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要闻
E-mail：yaowen8900@sina.cn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李房浔 美编：于海军（0451-84655238）

镜头里的黑龙江·

□本报记者 唐海兵

大庆市大同区红旗林场地处黑龙江
省西北风口科尔沁沙漠东部边缘带，是
国家“三北”工程建设重点国有林场之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狂风肆虐、黄沙
漫天，草原沙化碱化退化严重。当地村
民曾这样形容那里的恶劣环境，“旱三
年，涝三年，风沙作妖又三年……”

据统计，20 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
代，在“三北”工程建设之前，大庆市大同
区，尤其是处于西北风口的林源镇、双榆
树乡等地风蚀沙化十分严重，沙尘暴频
繁发生。120万亩农田遭受风沙危害，粮
食产量低且不稳定，60 万亩草原由于沙
化导致严重退化。

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1958年，
红旗林场便开始了漫漫治沙路，定下了
10年造林 30万亩的目标，开启了执守大
庆西北风口、护佑万顷良田的民生大计。

匡玉珠是红旗林场的老职工，他 15
岁来到林场，18岁加入植树造林队伍中，
先后当过机务队革委会副主任、护林队

长，这一干，就是五十年。
“最初，要啥没啥，想要造万亩林，很

难。”回忆起当年，匡玉珠仍历历在目，
“凌晨两点半起床，吃半个窝窝头，喝碗
黄豆汤就出去了。沉积多年的荒沙、肆
虐的狂风，增加了栽树的难度。往往是
头一天挖好的树坑，第二天就被沙砾填
平，刚栽好的树苗，一夜狂风，就会被全
部刮倒。我们反反复复挖了一次又一
次，栽了一遍又一遍……”

即使条件如此艰苦，但为了改变恶
劣的生态环境，红旗林场没有一个人抱
怨过苦和累，大家拧成一股绳拼命地
干。前后二十年间，红旗林场植树造林
20 多万株，成活 10 万多株，用一抹抹绿
色锁住了肆虐的沙海。

除了风沙，林场人也怕盐碱地。
“离场部 35 公里处，有个 3800 亩的

林业点，自1974年开始，我们就试验栽植
树种。杨树、柳树、水曲柳、榆树，该试的
都试了，可就是没有成活的。那片地的
盐碱度太高，老远就能看到地面白白的
一层。遇上雨水多的年份，整个夏季都

是水。一台拖拉机去抚育苗，陷在里面，
还得用两台拖拉机把它拽出来……”匡
玉珠说。

即使是这样，红旗林场没有放弃这
块土地。

终于，在2003年，这片地上栽植樟子
松成功。如今，这3800亩地上的樟子松，
已经长到4米多高。

红旗林场党组书记、场长隗立福介绍，
自1978年起，国家开始实施“三北”工程，
红旗林场作为重点国有林场之一，进入了
机械化造林时代，曾十天造林1.2万亩，创
造了当时全省造林速度最快的纪录。

如今，红旗林场域内的森林覆盖率已
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不足70％，提高到
现在的84.6％，打造了一条长约90公里，
总面积约12.27万亩的绿色生态屏障，有
效阻隔了风沙，也护佑住了万顷良田。

“我们的地从贫瘠的沙地变成了良
田，以前种玉米 1亩地产六七百斤，现在
1亩地能产一千六七百斤，生活越来越富
裕，日子越过越好。”大同区林源镇长林
村村民高成富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红旗人用青
春、汗水、泪水甚至生命造就了我省西部
绵延上百公里的绿色长城。

“不畏艰苦，顶风沙，冒雨雪，敢战天
斗地，能改天换地，硬生生地把沙地变成
林海，把沙带变成米粮川。”的“红旗精
神”也根植于每个人心中。

红旗林场的故事，只是我省防沙治
沙进程的小小缩影。在大庆市杜尔伯特
蒙古族自治县，齐齐哈尔市泰来县、甘南
县等防沙治沙重点区域，处处皆实现了
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

省林草局“三北”林业建设服务站站
长高明介绍，自“三北”工程开展以来，我
省共完成营造林313万公顷，不仅维护了
国家生态安全，更为祖国粮食安全起到
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今年，我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推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启动仪式在大
庆市大同区红旗林场举办，标志着我省

“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和科尔沁沙地歼灭
战全面开展，龙江大地的扩绿脚步将更
加铿锵。

红旗林场：

（上接第一版）张鑫表示，目前公共冰
雪雕塑艺术领域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
以中国、美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大型组
合冰雪雕塑，其中中国以冰雪建筑和大型
雪雕最为著名；另一个是将冰雪作为材料
分支，通过研发其特性进行创新创意发
展，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我省提出
的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融合发展正
好契合这个思路。”

2017年，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成立冰
雪雕艺委会，开始梳理、整合、协调、统筹
冰雪雕专业人才等问题，创新创意理念也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多学科融合是冰雪产业发展趋势

科技手法与传统技艺如何融合？怎么
创新？是摆在黑龙江冰雪雕塑艺术师们面
前的现实问题，张鑫举了个例子：复合冰。
传统冰建筑多由天然冰切割、砌筑而成。
由于其强度较低，冰建筑的造型和建筑规
模难免受限制。哈尔滨工业大学罗鹏教授
团队通过在水中按比例增加纸屑、纤维等
物质形成复合冰，强度高于天然冰，打造出
大跨度冰雪建筑。借此改变了冰雕的创作
媒介，催生出新艺术风格与形态，为大众带
来更加丰富多元的冰雪文化体验。

目前，黑龙江多项冰雪材料项目正在

进行中。从 2022 年开始，哈师大与哈工
大、东北林大等高校一起联合攻关。其
中，哈师大与东北林大合作的“植物有色
冰”项目，是从木材、树叶里提取植物色素
用于彩色冰雕制作，“植物色素波段稳定，
色彩柔和耐看，成本低、不掉色。”

在雪壳建筑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研
发“冰雪复合材料”，让这种科技雪更具粘
合度和拉伸力。新材料无味无色，硬度达
到混凝土的 80%，能制作出跨度两三千平
方米、内无支柱的雪建筑和立体造型。“新
材料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落地实施后，哈
尔滨冰雪创新科技继续因‘中国创新’领
跑世界。”

另外，创新思维和艺术表现力是冰雪
雕塑艺术的另一条发展之路。2013 年张
鑫带队出国打比赛，发现外国选手的冰雕
越刻越大，原本2米高的冰最后做到了3.5
米。经研究发现，原来他们把冰块切成不
同小格、不同配件，然后把它延展起来，不
再是传统的单体冰块，而是组成充满体量
和空间感的新雕塑，“这就是创新思维。”

“我见过一块 2 米× 2 米、80 厘米厚的
冰，艺术家把它做成7米多高的鸟笼子，中
间有一只金刚鹦鹉，思维灵活度、创新性
可见一斑，这种‘去冰化’思维正是我们现
在缺少的。”张鑫表示，新冰雪雕塑不仅在

技法、形式上需要突破，还要更深刻、更透
彻地去研究材料本身。

探索高水平创新型人才队伍

上一个冰雪季，超美网红打卡点“钻
石海”成为“尔滨”新晋 IP 顶流之一，也是
让雕塑系师生们引以为傲的作品之一。

“钻石海”原本是放置采冰后余冰的地
方，这处挪不走的冰块群让冰雪雕塑专业
的师生们脑洞大开。从最初的冰雕小动物
到晶莹剔透的“大钻石”，后来有学生提出

“‘钻石海’应该送钻戒啊”，于是出现了排
队领钻戒的网络梗，被全网热议。“在‘钻石
海’雕钻戒已成为我们冰雪雕塑专业的传
统活动了，今年冬天还会去。”张鑫说。

站在冰雪产业的时代潮头，黑龙江亟
须什么？张鑫坚定地说“冰雪文化复合型
人才”。他作为专家建言“全民参与冰雪
文化 提升哈尔滨冰雪文化品牌”，建立大
中小学、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冰雪人才
培养机制，即在中小学开设全民普及冰雪
艺术教育公益课堂，让同学们在校园里亲
手制作冰雕，寓教于乐；在职业教育方面，
着重培养冰雪技能人才；在大学阶段，侧
重培养管理、科研研发、科技创新等冰雪
艺术复合型人才。该建言得到相关部门
积极回应，其中，哈师大已在哈尔滨市继

红小学、哈尔滨市第一一三中学等学校开
设了公益课堂，并与黑龙江艺术职业技术
学院签署“全国冰雪文化产教融合共同
体”，全面打造冰雪人才储备库。

“昨天我们刚给林区职工做完培训，
希望他们将冰雪雕塑技艺传承下去。”张
鑫表示，作为省教育厅授牌的中小学实践
教育基地，冰雪艺术研学一直在有条不紊
中进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
馆里，哈师大冰雪艺术研究营的冰雕体
验、制作冰版画、冰上书法等备受游客喜
爱。2022年冬，哈师大与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携手开启校企产学研合作，从冰雪艺
术、创新研发等方面实现科研转化。合作
两年来，仅设在园区内的冰雪研学项目就
创造价值几十万元，呈激增式增长。

15年来，哈师大冰雪雕塑专业培养出
近 200 名专业技术人才，很多活跃在国内
外各大城市的冰雪相关产业中。

哈师大瞄准创意设计产业，2022年10
月聚力成立“创意设计产业园区”，让冰雪
雕塑专业的师生们从幕后走到前台，“龙
江冰雪经历几代人传承，有着60多年的沉
淀，我们也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不断向上
仰望，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希望未来有更
多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共创龙江冰雪艺
术更多辉煌。”张鑫说。

让艺术创意续写“尔滨”冰雪新传奇

本报21日讯（袁晓玲 记者赵宇
清）21日，国家体育总局2024年全国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体育师资送教上
门培训班（黑龙江）开班仪式在七台
河市举行。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由国家体育
总局青少司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教练
员学院、黑龙江省体育局承办，七台
河市体育局协办，培训为期7天。培
训对象为我省各级各类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体育特色示范学校以及七台
河市中小学体育骨干教师共100人。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吉林体育学院的专家教
授和知名教练员将为学员们授课。
培训主要采用现场专题讲座结合技
能实践、线下学习结合线上管理的形
式开展，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短跑道速
度滑冰运动竞技格局与制胜规律、少
年短道速滑运动员选材、青少年短道
速滑运动员常见运动损伤的康复训
练手段、短道速滑发展历程等。

此次培训对于促进青少年体育
事业发展、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
建设、挖掘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

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体育师资送教上门培训班开课

本报讯（记者刘瑞）日前，2024
年哈尔滨市暨南岗区食品安全宣传
周主场活动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举行。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哈尔滨
市公安局等 9 部门会同南岗区市场
监管局及区食安委成员单位等11个
部门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诚信尚俭 服务

民生 保障亚冬 共享食安”，围绕压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夯实食品安
全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增强市民自我保护意识、促进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5方面展开。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哈市各区
县（市）、各级监管部门结合工作职能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哈尔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

□周立军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科
技园区的水稻收获现场，一台无人驾驶的
收获机正在稻田中来回穿梭，进行收获作
业。一旁，一台无人驾驶运粮车静静地等
候在路边，准备随时接收并运输收获的粮
食。这一场景标志着友谊分公司在智慧农
业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作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近年来，
友谊分公司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
化发展，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和智
能化系统，全力探索水旱田各农事环节全场
景无人化农场，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收
益，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农业示范和引领作用。

这台无人驾驶收获机集成了无人驾驶、
产量分布系统等功能，能够精准地完成收获
作业并生成地块内产量分布图，不仅大幅提
升了收获效率，还显著降低了人力成本。

在收获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控平
台，可以清晰地看到无人驾驶收获机和运粮
车的实时作业情况。

友谊分公司科技信息中心主任曲慧表
示，无人驾驶农机的应用是友谊分公司在智
慧农业建设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未来，分
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更多智能
化、自动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为农
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无人驾驶农机助力北大荒水稻收获作业

无人驾驶的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 周立军摄

（上接第一版）

海绵项目有“账”可算

海绵城市项目建设，可以让雨水
留得住、排得畅、回得来。已投入使
用的大庆油田总部机关区域性海绵
城市建设示范工程实现了雨水自动
收集、自然净化、自主循环利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该工程位于让胡路区，总占地面
积105公顷。建设前，这片园区每年
春、夏、秋三季，受自然蒸发、绿化浇
灌等因素影响，导致人工湖水位下
降，需要大量补水才能确保园区绿化
养护和瀑布、溪流、人工湖等水系的
正常运行，用自来水补充费用高，不
用则异味大。工程投运后，实现了雨
水自动收集、自然净化、自主循环利
用，节约了大量资金。

“项目于 2022年下半年建成，通
过两个闸板阀、两个集水池，还有 5
个循环泵组，把园区的降雨全部收集
利用。通过闸板阀控制雨水外排，通
过集水管线和集水泵组，将雨水回收
利用，通过人工湖把雨水进行积存，

日后循环利用。”大庆油田行政事务
服务中心副主任姜振君说，工程总投
资 70 余万元，去年收集的 21.6 万立
方米雨水，投入电费0.9万元，年创效
140余万元。

雨水利用替代清水用量，经济效
益显著。“自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全市
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超过40%，雨水
资源化利用量达到24.9万吨/年。”大
庆市海绵专班相关工作人员说，利用
大庆多湖泡的特点，在雨水资源化利
用方面主要依靠湖泡收集周边雨水
经净化处理后用于绿地浇灌、道路浇
洒等。而这对于植物生长来说也十
分有益，因为井水不如河水，河水不
如雨水……大庆油田总部机关区域
性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程建成后，当
年的水域蓝藻发生率同比下降70%。

为了城市的美好、宜居与可持
续，大庆一直在努力。

《大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
例》也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这意味
着，作为省内唯一对海绵城市建设管
理开展立法的城市，大庆系统化全域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有了法治保障。

大庆 让城市“能喝水”“会呼吸”

如今的沙地已经绿树成排、郁郁葱葱。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曾经红旗林场挖坑造林场景。

□万希龙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二人转在海伦已经有近百年
的历史，这里活跃着很多民间二人
转团体，并呈现日益壮大之势。“海
伦北派二人转”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正以独特的艺术活力
在这片黑土地上不断传承和发扬，
为群众带去艺术上的享受。

在黑龙江省 2023年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
活动评估结果中，赵晓波、石桂芹
榜上有名，他们是“海伦北派二人
转”的代表性人物。

早在 1947 年，海伦市就有了
二人转的专属地“海伦市人民艺术
剧院”，后在 2012 年成立了“海伦
市北派二人转传承保护中心”，是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单位。由原来的单纯的文
艺表演团体，向专门从事东北二人
转（北派）的挖掘、研究、传承和展
演方向转变，使二人转有了自己的

“归属地”。该中心成立以来，不仅
实现了从文艺表演团体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挖掘、研究、传承和展演
的转变，更担当起传承与弘扬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职责。

海伦市北派二人转传承保护
中心自 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来，
以北派二人转非物质文化挖掘、保
护工作为重心。2008 年，该中心
演员石桂芹、赵晓波被评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北二人转
代表性传承人。

当时年仅 36岁的海伦市人民
艺术剧院二人转演员赵晓波，以卓
越而扎实的唱功一举为我省捧回

“国家级”二人转传承人的荣誉。
赵晓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村娃，她说：“打小我就爱听二人
转，记得小时候我妈还唱过二人转

《小鹰展翅》，一直在我耳边响起。”
17 岁那年，赵晓波被父母送去外
地学习唱歌，但她瞒着父母改学了
二人转，“那时候家里特别穷，就是

想学成后多赚点钱，早点帮家里。”
就这样，赵晓波走上了学唱二人转
的道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赵
晓波的很多绝活是“硬掰”而成，下
腰、掰腿，每天都是凌晨起床，一练
就是整整一天，腰闪了、脚扭了等
等都是家常便饭。这种持之以恒
的精神是她艺术成就的基石，正是
这些磨难铸就了艺术家的辉煌。

为了有效传承发展特色文化，
将北派二人转地方特色文化传承
下去，海伦市出版发行了《北派二
人转传统剧目（一）》，收纳整理北
派二人转传统剧目 23 个，小帽 35
个。自 2015 年起，海伦北派二人
转传承保护中心精心打造的“三部
曲”——《海伦往事》《这片黑土地》

《传奇四大坊》，不仅承载了抗战胜
利、改革开放等历史记忆，更响应
了文旅融合的政策号召，展现了北
派二人转的创新活力。

截至目前，海伦已培养专业二
人转演员200余人，19人成功加入
国家正规文艺团体，多名学员在全
国各类戏曲赛事中崭露头角，为地
方戏曲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坚实
的人才保障。

海伦市重视文化惠民工程建
设，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制定专项实施方案，调动各方
力量，确保“送戏下乡”活动的顺利
实施。利用乡村文化广场、新时代
文明实践场所等载体，结合线上直
播平台，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传
播方式的完美融合，进一步扩大了

“海伦北派二人转”的影响力。自
2019年起，二人转艺术的乡镇巡演
从未间断过，成为了一道亮丽的文
化风景线，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
生活，也展现了二人转艺术的生命
力与魅力。巡演不仅让传统艺术
得以在最接地气的土壤中生根发
芽，也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海伦北派二人转”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为乡
村振兴事业注入了文化驱动力量。

海伦二人转

扎根黑土 唱响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