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列馆内首列原油外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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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萨尔图有条车水马龙的中七路，在路
边的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座红墙红瓦的四合
院，宁静古朴，隽永凝重。这里是大庆油田历
史陈列馆，它的前身就是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
旧址——“二号院”。

1960 年 10 月，随着会战大军从大同向萨尔
图地带转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机关从安达的

“一号院”迁到这里，称其为“二号院”。虽然最
初的“二号院”只有五栋简陋的土坯房，却是最
繁忙的神经中枢和指挥中心，余秋里、康世恩等
领导人曾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那场气
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二号院”铸就了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的辉煌，这座神圣的殿堂，承载了
无尚的荣光。

2006 年 9 月 26 日，由“二号院”改造而成的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我
国第一座工业题材原址性纪念馆，跻身国家
AAA级景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几日，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参观。刚到大
门口，就遇见从大巴车上下来的一群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他们统一着装，胸前佩戴共青团团
徽，有组织地在大门前拍照留念。他们举着的
横幅上写着：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第三期“青马
工程”培训班。据讲解员介绍，近年来，陈列馆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阵地。

踏进大门，只见三栋砖瓦结构的展馆呈
“品”字型布局。院落的中轴线上是一条由铜板
铺就的“大庆之路”，铜板上采用魏碑体的浮雕
文字，记录了大庆油田从 1959 年 9 月 26 日诞生
到 2006 年 9 月 26 日 47 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随着年份数字由大到小，参观者仿佛正在
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历史。

在主展馆的门前，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塑，名
为“起点·永续”。雕塑的底座是一段岩芯，象征
石油的根脉坚不可摧；雕塑的主体造型，模拟大
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的井口装置，象征
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雕塑家还采用了抽象
的油浪作为背景衬托，滚滚油流象征大庆油田
可持续发展，铁人精神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推开斑驳的红漆大门，步入主展厅，走廊的
通道和两侧的展墙，叠加了动态的投影，令参观
者身临其境，仿佛此刻正头顶星空，脚踏荒原，
豪迈之情油然而生。

馆内的展品陈列，采用编年体和专题式有
机结合的方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序厅墙上的
浮雕“岁月·大庆”四个大字。由此，大庆油田开
发的历史长卷依次在九个展厅中徐徐展开。

走进“艰苦创业·光辉历程”展厅，在场景复
原的“干打垒”中，炉子里的柴火还在噼啪作响，
桌子上的煤油灯火苗不停地闪烁，映照出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一个醒目的展位，一台钻井主机磐石般
静卧在那里。当年，铁人王进喜带领 1205 钻井
队，在没有吊车装卸的情况下，硬是靠双手和肩
膀，把这台钻机从萨尔图火车站运到井位。钻
机无声，当年人拉肩扛的劳动号子犹在耳畔。

在“大庆赤子，油田脊梁”展厅，一幅巨型画
卷映入眼帘，画面展示了余秋里、康世恩、焦力人、
宋振明等诸多领导者的形象，他们都是我国石油

工业发展的先驱者和卓越贡献者。
另一面展墙上，用珍贵的图片展示了王进

喜、王启民、李新民三代铁人接力冲刺的事迹。
三代铁人铸就了一部油田史记。时代不同，铁
人的故事各有不同，但铁人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石油人奋斗的航向。

除了图片、实物、文献资料等传统陈展手
段，陈列馆还采用了中心岛、沙盘、微缩场景等
辅助形式。最受小观众欢迎的是“松基三井喷
油”展示屏，按动触摸屏上的按钮，迎面墙上就
会出现松基三井喷油的画面，油流滚滚，深受感
染的孩子们跟着一起欢呼雀跃……

在尾厅的剧场观看完影片《百年油田畅
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参观结束，沿着“大
庆之路”走出陈列馆大门，虽然铜板铺就的道路
截止了，但大庆之路还在延续，延续到前方的世
纪大道，一直延续到充满希望的未来。而 5470
平方公里的油田才是真正的大展台，每一口油
井都是珍贵的藏品，每一个石油人都是英雄的
雕像。

踏上龙江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仿
佛步入了一幅徐徐展开的北国风情画卷，
每一处景致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每一缕
凉风都携带着故事的芬芳。这里，是自然
与人文交织的乐章，是历史与现代和谐共
生的典范，更是心灵得以栖息的清凉之境。

黑龙江，以其蜿蜒如龙的姿态，横贯北
国，滋养着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夏日里，大
小兴安岭植被郁郁葱葱，万木争荣，绿意盎
然中透露出勃勃生机。漫步林间小道，听
松涛阵阵，看云卷云舒，感受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涤与宁
静。而镜泊湖、兴凯湖、松花江、乌苏里江
等水域，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泛舟水上，
清风拂面，仿佛能洗净尘世的烦恼，只留下
心灵的纯净与欢愉。

龙江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从各类远古遗址到金源文化的璀璨光芒，
从哈尔滨的欧式建筑群到宁古塔的历史传
说，每一处遗迹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
桑。走在这片黑土地上，仿佛能穿越时空，
与那些历史的先贤对话，感受他们留下的
智慧与勇气。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
是龙江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黑龙江历史文明中，有许
多英勇的抗战故事，其中“十二烈士战迹”
和“八女投江”的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8年春，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的小孤山发
生了“十二烈士战迹”。当时，东北抗联第
五军第三师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等12名抗
联战士与400多名日伪军展开了阻击战，为
大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激烈的战
斗中，这12名烈士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勇事
迹被后人铭记，小孤山也因此更名为“十二
烈士山”。

在乌斯浑河畔，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
故事——“八女投江”。在抗日战争时期，
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
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入滚
滚的乌斯浑河英勇牺牲。她们用生命谱写
了一曲壮烈的战歌，成为抗日历史上的英
勇烈士。

这些烈士的故事展示了他们在抗战中
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也让我们更加珍
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他们的故事将被永远
铭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黑龙江人民为
家乡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还流传着
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从冰雪节上的欢
声笑语，到渔猎文化的独特风情；从东北
大秧歌的热烈奔放，到农家小院的温馨恬
静……每一个场景，每一段记忆，都洋溢着
浓浓的北方味道，让人心生向往。这些故
事，如同夏日里的一缕清风，轻轻拂过心
田，带来无尽的温暖与感动。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入推
进，龙江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更是焕发出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从冰雪旅游到避暑胜
地，从生态旅游到文化体验，龙江文旅产业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游客们在
这里不仅可以领略到自然风光的无限美
好，还能深入体验到龙江独特的文化内涵
和历史底蕴。这种深度游、体验式旅游的
新模式，让龙江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心中理
想的旅行目的地。

走笔龙江，不仅是一场身体上的旅行，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里，我们可以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感受历史文明的
厚重，聆听北方风情的温馨故事，更能在文
旅融合的新篇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
宁静与欢愉。大美龙江，美在自然，美在人
文，更美在那份与自然相融、与历史对话的
情怀之中。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大美龙江
诗意赞歌

□王国志

七星河湿地素描
七星河湿地里的一

条条河汊来源于七星
河，七星河位于黑龙江
东部，发源于岚棒山南
侧，是乌苏里江左岸的
二级支流。中下游在三
江大平原的腹地蜿蜒流
淌，河两岸低洼，涵养着
大大小小的河汊湿地，
七星河湿地就是其中的
一块。七星河在大王家
附近注入挠力河。

在作家肖复兴《北
大荒断简》一书《七星河
和挠力河》一文中写道：

“1968年的夏天，我从北
京到大兴岛……夏天的
七星河很漂亮，两岸是
绿色的苇草，一望无际，
平铺到天边。河水清澈
见底，能够看到水底的
游鱼——远处的天空有
水鸟在飞，居然还能看
到长脖老等，伸长了脖
子，好奇地望着我们”。
肖复兴写的是七星河湿
地的景象，在这篇文章
中也写到七星河中下游
水下很复杂，水草纵横，
河岸都处于沼泽。这些
沼泽草甸大多被开荒者
一代代开垦，现已成为
北大荒万亩良田，而今
留下的七星河湿地，已
被政府保护起来。

七星河湿地位于双鸭山市宝
清县北部，它的全名七星河国家
自然保护区，是全国著名的十大
湿地之一，总面积 2 万公顷，核心
区 7960 公顷。大片大片的芦苇、
草甸，河流在芦苇和草甸中静静
地流淌，湖泡星罗棋布，水中鲫
鱼、鲶鱼、鲤鱼等多种鱼类，吸引
了大批鸟类迁徙而来。随着保护
区保护力度的加强，现在七星河
湿地有高等植物386种，脊椎动物
28 种，鸟类 236 种，每年途经保护
区的鸟类有 40 万只，是名符其实
的动植物的天堂。

夏天时的七星河湿地最美，
芦苇草甸无边无际，给人天苍苍
水茫茫的感觉，有风的时候，芦苇
随风摇曳，风大的时候倒伏又站
起的芦苇发出哗哗声。一片片草
甸生长着小叶章和苔草，阳光下
浅黄的草穗和茎叶远看像毯子，
像动物柔软的背伏在湿地中。河
泡中绒绒的水草长出水面，菱角
的小黄花铺开，花间游着一群群
小野鸭。一朵朵白睡莲在水面悠
然地张着瓣，淡泊、圣洁，暗绿厚
重的莲叶托着它们，又像是它们
的小裙子。每次来都被白睡莲吸
引，心里想像它们那样安静地坐
在水上，随水飘远，或在夜色里和
月光交融。

湿地的灵魂是丹顶鹤、白头
鹤、白枕鹤和东方白鹳，是白琵鹭、
白额雁、大小天鹅等鸟儿。鸟儿们
每年三月末四月初从温暖的南方
飞来，天空中的大雁排成人字型向
北飞，飞翔的鹤群鸣声像清凉的
水，人们抬头看，心中充满希望和
欢欣，春天来了！刚回到湿地的大
雁和鹤在水边的田地和芦苇中几
十只甚至上百只飞起落下，尤为壮
观。

夏天鸟儿们在芦苇中觅食、恋
爱、孕育新的生命。天刚亮，早起
觅食的鸟儿把爪印留在软泥上，太
阳像一盆金水把湿地浇醒，鸟儿欢
腾一片。白天，它们时而飞向天
空，白亮的翅膀和越飞越远的身
影，让人想跟随它们向远处去，又
猜想它们飞向哪里。鸟儿白色的
身影在芦苇边的水里长久地站立，
找鱼吃，自由安适，像一幅画，特别
是白天鹅，它们细长的腿爪，弯曲
的颈项，扬起翅膀，高亢地鸣叫，似
舞蹈，似求偶，纯洁而美好，让人感
到大自然的生动和魅力。中华秋
沙鸭、骨顶鸡和鸳鸯，在水面浮着，
时尔钻进水里觅食，人一走近，它
们快速游走，钻进芦苇丛里躲避起
来。太阳落下去了，湿地昏暗了，
它们还恋恋不舍地在水面上游
动。傍晚的天空，鸟儿擦着晚霞从
远处飞回，那种美如一幅画，让人
想起农耕的人从田里干完活回家
的急切和愉快。有一种小鸟，黄昏
站在木头桩子上，一动不动，像是
等待。傍晚有无数的鸟儿在芦苇
的窝里，发出暖暖的唧唧声，它们
在团聚呢。

秋天，鸟儿们陆续分批向南迁徙，
它们一队队鸣叫着飞上天空，飞过成熟
或收割后的原野，天黑了也不停下，整
个湿地像是在送行，人们抬头望着它们
飞远，会涌起寂寥忧伤的情怀，心中想
起《鸿雁》的歌：“鸿雁向南飞，飞过芦苇
荡，天苍苍，雁何往……”并在心里祈祷
着它们一路平安，明春再来。

作为双鸭山人，和家人朋友们多次
开车来七星河湿地，芦苇刚返青我们就
去，直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茂盛，我们在
芦苇间的栈道上，在河汊的小船上，拍
湿地芦苇茫茫的美，拍大鸟凌空的姿
态，追着拍水上游弋的一群野鸭。太阳
落进湿地，我们恋恋地不走，晚霞烧红
天边，烧红水，我们拍晚归的大鸟，心中
留恋、畅想。我的诗歌灵感一次次袭
来，写了很多关于湿地的诗。摄影爱好
者冬天也来拍，画家把湿地的美景搬到
画布上。

七星河湿地从前生活着满族祖先
邑娄人，距今2000年前他们居住在七星
河北岸的凤林古城，隔河是炮台山古
城。距今 1700 年前他们在七星河的南
岸建造了以天文星座为形象的七星祭
坛。凤林古城里的人们在七星河湿地
开垦田地，种植粟米，制造铁器、陶器，采
制玉器。他们晒鱼，用猎物皮毛缝制衣
服，用猎物交换土地产物。在发掘中知
道他们藏了大量的粮食和器具。七星河
湿地悠远神秘，值得深入考察和探究。

七星河湿地给动植物太多，给人们
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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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湿地 鸟类天堂 如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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