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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当记者走出香
兰火车站时，王昕欣老师一家
三口映入眼帘。

当天，在这个小站下车的
仅有记者一人。

十一这个假期，王昕欣未
曾得闲，家访、备赛、护理生病
的姥爷，无论走到何处，爱人
和孩子都跟随她左右。

孩子依恋妈妈，而她依赖
爱人，他是她忠实的陪伴者。

6 年前，她和爱人结婚后
便将姥爷姥姥接来一同生活，

“名义上是养老，实则像在‘啃
老’。”提及姥爷姥姥，王昕欣
笑了，姥爷姥姥不仅照顾孩子

的起居，还负责教孩子看书识
字。“我儿子每天和太姥姥太
姥爷待在一起，养成了早睡早
起的好习惯。”

2024年，王昕欣荣获全国
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全家
人都激动万分，那晚姥爷破
例喝了白酒，他说，他一辈子
追求的至高荣誉，外孙女替
他达成了。

王昕欣感慨：“梦想要以
梦想去点燃，一个拥有梦想的
老师，才有可能在学生心中播
下梦想的种子；一个坚守信念
的老师，才会培养出信念坚定
的学生。”

镜头里的黑龙江·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秋日的双鸭山，天高云淡。双鸭山
市尖山区南市区十号地块中心广场
上，三五成群的居民悠闲散步、聊天，
不时传来广场舞有节奏的音乐声……
放眼望去，四周高楼林立、道路宽敞、
整洁干净。

对于土生土长的老双鸭山人，一提
到旧日的“南小市儿”，浮现在眼前的却
是一溜溜逼仄的民房，夏天像蒸笼，冬
天赛冰窟。狭窄的土路伤痕累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房头成堆的垃
圾，巷尾脏乱的菜市场，让人直掩口鼻。

双鸭山市是一座以煤炭为主的资
源型城市，自 1956年建市以来逐渐形成

了 14片、301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涉及居
民 6.6万户、19万人。其中，南市棚户区
185万平方米、1.3万户、3.7万人，为全省
单体面积最大、居民数量最多、动迁难度
最大、改造任务最重的棚户区。该区房
屋建筑多数超过50年，面积狭小、设施不
全、年久失修，基本都是危房、险房。公
共基础设施极度匮乏，行路难、吃水难等
问题十分突出，消防隐患严重。

2008年初，双鸭山市委市政府积极
抢抓国家实施煤矿城市棚户区改造政
策的历史性机遇，全面启动煤矿城市棚
户区改造工程，南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成
为重中之重。

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双鸭山市采
取向上争一块、财政投一块、银行贷一

块、市场引一块和群众筹一块等方式，
千方百计筹集改造资金，基本保证了南
市区工程建设资金需要。

在南市棚户区建设上，双鸭山市实
现两了个突破：一是在建设档次上实现
突破。在双鸭山住宅建设史上，首次实
现高标准配套，不仅给水、排水、供气、
供热、园林绿化、数字监控一次到位，同
时还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公建 4.9
万平方米，将“先生产、后生活”的欠账
一次补齐。二是在建设标准上实现突
破。在棚户区安置房中建设了 20 余万
平方米高层住宅，实行居民自愿选择政
策，不仅改善了城市景观，还提高了建
设容积率。

南市区这个全省连片面积最大的

棚户区改造工程于 2009 年 4 月开始动
迁，2009 年 11 月正式动工建设，几年间
一栋栋质量上乘、色彩明艳的新楼房雨
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整个工程于
2013年 10月 1日竣工，1.97万户 5.9万名
群众喜迁新居。

如今，在南市区到处是宽敞明亮的
新楼房，这里的居民彻底告别了从前脏、
乱、差的破败景象，展现给人们的是都市
的靓丽风景线。“现在搬进了宽敞明亮
的回迁安置房，周围的路灯也亮了，夜晚
出行安全，感觉心里总是亮堂堂的！”这
是家住南市区居民崔晓英的心声。

左图：曾经的“南小市儿”棚户区。
右图：如今的南市区全景。

张仁才摄

双鸭山：

□本报记者 孙铭阳

早上 7 点 20 分，郝铁文准时到
达单位，梳理当日的必办事项、安
排工作行程。8 点钟，繁忙而紧张
的工作开始了，座机、手机不断响
起，耳朵和肩膀夹着话筒、手指敲
击键盘、碳素笔在笔记本上不停记
录，一个又一个项目就这样持续推
进直至结束，这就是郝铁文日常工
作的真实写照。

2002 年自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毕业后，郝铁文进入中国一重工
作，现任中国一重大连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锻压装备设计研究院一室
主任、首席工程师。22 年间，他先
后主持完成了国资委“1025 工程”
之“140MN 高强铝合金板拉伸机”、
2021 年黑龙江省重点科研项目“轻
合金环件轧制工艺及设备”、大连
市揭榜挂帅项目“航天领域核心环
件成型工艺及设备开发”项目，同
时参与了世界最先进 15000 吨水压
机、国家 863 计划中的 630 吨米操
作机等重大项目的设计工作，主持
完成公司 10000 吨多功能锻造油压
机、5200 吨立卧挤压机等多项首台
套项目的设计工作。

前不久，郝铁文凭借 10000 吨
多功能锻造油压机研制与应用项
目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如果说万吨级液压机是
中国一重在传统产业的延伸和升
华，那么智能高端轻合金环轧线则
是中国一重在新材料领域的“破冰
之旅”。

运载火箭，特别是大推力运载
火箭是进入深空的重要装备，其制
造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太空的
探索能力。高质量的铝合金环件
是火箭储箱的重要受力件，复杂的
受力条件对于铝合金环件的形状、
尺寸精度和力学性能提出非常高
的要求，环件的质量控制成为了环
件制造过程的核心。

郝铁文说，目前我国运载火箭
环件直径在 5 米左右，随着深空探
测要求的不断提升，超大直径高品
质轻合金环件的生产也被提上了
日程。在大直径、超大直径轻合金
环件制造领域国内暂无工艺保障、
没有设备支撑、没有外部经验可借
鉴，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

“一个优质的轻合金环件需要
经过流变成型、特种锻造、环轧塑
性、热处理、冷压消除内应力等多
道工序。”郝铁文说，智能高端环轧
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智能高端环轧线包含万吨级
多功能锻造油压机、高端重载轻合

金环轧机等特种设备，多功能锻造
油压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设备。
为了更快更好地解决该问题，中国
一重研发团队与中南大学钟掘院
士团队合作，对锻造成型工艺及设
备、高端重载轻合金环轧工艺及设
备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依据
轻合金锻造的特点和后续环轧机
的工艺要求，郝铁文与其团队对多
功能锻造油压机进行了专项研发，
基于中国一重液压机多年使用经
验开发了多项核心技术取得了 9 项
发明专利、17 项实用新型专利。“经
过团队的努力，10000 吨多功能锻
造油压机于 2021 年 12 月一次性热
负荷成功，顺利投产，特种环件的
锻造工序得到了保证，后续环轧工
序也顺利跟进。”郝铁文说。

在多功能锻造油压机研发过
程中，为了掌握新材料、新工艺对
设备的特殊要求，并能遵守相关的
工作要求，郝铁文长时间“驻守”中
南大学，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与
高校科研团队深入交流，直至完全
了解了新材料、新工艺对新型环轧
线的工艺要求和设备性能要求。

大型轻合金环轧机（10 米级），
特别是能实现异形环轧的大型环
轧机在国内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异形环件轧制过程中，由于环件截
面几何尺寸与轧辊受力的不对称
性，金属流动过程十分复杂，极易
出 现 各 种 缺 陷 进 而 引 起 轧 制 失
效。郝铁文说，轻合金异形环件的
轧制过程就像高速旋转转台上的
瓶子泥坯，它们同样的柔软无刚
性，环件壁厚同样的单薄易变形，
瓶子泥坯坏了可以重来，但轻合金
环件轧制失败意味着巨额的经济
损失和工期损失，特别是用在航天
和特种行业的环件，其工期关系着
整套设备的成败和项目是否能如
期完成。

正是基于上述难点，郝铁文深
入学习轻合金轧制理论并依据成
型要素和亟待攻克的技术难点，将

“航天用异形轻合金环件轧制工艺
技术研发”等多项核心技术列入了
研发内容，并成功完成了黑龙江省
2021 年重点科研项目世界首台十
米级轻合金环轧机的调试。

无论是用在轻合金坯料成型
的多功能锻造机还是轻合金环轧
机，都是中国一重从黑色金属向有
色金属领域转变的体现，通过多年
努力，郝铁文与其团队已掌握了轻
合金锻造技术、轻合金预拉伸板拉
伸技术、轻合金环件轧制等新技
术，为公司液压机装备的创新发展
提出了新思路。

制造火箭特种环件的“关键先生”

□本报记者 崔立东

十月，小镇香兰又迎来了一年一度
收获的季节。

在这充满希望与喜悦的季节里，还
有一处别样的风景引人注目。

乡村纵横交错的道路，宛如灵动的
线条，将那片丰收的稻田巧妙地分割成
一幅巨大的田字格。万“黄”丛中一点
红，在一片金黄的映衬下，乡村学校操场
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王昕欣的从教之路，就扎根在这片
广袤无垠的田野之上。她用坚定的脚
步，书写出一位乡村教师的忠诚担当，描
绘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回家乡，当一名特岗教师

“每天跟这群朴实的乡村孩子在一
起，走在乡间小路上，野花簇拥，蜂飞蝶
舞，微风吹来稻米成熟的芳香……”这些
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却是王昕欣工作
和生活的日常。

“为什么选择了特岗教师、选择了农
村？”记者问。

“现在我所任教的汤原县香兰镇，是
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姥爷姥姥和妈妈扎
根乡村教育的地方。”王昕欣笑着回答。

王昕欣从小就羡慕姥爷姥姥还有妈
妈，“小时候，每当有学生来看望他们，我
都特别新奇、兴奋，时间长了，竟然对学
生来访心生期盼。多希望自己长大了也
能成为一名老师啊！”

“妈妈在村小学当班主任的时候，每
到冬天，天还不亮，她就早早起床，到学
校烧炉子。那时我还小，妈妈总把我带
在身旁。”

家人的言传身教，在王昕欣幼小的
心田播下了梦想的种子。

2015年春，教育部主办的“播种未来
与希望”特岗教师巡回报告会走进王昕
欣的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报告会上，5
位乡村教师扎根乡村教育一线的故事又
一次感染了王昕欣，也坚定了她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的信念。

“临近毕业时，常有同学问我毕业去
哪？我每次都回答回老家考特岗！”乡村
教育条件艰苦，而王昕欣愿意回去，是想
接力长辈的教书理想，想成为填补乡村
教育的一份力量，更想为那里与她一脉
相承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与梦想。

2015年秋，大学毕业后的王昕欣义
无反顾回到家乡，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汤原县特岗教师。

从王同学变成了王老师，这一年，
她 22岁。

王昕欣被分配到距县城近45公里的
永发乡裕德村学校任教，承担五个学年
的英语教学任务。

第一天去学校报到，她乘车走着这
条从小妈妈带她走过的山路，心里既兴
奋又紧张。

车子摇摇晃晃，爬过远山，穿过炊
烟，终于到了她梦开始的地方。

开始，由于离家远，王昕欣就吃住在
学校，条件虽然艰苦，在村小那两年却是
王昕欣记忆中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

闲暇，她会给班里的女孩子们扎头
发、剪指甲。“我们还在萝卜地里拔呀
拔、土豆地里挖呀挖……别提多高兴
了。”

不知啥时候，一张小纸条悄悄夹在
了王昕欣的教案里，她得知班里有同学
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于是，生活上，她给
这个孩子倾注了更多的爱与温暖。孩子
也会偷偷把她最喜欢的小雪人彩泥放在
老师的桌上。

“那时起，我就总在想，还能为孩子
们做些什么呢？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
了腾讯公益‘爱心衣橱’项目，在团县委
的大力支持下为全校 150名孩子申请了
棉衣，那年，爱心棉衣温暖了孩子们的整
个冬天。”

打那以后，王昕欣的注意力盯在公
益项目和爱心企业上，想方设法为孩子
们谋些福利。

家访，让家校沟通回归本来的样子

10 月 7 日傍晚，夕阳西照。家访归
途中，王昕欣的影子被拉的老长，在金色
稻田的映衬下，她的脸上散发着光彩，给
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当天下午，王昕欣忽然想起了小玉
同学，明天就要开学了，她得去家访一
下。小玉是她的学生，今年9月升入县重
点高中。

王昕欣急忙让爱人开上车，带上孩
子，一家三口奔向 50公里外的村屯。临
行前，王昕欣到服装店给小玉选了两件
换季的衣服，一件卫衣、一件棉袄。

不巧，小玉家刚刚搬家到香兰镇里，
于是，王昕欣又“撵”到镇里。

小玉的新家是一处租住的平房，房
子虽简陋，却收拾的干净利落。一年400
元的房租，对于这个靠低保维持生活的
家庭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支出。

小玉从小失去母亲，靠聋哑爸爸把
他养大。见王老师来访，爸爸用力打着
手语，表达他激动的心情，还不停地竖起
两个大拇指，送给王老师。

作为回应，王昕欣也努力用手比划

着，他们开心地笑着，彼此的眼中泛着晶
莹的泪光……

提起家访，王昕欣有说不完的故
事。她说，姥爷姥姥反对用现代社交聊
天工具替代家访，他们倡导这种传统的
入户家访的方式。王昕欣感同身受。

2017年，由于裕德学校初中生源不
足而并校，王昕欣被重新分岗到了香兰
镇中学任教。

“还是那个熟悉的大门，可让我惊喜
的是学校已不再是从前的旧模样。”这里
曾经是王昕欣姥爷教书的地方，但教学
条件已今非昔比。

午后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洒在午
休的孩子们身上，温暖了整个教室。这
是王昕欣和孩子们的教室，很温暖，很阳
光。在这里，她陪伴着乡村孩子的青春，
同他们一起成长，一同发光。

和小伙伴们一起走遍53个村屯

香兰镇中学生源不多，总共二百多
个学生，覆盖全镇 53 个村屯，班里的孩
子分散到各个村屯，很多时候一天也走
不了几家。如遇到雨雪天，家访的效率
更低。

“开始是我一个人，后来是我和爱人
两个，现在，家访的队伍覆盖到全校老
师。”王昕欣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教
师，他们组成家访小分队，设计好家访方
案，开始有组织地家访。

王昕欣所教的班级，单亲家庭、贫困
家庭、留守儿童不在少数。

“一次，去小博家家访后，小博爷爷
奶奶出门送我，走了很远，当我回头时

看到老两口还在门口望着我。”王昕欣
明白，老人追随的目光饱含着嘱托和
期望。

“一次，去小诺家家访，离开时，小诺
跑出来，对我说，老师我能抱抱你吗？”王
昕欣紧紧地抱着小诺，那一刻，她似乎听
到了孩子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

班里的小旭爱好英语，可成绩却只
有二十多分，空有一腔热情。家访时，王
昕欣了解到小旭有个目标想当英语课代
表。于是，她跟小旭达成君子协定，先让
他当英语课代表，期末考试不及格，立马
撤掉。在王老师辅导下，小旭劲头十足，
去年期末考试，小旭考了78分，短短的两
个多月，成绩提高了50多分，小旭学英语
的劲头更足了。

9年时间，王昕欣和学校的小伙伴们
走村串户，家访的足迹遍及53个村屯，入
户家访近百人次。

谈到家访的体会，王昕欣感慨：“每
个家庭都是一所学校，每所学校都应是
一个家庭，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情景中，
孩子们感受温暖，而我们收获感动。”

从教9年，王昕欣的很多学生都考上
了理想的学校。即使升了学，他们仍然
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孩子们有心里
话也都愿意跟她讲。

“老师，我想报师范回来当老师，就
像你一样。”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她特
开心。

去年暑假，好几个孩子给她报喜，他
们分别被哈尔滨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大
学等学校的师范专业录取。“我想，做老
师最大的幸福，无外乎就是点亮孩子们
的梦想！

乡村教师王昕欣：和孩子们一起发光

（上接第一版）10月 30日，哈尔
滨 2025 年第九届亚冬会迎来倒计
时 100 天，届时，揭幕的东航“亚冬
号”主题彩绘飞机将执行上海至哈
尔滨的航班，拉开东航全面宣传推
广、服务保障亚冬会的序幕。

东航“亚冬号”主题彩绘飞机
机身色彩丰富，将亚冬会四大主题
色系“冰晶蓝”“丁香紫”“兴安绿”

“丰登黄”与“东航蓝”相结合，完美
呈现了哈尔滨的冰雪特色和东航
连接世界的精彩。机身上的彩绘
图形以蜿蜒美丽的亚冬会核心图
形为主线，结合东航的品牌元素，
体现连接沟通、融合汇聚的理念，
展示出东航和哈尔滨的独特魅力
和文化底蕴。

彩绘飞机客舱内部，亚冬元素
“打包”呈现，充满浓郁的冰雪风
格。小桌板、头片等饰有亚冬会会

徽、吉祥物，飞机舷窗贴上了冰雪
造型的“窗花”，航程中透过舷窗，
仿佛看见云端雪花飘落，唯美而梦
幻。

揭幕现场，来宾们沉浸式体验
AR 肢体感应技术带来的“冰雪挑
战赛”，在滑雪、冰壶等项目中感受
冰雪运动的乐趣。“飞机裸眼 AR 立
体秀”环节，在国内同类活动中首
次运用 AR 前景虚拟技术与实体飞
机结合，亚冬会吉祥物“滨滨”和

“妮妮”为观众带来冰雪运动表演，
现场“雪花”从天而降，让观众仿佛
置身于冰雪世界。

据悉，根据最新的 2024 年冬春
航季计划，东航上海—哈尔滨快线
达到每天 20班（往返），将为亚冬会
官员和运动员提供最优质的航空
服务，也将极大方便国际旅客来哈
尔滨游览、观赛。

东航“亚冬号”主题彩绘飞机亮相

本报讯（仇建 记者王迪）根据
民航航班换季时刻安排，自 10月 27
日起，全国民航将执行 2024 年冬春
航季航班计划。今年冬航季，哈尔
滨机场每周计划执行航班 3719 架
次，同比增长 0.8%。

据介绍，冬航季，哈尔滨机场
积极协调航空公司在巩固原有航
线航班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航线网
络结构，提升航线网络通达性，满
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新增哈
尔滨—济宁—桂林等航线；新增牡
丹江、伊春、白山、西昌、吕梁、济
宁、香港等 15 个通航点；加密了哈
尔滨至成都、武汉、南京、上海、海
口、西安、昆明、厦门、重庆等城市
的航班；哈尔滨至成都日均航班密
度同比增加 5班，至武汉、南京日均
航班密度同比增加 2班，至上海、海
口、西安、昆明、厦门、重庆日均航

班密度同比增加 1 班。每日哈尔滨
至上海 24 班，至北京 21 班，至海
口、三亚、成都 16 班，至深圳 15 班，
至广州、杭州、青岛 14 班，至西安、
长沙 11班，至武汉 10班。

冬航季，共有 46 家航空公司在
哈尔滨机场投入运营，开通国内国
际航线 197 条，通航国内航点 112
个。长龙航、川航增加在哈尔滨机
场的运力投入力度，其中长龙航运
力同比增长 10.9%，川航航运力同
比增长 8.2%，东航、吉祥航同比增
长 4.5%。

根据冬航季航班运行面临低能
见度、冰雪、霜等复杂天气增多的特
点，哈尔滨机场提前做好换季设备
维修和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做
好冰、雪、霜、雾、低能见度等特殊天
气造成的大面积航班延误、备降等
不正常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

哈尔滨机场冬航季

每周计划执行航班3719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