，接待办事群众 85万人次，办件 45
万余件，累计提供帮代办服务430余次。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佳木斯
将进一步拓展营商环境的外延与内涵，补
足工作短板，提升服务效能，全力以赴把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向深入，让不断优化
的营商环境成为佳木斯高质量发展最坚
实的基础和最深厚的土壤。

佳木斯：用服务温度赢得发展热度

（上接第一版）

“干”字为先 科技赋能“黑
土粮仓”

增产增收是种植户亘古不变的
期待，更是北大荒丰沃黑土赋予一方
人民的礼物。北大荒集团通过科技
赋能“黑土粮仓”，让北大荒走出一条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丰
产丰收之路。

一边是收获，一边是整地，两者
完美结合，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活
力与希望。秋收时节，在二道河农场
秋收现场，大马力联合整地机正在进
行深松土地起垄作业，机车所过之
处，黝黑、松软的土壤翻滚而出。

“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们，不能
光种地不养地。”站在地头的农场农
业发展部总经理于兴龙说，“现在强
调收翻结合，不仅要把秸秆粉碎还
田，还要对黑土地进行深松、深翻，让
土地好好透透气，为明年春耕生产打
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二道河农场通过建立健
全示范推广体系，以黑土地保护与利
用为目标，联合开展适用于三江平原
低湿农田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攻
关，通过应用新技术、实施新会战、建
立新机制，逐步改善黑土耕地内在质
量、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通过提升
地力提升粮食产量。

增产增收不仅是在土地上做文
章，更强调“地”与“技”的有机融合，
通过应用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补齐
土地“短板”，才能不断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

走进宝泉岭农场岭瓜乡管理区
玉米水肥一体化示范区，大型收割机
和运输车辆在田野里来回穿梭，伴随
着机器轰鸣声，一株株玉米连茎带穗
卷入机器中，摘穗、剥皮、脱粒、秸秆
粉碎，整个作业一气呵成，种植户喜
悦的笑脸与金黄色的玉米交相辉映，
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原来这砂土地不保水不保肥，
如今，水肥一体化、土壤墒情监测、虫
情信息监测都已是常用的技术手段，
看看这吃饱喝足的玉米棒子，今年这
产量绝对差不了。”岭瓜乡管理区种
植户范丰宝激动地说。

向科技要单产是增加粮食产量
的根本出路。今年，宝泉岭农场与中
国农业大学合作建设了 460 亩轻简
化智慧滴灌水肥一体化示范区，通过
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在农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实现科学水
肥管理。

“智能滴灌设备让集中连片农田
的滴灌效率更高、更均匀、更节省人
力。”宝泉岭农场农业生产部副总经
理王长斌介绍，今年，通过精准水肥
管理，实现玉米亩增产 123 公斤，粮
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

切实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大文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北
大荒集团打出秸秆还田、侵蚀沟治
理、粪肥还田等一系列保护黑土地

“组合拳”，真正让黑土地“肥”起来，
让粮食产能提起来。

“谋”字为本 托管开辟“致
富新路”

秋收时节，空气中到处散发着丰
收的味道，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收获景
象，以智能化、机械化和生产托管为
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秋粮收获
乐章里最美的音符。

在嫩江市临江乡前马鞍山村，村
民丁明海满怀喜悦地凝视着这片挂
满成熟豆荚的大豆田。此刻，大型收
割机与接粮车往来穿梭，大豆在机车
穿梭间完成了收割、脱粒过程，整个
场景洋溢着繁忙而喜悦的丰收氛围。

“这片地是与大西江农场垦地合
作开展的‘双百双千’示范田，去年亩
产468斤，今年亩产实现了553斤，成
为临江乡大豆亩产历史最高。”丁明
海骄傲地说。

今年，大西江农场携手临江乡
政府打造垦地合作样板，不仅托管
面积扩大至两万亩，更引入了先进
的农业科技与智能化管理模式，通
过土地托管、技术服务、专项培训等
形式，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生机与活力。

“现在，村里的农民对北大荒模
式越来越有信心。”大西江农场农服
总站负责人王磊说，今年，我们特别
注重土壤改良和精准施肥，不仅减少
了化肥的浪费，还大大提高了土壤的
肥力和大豆的产量。村民们看到实
实在在的效益，纷纷表示明年还要继
续参与我们的托管服务。

眼下，北大荒集团锦河农场有限
公司与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东岗
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全程托管的 2000
亩大豆进入收割旺季，在喜获丰收的
同时捷报频传。这块大地号亩产达
到394.75斤，比东岗村合作社自管地
每亩多打了130斤粮。这一切，得益
于锦河农场与爱辉区西岗子镇在农
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的深入合作。

“今年的大豆产量真是出乎意
料，亩产从往年 260 斤左右提升到
394.75 斤，增产了 130 斤，农场种地
还是专业，土地托管模式效果确实
好。”东岗村村民何赢手里捧着丰收
的大豆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锦河农场与黑河市爱辉区
周边乡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全程
托管土地 1.37 万亩，环节托管 28 万
亩次，技术服务5万亩。“农业社会化
服务让我们在种植理念、模式、机械、
技术等方面开阔了眼界，不仅作物单
产提升了，还带动我们农业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高，明年我们打算与农场继
续扩大合作面积。”爱辉区西岗子镇
党委书记李祥龙说。

为了让更多农户享受到土地托
管带来的红利，锦河农场将北大荒集
团的精细化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复制到地方周边村屯，通过开展供、
耕、种、管、收全方位的托管服务，使
玉米、大豆单产较往年有显著提高，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真正实现了“帮农户省钱、帮农户
赚钱、让农户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推进垦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

北大荒集团：向“二十一连丰”全力冲刺

本报讯（李梓楠 记者贾红
路）近日，“巾帼秀古韵 喜迎亚冬
会”市县联动展演活动在铁力市
举行。

此次活动由铁力市文联主办，
铁力市旗袍文化协会承办，来自哈
尔滨市、绥化市、伊春市的 23 支
410 人的优秀演出团队参加展演
活动，共同为这场文化盛宴贡献精
彩绝伦的表演。

展演节目内容丰富多样，包
括古典舞蹈、旗袍秀、传统服饰秀
等，充分展现了巾帼风采和古韵
之美。哈尔滨市延寿县中老年艺
术团带来的舞蹈《中国的希望》，
舞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祖国未
来的美好祝愿，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绥化市庆安县文化
馆花棍舞舞蹈队带来的《花棍舞》
是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在传统基础上归纳创作出
新花棍舞动作，同时与东北大秧
歌相融合，表演上以击打为主，动
作粗犷豪放，节奏、动作、韵味统
一协调，深受群众喜爱。舞蹈《祖
国你好》《我爱你中国》《礼仪之
邦》《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激情
洋溢、热情奔放，表达对亚冬会的
热切期待和美好祝愿。展演过程
中，演员与观众们共同高呼“舞动
新龙江 喜迎亚冬会”，将展演活
动推向高潮，激发了每个人对即
将到来的第九届亚冬会的无限期
待与热情。

“巾帼秀古韵 喜迎亚冬会”市县联动展演举行

浓缩城市历史 见证
□本报记者 王迪

哈尔滨火车站，在历史的长
河中静默矗立。这扇连接过往
与未来的门户，自 1899 年起，就
不仅仅是铁轨交错的节点，更是
时光流转的见证者。

从中东铁路的初始鸣笛，到
伪满铁路的沉浮，直至迈入人民铁
路的温暖怀抱，每一次身份的转
变，它都有时代风云的深刻烙印。

1952 年末，根据《中苏关于
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中
长铁路管理权和全部财产移交
中国政府，代表着人民铁路时代
的开始。

岁月悠悠，哈尔滨站历经六
次扩建与革新，每一次都是向更
高层次的飞跃。

1955 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改
造，原本的行李房旧仓库被拆
除，一座全新的售票厅拔地而
起。它以 736 平方米的宽敞怀
抱，迎接每一位即将踏上旅程的
旅客。

随着时代变迁，哈尔滨站先
后经历了 1960 年、1972 年、1989

年、1999年四次改造、扩建。
2015年，哈尔滨站迎来

了历史性蝶变。历经 3年零
2个月，1150个日夜，完成8次
调图、3次转场，1次一级施工，
16次二级施工，2018年 12月 25
日，正式开通运营。新站房总建
筑面积为 73624 平方米，是 1904
年老站房的 28 倍，实现南岗、道
里双向贯通。三年光阴，精工细
作，融汇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与
欧式韵味的哈尔滨站，以美观大气
的灵动造型屹立于冰雪之都，以

“八纵八横”最北“一横”重要枢纽
的全新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每一次扩建改造，都是对过
往的致敬，对未来的期许。哈尔
滨站，用它的每一次“变身”，讲
述着关于城市发展、科技进步和
人民生活变迁的故事，这里的
每一块砖石，每一根铁轨，都在
低语着过往与未来的辉煌交
响。在这里，每一次启程都满
载梦想，每一次归来都饱含
温情。

图片由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图①：如今的哈尔滨火车
站。

图②:1999年，哈尔滨火车
站第五次扩建改造。

图③：1960 年，哈尔滨火
车站第二次扩建改造。

图④：1955 年，哈尔滨火
车站站舍第一次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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