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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桂华

在三江平原（双鸭山片区）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施工
现场，挖掘机“长袖善舞”，运输车来回穿
梭，人声与机械声交织在一起，让冬日的
黑土地显现蓬勃生机。

该项目是我省在矿山生态修复方面
第一个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的项目，
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 6.09 亿元，分为
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达山北
麓、黑土地粮食核心区三个生态修复子
项目。2023 年 12 月开工建设至今，项目
已经完成过半。日前，各项目区仍在抢
抓工期，为明年全面完成目标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

日前，记者奔赴饶河、宝清、友谊县的
多个图斑（废弃矿山）点，看到曾经的矿坑
被填平，覆盖上了厚厚的黑土层，有的恢

复成耕地，有的栽上了树苗，有的植上了
绿草……一个个地质安全隐患被消除，生
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变。

在饶河县森川林场，元山管护站的20
多名工人正在G229国道一侧修复的林地
上作业，要抢在封冻前全部种上椴树苗。
场长范玉明仔细查看了前几日栽下的黄
柏和红松树苗，经历了前一天的一场大
雨，苗下的黑土层基本封住了。“你看，树
苗没啥问题了，这样就能过冬了。”范玉明
一边说，一边指给记者看。

饶河县域内的 69 个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被纳入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修复子项目，修复面积达到 202 公顷。
在饶河农场 25连的修复现场，挖掘机、铲
车、运输车等大机械正在加紧作业。项目
施工方、省交投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杨朝阳介绍，矿山修复主要通过危
岩清理、平地整形、石渣填方、黑土覆盖、

植被绿化等措施，确保治理成效。
在西林乡三人班村的修复现场，曾经

布满垃圾的矿坑已被清理平整，客土覆盖
已经完成。这些修复后的矿山将被栽上
13.8万棵树苗。

站上宝清县宝清镇庆兰村的废弃矿
山，顺着山坡向下眺望，平整后的矿坑覆
盖了30多厘米厚的黑土，与山下的农田连
成一片。

完达山北麓生态修复子项目涉及宝
清县宝清镇、朝阳乡等 7个乡镇以及五九
七农场等3个农场，需修复图斑138个，修
复矿山面积286.31公顷。今年3月开工建
设的第一批 50 处图斑修复工程已完成进
度76%，第二批次88处图斑项目将于本月
底全面启动。

乘车前往友谊县凤岗镇幸福村，沿途
两侧一望无际的金色粮田承载着丰收的
希望，与废弃采石场上光秃秃的山丘形成

强烈的视觉反差。友谊县自然资源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张运生介绍，过去，这里弃
石渣堆遍布，基岩裸露，土地荒芜，通过工
程修复，目前已完成土地平整，待客土覆
盖后，将组织实施绿化工程，治理后将增
加15.03公顷林地、4.43公顷草地。

在距离幸福村 20 多公里的兴盛乡
向阳村，沿着陡峭的山坡走上废弃砂场
的高处看去，这里地貌西高东低，顺着
坡面的一侧已经全部做完平地整形，与
山顶的另一侧长有植被的地方连接上，
不见了沟壑。“施工中，我们对场地进行
平整，还对边坡危岩浮石进行清理，通
过种植樟子松，对治理后的平面、坡面
进行绿化，并部分恢复耕地和草地。”张
运生介绍。

项目预期恢复旱地面积 338.31公顷、
林地面积 530.43公顷、草地面积 171.96公
顷、整理再利用土地面积158.83公顷。

三江平原（双鸭山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近一年

让荒芜的废弃矿山再披绿装 □本报记者 莫丽萍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辗转腾挪
间，便“诞生”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
画卷：千种形态的雪花、万种寓意的蝴
蝶、婀娜多姿的舞者、行云流水的毛笔
字……

在省级非遗传承人、剪纸艺术家
施丽华看来，她“脱稿盲剪”的每一个
原创作品，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滨滨妮妮、防洪纪念塔、太阳岛、
大剧院……在施丽华工作室的显要位
置，摆放着的以哈尔滨为元素的“亚冬
会”系列剪纸画，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这些是施丽华和她的学生们创作
的，准备在 2025 年亚冬会召开之际，
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今年是龙年，我剪一幅龙吧！”采
访中，施丽华拿起剪刀，与记者边聊边
剪，两三分钟后，一幅飞腾跳跃之姿的
二龙戏珠，并夹有“丰”字的创意剪纸
画，便“惊艳”地呈现在记者面前。

施丽华手中的剪刀，仿佛有一种
魔力，她巧用“圆、尖、方、缺、线”基本
技法，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剪出千姿百
态的万事万物，并将他们融会贯通、珠
联璧合。于是，一幅幅形象殊异、韵味
别致、阴阳分明，看似随心所欲的创
作，却又浑然天成的作品，便层出不穷
地“诞生”了。

脱稿剪纸《雪花》系列和《福蝶图
腾》系列，是施丽华最“得意”之作。一
千朵不同姿态的雪花，一万只不同寓
意的蝴蝶，在施丽华这里，都变为了

“现实”。
施丽华说，小时候看到窗户上各

种姿态的冰花，真是太美了，有的似郁
郁葱葱的广袤森林，有的象奔腾而至
的千军万马，伴着一曲《我爱你塞北的

雪》，便浮想联翩。于是她脱稿剪出形
态各异的雪花，以展示哈尔滨的冰雪
之美，体现剪纸艺术的神奇魅力。

施丽华是“施氏剪纸”的第三代传
承人，出生于哈尔滨市道外区。6 岁
起，她就跟随母亲学习剪纸、布艺、花
馍、刺绣等。

施丽华一剪就是 70 年。在此过
程中，她形成了独特的剪纸风格和精
湛的剪纸技艺。不仅脱稿盲剪，边剪
边创作，还将平面作图的剪纸画，做成
背彩立体剪纸。

由于在剪纸艺术上的极高造诣，
施丽华被评为“哈尔滨市十大民间艺
术家”，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剪纸大赛金
奖。立体《福蝶图腾》系列，入选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中国体验
馆展出。

2009年，在哈尔滨第二十四届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期间，在政府组
织下，施丽华将自己创作的非遗剪纸作
品展示给各国的运动员和参会宾客。
一位书法家在观赏了她的剪纸技艺后，
赠送她一幅妙趣横生的篆体字幅：粗壮
的“大手笔”下，隐藏着“吃了豹子胆”的
小字……意在赞叹她的盲剪。

施丽华说：“作为省级非遗传承
人，传承技艺，培养学生，是我最大的
责任。我要做开启孩子们艺术之路的

‘点灯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她便办个

人展、教剪纸课、艺术支教，率先把剪
纸课带进高校、中小学、社区、幼儿园，
以及贫困山村校园、留守儿童特殊群
体等。

坚持是一种美德，坚守定会有收
获。眼前的施丽华，精神矍铄、神采奕
奕，思维敏捷、热情澎湃，世界因她而
更加绚丽多彩……

腾挪方寸间 纸剪塑乾坤

□刘孟舒 王红蕾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日，2023 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
奖获奖名单揭晓，省农科院取得历史性
突破：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16 项，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奖二等奖
2 项。

喜人的成绩，不仅是对省农科院科研
实力的最高赞誉，更是对科研工作者不懈
探索、持续创新的肯定。在这片荣耀的光
芒之下，隐藏着无数鲜为人知却动人的故
事，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去倾听。

坚守：潜心耕耘莫问收获

每一个备受关注的奖项背后，每一
个闪耀光辉的团队的身后，都是十数年
如一日的付出。13.10 年，这是 2023 年度
省农科院获奖项目的平均研究时长，其
中研究周期在 10 至 15 年的项目数量最
多，占比 45%。

择一事，终一生，这是许多农业科研
工作者的真实写照。很难想象，一位优雅
从容的知识女性冒着严寒、忍着异味在猪
粪腐熟堆爬上爬下进行实验的场景，而这
只不过是研究员刘娣的工作日常。刘娣
团队历经17年精心育种，建立的龙民黑猪
配套系填补了我省生猪育种40年的空白，

“龙民黑猪培育及配套养殖技术研发”项

目获得本次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等奖。
“黑土区稻田土壤质量演变特征及改

良培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
本次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该项目负责
人、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研究员王秋菊
在 2017 年之后第二次摘得省科技进步
奖。谈及一路走来的历程，王秋菊说：“一
步步走过来，我对土壤改良的信念和信心
更加坚定！”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日子，她从未畏惧。

一粒种子埋入土中，便开始了关于时
间的故事。解决优质米系列和耐盐碱性
之间的矛盾，是齐齐哈尔分院刘传增团队
在“寒地耐盐碱优质香型水稻新品种齐粳
10 的选育与应用”项目中面临的难点之
一。成员们通过扩群增压的方式开展试
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筛选出更多遗传累
赘，工作量巨大。“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这句话是支撑刘传增的信念源泉。

传承：使命在肩接续前行

良种一粒重千钧，但育种是一段艰辛
的历程。大豆研究所研究员刘鑫磊领衔
的“多抗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黑农84的选
育与推广”项目摘得了今年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谈及获奖，刘鑫磊说：“这是我们团队
四代大豆人共同的努力。在重复枯燥的
育种工作中，只有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的

概率能育出一个良种，其间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需要一代又一代育种人的接
续前行。”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生产的“芯片”，那
么种质就是种业的核心。据本次省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早熟高产耐逆宜
机收玉米新种质创制及应用”负责人张建
国研究员介绍，团队在前辈们选育的优质
抗病、抗逆种质的基础上，通过单倍体育
种和分子辅助育种等先进育种方式，结合
目前急需的宜机械化收获的特性，对优异
种质进行筛选，最终取得了新突破。

此外，2023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第一次
设立了成果转化类奖项，“寒地早粳糯稻
新品种龙粳57的选育与产业化”项目获奖
团队负责人张云江告诉记者：“自产品审
定以来，龙粳 57 累计推广面积 837.29 万
亩，增收稻谷 2.4 亿公斤，增加效益 8.5 亿
元。为早熟稻区糯稻产业发展提供了科
技支撑，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社会效益
显著。”

据介绍，省农科院本次获得省科学技
术奖的项目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都和品
种选育有关，这就是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的底气和信心。

聚力：回望征途翘首前路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坚守”和“传
承”，还有一个高频词汇让记者印象深刻，

这就是“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工程”。
据省农科院科研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工程”是省财政厅从
2003 年起长期稳定支持省农科院科研创
新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
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在 2023 年度省农科
院获得省科学技术奖的20个获奖项目中，
有18项受到了新一轮“农业科技创新跨越
工程”项目的支持，占比90%。

对此，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
项目“寒地香型粳稻优质高产多抗绥粳
28 的选育及应用”的负责人刘晴研究员
告诉记者，“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工程”除
了在项目经费上的支持外，还促进了水
稻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在种植资源交
换、育种经验交流和技术提升上给予了
很大的帮助。

郝玉波研究员也是“农业科技创新跨
越工程”的受益者。今年，他的团队研发
的“玉米‘一增两减’丰产效益关键技术研
发与集成应用”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奖项的获得不是一人之功，除了团
队集体的付出，最重要的是有了创新工程
的帮助。”

正是在创新工程的支持下，省农科
院不断产出更多更优高质量成果，为加
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农业科技
支撑。

坚守待花开 创新筑梦成
省农科院科研工作者屡创佳绩的背后

本报 11 日讯（记者杜怀
宇）11 日上午，由绥芬河市人
民政府主办，黑龙江天府盛国
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俄品龙江壹号仓”开仓仪式暨
“买进口食品就来绥芬河”电商
购物节正式启幕，众多企业代
表、物流商代表、电商从业者现
场参加活动。

绥芬河聚焦当好跨境经
贸“中间人”，加快构建贸易
格局，打造了“俄品龙江壹号
仓”项目，聚合境外商品优质
资源，利用共享云仓及直播
间实时展示跨境商品，通过
汇集“真品真货”与全国范围
跨境商品供应商、经销商、贸
易商及电商从业者建立合作
关系，创新打造电商发展载
体，进一步扩大“买进口商品
就来绥芬河”的影响力。活
动现场特邀网红达人、主播
开展仓播活动，部分商品持
续“爆单”。

收发货物顺畅有序。
本报记者 杜怀宇摄

绥芬河“俄品龙江壹号仓”开仓

（上接第一版）在大庆，像赵永艳
一样的巾帼家政社区职业经理人有
45 人，活跃在主城区的各个社区、门
店。大庆巾帼家政负责人王宝凤表
示，2023年大庆市妇联联合人社部门
组团进社区，架起“巾帼家政社区服务
站”与“零工驿站”融合平台，打造半小
时家政圈。大庆巾帼家政凭借其强大
的数字平台，实现家政进社区供需链、
服务链、管理链闭环，“职业经理人签
单量、培训情况等信息数据，每天都在
后台汇总更新。”王宝凤表示，这个平
台成本低、效率高、数据准、便于服
务。使用5年来，服务功能持续放大，
尤其今年签约量增长 30%，发展势头
非常好。

记者进入巾帼家政使用的童虎软
件数字平台看到，多少签单量、多少场
公益讲堂、多少人参与等信息，通过图
像、文字一目了然。据悉，该项目在刚
结束的第三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
竞赛全国赛上获得国家二等奖。

憩园社区书记刘丽表示，零工驿
站对憩园社区意义非凡，为居民打造
了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助力社区管
理，为居民就业开辟新途径，增添社区
发展新活力。

“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最适合当下
市场。”王宝凤表示，截至目前，大庆
市已实现 30 个家政进社区，按照统
一部署，2025 年底将实现 100 个家政
进社区。

跳出家政做家政

“我没跑偏！就是从小家政做到
了大家政，从小环境做到了大环境，模
式、理念都是一样的。”作为黑龙江宏
伟百承环境科技集团董事长的李莉芬
说。她和丈夫从小家政服务部起家到
操盘年产值近亿元企业，始终坚持融
合创新发展。如今“宏伟百承”不仅在
七台河市拥有绝对市场地位，在全省
也是行业翘楚。

李莉芬的小家政有多小？具体到
保洁、通下水、修电、搬家等生活方方
面面。大家政有多大？承包小区物
业、办公场所消防安全，承接办公保
洁、医院外包等服务，不断扩面增量，
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家政+物业”“家政+养老”“家
政+医疗”等版块干得好好的，为何非
要搞数字化建设？“我是一个充满忧患
意识的人，员工要吃饭、企业要发展，
必须跳出家政做家政，而数字融合就
是未来企业发展趋势。”李莉芬说。

宏伟家政 2000 年开始尝试数字
化转型，与南京斑马云合作推出家政
服务平台，近年来通过七台河政企通
推出“家服 e”版块，所走的每一步都
在通过数字化建设为企业赋能。

记者进入七台河政企通“家服e”，
选择地域哈尔滨，选择月子会所、家政
培训、维修服务等服务内容，输入“上门
时间”“地点”，众多本地家政服务企业
在列。在服务员页面，可详细了解其年
龄、来源地、经验值、信用度等信息，亦
可电话沟通，辐射范围可达全国。

在外考察时，李莉芬看到国内优
秀同行的成功案例后，开始探索从家
庭、办公等小环境进入大环境。2021

年与福建雪品强强联合，成立了黑龙
江宏伟雪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宾
县所有乡镇开展了智慧化生态巡查监
管，“智慧宾县生态环境小程序”随之
上线。记者在这个小程序上看到，该
平台分 5 线预警，对各巡查员上传的
环境问题进行汇总、梳理，系统预警直
至解决。

截至目前，李莉芬在企业数字建
设方面的投入已达上百万元。“传统业
务要提供优质创新服务，新兴业态必
须具有科技含量，这才能让企业立于
不败之地。”李莉芬说。

李莉芬可谓把“家政”这盘棋下
活了。

年轻人接棒

两个月，27 张火车票，记录了何
冬梅在多个城市间的奔波历程，这还
不算她开车所到之处。

作为黑龙江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会
长、黑龙江省巾帼龙妹家庭服务集团
公司董事长，何冬梅既有家政人的责
任感，也有推动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使命感。

“龙妹家政”是黑龙江省妇联全力
打造的地方家政品牌，多年来为解决
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帮助农村妇女
转移富余劳动力，实现增收致富等做
出巨大贡献，成为全国家政市场一张
靓丽品牌。

在何冬梅看来，家政服务业要想
高质量发展，最根本在于有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高学历人才接棒。2021
年，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省旅游学
院、黑龙江省生态工程学院、齐齐哈尔
医学院、齐齐哈尔市工程学院等高校，
相继增设家政学本科专业；5 年间，5
所职业院校开设了家政服务专业，为
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如 何 让 家 政 基 础 服 务 有 年 轻
人？何冬梅说，首先家政要走近年轻
人，近年来举办的黑龙江省巾帼家政
服务职业技能暨风采展示大赛就是
一个切磋技艺、展示才能的平台。尤
其今年的家政培训师、家政经理人、
未来店长等 3 个类别竞技展示，极其
吸引年轻人眼球，引领行业发展。“机
械化程度的提高会让一部分年轻人
愿意从事家政服务，尤其像康复师、
早教、收纳整理师、陪聊等有温度、需
要情感沟通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现有家庭服
务机构和个体户近万家。自 2010 年
开展家政服务领域标准化工作以来，
我省已制修订省级地方标准、市级地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40 多项。其中，

《家政服务机构信用评价规范》和《家
庭教育服务机构服务规范》两个地方
标准已实施。2023年，我省相继出台

《黑龙江省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行动
计划》和《黑龙江省推动家政进社区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政策文件
等，相关政策法规持续助力家政服务
业发展。

未来，我省家政服务业将沿着透
明化、职业化、规范化、标准化、高效
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
景，持续加强消费品牌培育，促进家政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龙江“家政+”谋“新”提“质”

（上接第一版）“听闻可以滑雪了，我
们就来了。”“早来，‘尝’个鲜。”11日，在亚
布力阳光度假村山顶滑雪场，身着五颜六
色滑雪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滑雪爱好者，
畅享今冬“第一滑”，尽情感受“尔滨”冬日
的快乐与奇妙。

来自福建的孙女士与朋友一行7人第
一次与雪亲密接触，兴奋地躺在雪地上打
滚儿、拍照秀“朋友圈”。“我们前天到的哈
尔滨，去了冰雪大世界和中央大街，听说
亚布力可以滑雪了，就微调了行程。今天
一早来‘尝’个鲜。”孙女士望向身后的雪
场，满眼兴奋。

当日尝鲜亚布力滑雪的游客中，初次
滑雪者居多。一位来自江苏的 5 岁小女

孩，踩着雪板，跃跃欲试。小女孩的妈妈
陈女士对记者说：“我们上个月带孩子来
哈尔滨玩了一趟，遗憾是没滑上雪。回去
后，一直关注亚布力动态，听闻可以滑雪
了，马上带孩子来弥补遗憾。”陈女士给自
己和孩子请了教练。小女孩跟着教练滑
了3圈，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第五届哈尔滨采冰节、第四十一届哈
尔滨国际冰雪节、第二十六届冰雪大世
界、第五十一届冰灯艺术游园会……今年
冰雪季，哈尔滨将打造一系列具有鲜明冰
雪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活动，创新冰雪旅游
产业业态，优化冰雪旅游场景，满足市民
和游客新期待。

建设500处以上群众身边的冰雪运动

场地、推出大众化冰雪休闲娱乐产品、组
织开展 100 余项冰雪节庆赛事活动，不断
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
果。建设冰雕雪塑，拉满“城在冰景中”的
体验感。

今年冰雪季，哈尔滨聚焦亚冬会比赛
项目，以及“燃动尔滨”测试赛和系列冬季
体育赛事，串联竞赛场馆、冰雪赛事和冰
雪景区，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精品主题
旅游线路，让激越昂扬的亚洲雄风在“尔
滨”再次响起。因地制宜开发雪上游玩体
验产品，让高端滑雪、体育竞技、大众体验
交相呼应。开放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玉泉国际狩猎场、上京国际等 15 个滑雪
场，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三个滑雪场将

实现“三山”联网，实现一卡在手畅滑“三
山”56 条雪道。整合全市雪人观赏资源，
在核心区域推出一批雪人打卡地，邀请市
民和游客打一场雪仗、堆一个雪人。

哈尔滨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持
续发力，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
合创新，打造推出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冰
雪消费、冰雪创意、冰雪体验、冰雪美食等
六大冰雪旅游新场景。开展“游在尔滨”

“乐在尔滨”“食在尔滨”“住在尔滨”“行在
尔滨”“购在尔滨”“暖在尔滨”“享在尔滨”

“优在尔滨”“美在尔滨”十大提升行动，提
升业态服务品质，优化宠客暖心举措，展
现“花式待客、全民宠客”冰城哈尔滨的贴
心守护。

亚布力开滑 亚冬会的脚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