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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黑龙江·

□张丹 本报记者 王迪

在祖国的东北边陲，黑龙江邮政的故
事，是一幅跨越时代的画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黑龙江逐渐增设自
行车邮路，是自行车铃声清脆的序章——
1951 年，71 条自行车邮路穿梭于黑土地，
编织起1919公里的绿色信使之网。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世纪60年代
末，摩托车轰鸣声中，邮政服务加速升
级。1978年，全省推行摩托车邮路和利用
摩托车投递的局增至61个，其中摩托车邮
路 7839 公里，农村摩托车投递线路 23997
公里，全省 1116 辆摩托车共同勾勒出
31836 公里的高效网络，摩托车队如风驰
电掣，将每一份邮件送达远方。

上世纪80年代，面包车加入了邮政投
递工具行列，打开了邮政服务迈向现代化
的新篇章，进一步提升投递服务质量，改
善邮政投递员工作环境。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邮件量的不断
增加，部分邮路的运输工具由厢式汽车接
棒，承载起新的服务使命。

进入 21 世纪，环保节能、停靠方便的
两轮电动车和三轮电动车先后成为邮政
运输工具里的一员。特别是装载容量较
大的电动三轮车在2015年投入使用后，穿
梭在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逐渐成为了邮政
在城镇投递的重要运输工具。

2024年 9月，为积极响应国家低空经
济发展战略，黑龙江省邮政分公司启动了

“中国邮政无人机极地测试”活动。在祖

国的北极地区，一架载着邮政快递邮件的
无人机稳稳起飞，飞行 20公里，成功将邮
件运抵目的地。此次无人机投递测试的
成功将为今后黑龙江省邮政进一步提升
偏远、地形复杂地区邮政服务的质量，解
决偏远地区群众收件难、农品出山难等问
题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为无人机投递领
域提供有力的基础数据。

如今，黑龙江邮政的服务网络如繁星
点点，遍布全省——2071 个网点、6961 处
村级服务站，织就了一张密不可分的服务
大网。1055 个投递网点、3637 条投递段
道、812条邮路，单程总长度 14万公里，形
成了覆盖全省、通达城乡，集商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于一体的现代
邮政服务网络。

从自行车的悠然到摩托车的轰鸣，从
汽车的稳健到电动车的轻盈，再到无人机
投递测试的成功，黑龙江邮政在变革中不
断前行；从单一的投递网快速成长壮大为
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推进农产品上
行、工业品下乡。不仅见证了时代的发
展，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搭建
起农产品与市场的桥梁，让美好生活触手
可及。

黑龙江邮政，不仅是信件的传递者，
更是幸福生活的连接者，为龙江大地的全
面振兴贡献着邮政力量。

图①：邮政人员骑着自行车送报纸。
图②：两轮电动车投入使用。
图③：无人机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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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邮政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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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公益冰场家门口的公益冰场
12月14日，哈尔滨市香坊区黛秀湖公益冰场内，人们有的在练习

滑冰，有的在打冰球，有的在抽冰尜，大家尽情享受冰上运动带来的
快乐。

据了解，这处冰场面积有数千平方米，分为儿童区、速滑区、冰球
区、冰尜区等。场内有一些初学滑冰的孩子，也有许多身姿矫健的滑
冰高手，大家由着个人喜好放飞自我。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宝清圣洁摇篮山滑雪场开板

宝清圣洁摇篮山滑雪场开板

本报讯（孙永凡 记者潘宏宇）近日，
宝清圣洁摇篮山滑雪场盛大开板，200
余名滑雪爱好者云集这里，热闹非凡的
景象搅热了室外的冰天雪地，正式拉开了
本年度宝清的冰雪狂欢大幕。

雪具大厅内，滑雪爱好者们装备整齐
后，便迫不及待进入雪场开启今冬的滑雪

“首秀”。雪道上，资深滑雪爱好者从雪道
风驰电掣而下，动作娴熟，尽情地体验着速

度与激情。初学滑雪的游客则在教练的指
导下，尝试体验初级雪道上滑雪带来的快
乐。

圣洁摇篮山滑雪场核心区面积达 21平方
千米，设有高、中、初级雪道共 12 条，核心区
雪道垂直落差达 365米，能够满足不同水平滑
雪者的需求。

滑雪爱好者在雪道上飞驰滑行。
孙泽山摄

□本报记者 杨宁舒

他带领全乡各族党员干部
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民族文化旅
游产业，从“种”风景到“育”景
点，再到“创”品牌，打造出了乌
苏里江沿线最具民族特色的旅
游目的地；他利用“伊玛堪”传习
所、食鱼习俗传习基地、桦树皮
技艺手工坊等平台，广泛开展传
习活动，培养赫哲族文化传承
人，让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传
承和发展，擦亮“蜜淌乌苏里·鱼
跃赫哲乡”四排靓丽名片，谱写
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融互
促新篇章。

他就是饶河县四排赫哲族
乡党委书记王浩。自 2022 年担
任四排赫哲族乡党委书记以来，
王浩在田间、炕头同赫哲族乡的
村民们“拉家常”、讲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事例，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之一。

四排赫哲族乡位于乌苏里
江西畔，东与俄罗斯一江之隔，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赫哲族乡之
一，也是《乌苏里船歌》的诞生
地。经过深入调研，王浩意识到
要想长远发展，就得探索出一条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他带领群众融合文化元素，发展
观光农业，成立了赫津谷物专业
种植合作社。打造“综合种养”
鸭稻、蟹稻、鱼稻景观示范田 500
亩；建设观光塔、农田栈道和具
有赫哲族元素的稻田画 100 亩；
让来到四排赫哲族乡的游客们
体验新奇的农田景色。

与此同时，王浩推出了“订
制农业”，发展“私人订制”优质
稻花香米示范田 5000 亩，与省外
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年均接
收订单上千吨；与快手网红合作
直播带货，进入“耕种食客”“南
海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 ”，日 均 接 单 500 公 斤 以 上 。
2023 年，赫津谷物专业种植合作
社荣获国家级生态农场称号。

利用乌苏里江流域水源优
势，王浩成立了“伊玛哈”赫哲水
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农户+示范区”发展模
式，开展名特优养殖示范推广，
2023 年入社农户 6 家，网箱养殖
鳌花 10 万尾，小龙虾 130 亩，可
观 的 效 益 让 特 色 养 殖 深 入 民
心。2024 年入社报名农户增至
15 家，网箱养殖鳌花 20 万尾，小
龙虾 300 亩。在王浩的努力下，
四排赫哲族乡初步建成了乌苏
里江名优鱼养殖基地。

近年来，王浩带领全乡各族
群众依托乡内资源要素，因地制
宜、合理开发，吸引了近 3 亿资金
建设完成“乌苏里船歌”乡村振
兴示范区和“乌苏里船歌”百里
黄金旅游带项目，四排赫哲族乡
也 被 评 选 为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该景区总占地面积约 14 万
平方米，是集渔猎生活、非遗文
化、鱼宴美食、特色民宿等为一
体的特色旅游景区。

随着景区的建成，来四排赫
哲族乡的游客络绎不绝，有效盘
活了旅游资源，激发了特色文化
旅游的独特魅力，带动全乡村民
发展渔家乐、特色民宿20余户，为
10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借项目建设的有力时机，王
浩带领村民以赫哲族传统节庆
为载体，每年举办开江节、河灯
节、“嫁令阔”大赛等大型活动，
旺 季 日 均 接 待 游 客 1000 余 人
次。2023 年，四排赫哲族乡共计
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旅游产业
收入达 400 余万元。

身为四排赫哲族乡党委书
记，王浩始终以各民族群众利益
为出发点。他牵头建立了以便
民服务中心为枢纽、以网格管理
为依托、以部门联动为支撑的基
层治理体系，32 名专兼职网格员
坚持“登门纳谏、开门恳谈”，解
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2024 年，
四排赫哲族乡被评为全省首批
平安边境模范乡镇。

怎样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
化，同时将特色文化变为特色产
业？王浩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头
雁示范效应，利用“伊玛堪”传习
所、食鱼习俗传习基地、桦树皮技
艺手工坊等平台广泛开展传习活
动，培养赫哲族文化传承人，提升
赫哲族文化影响力。他依托四排
赫哲族风情园创客孵化中心，建
立了“赫哲姑娘”鱼皮手工艺合作
社和非遗就业工坊，开展鱼皮和
桦树皮制作技艺学习。2023 年，
工艺品销售增收 30余万元。

为加强非遗保护，王浩精心
推出了“三文”举措，成立了赫哲
族“文史”“文艺”“文创”专班，相
继邀请省、市级伊玛堪传承人深
入乡村开展赫哲族文化传习班
10 期，开办鱼皮画、桦皮画制作
班 12 期；将赫哲族“伊玛堪”“嫁
令阔”、桦树皮和鱼皮制作技艺
等非遗传承项目融入到学校特
色教学中，通过“送”“种”相结
合，真正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
和可持续性发展，让赫哲族文化
传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四排赫哲族乡的领路人

（上接第一版）运动员更衣
室及活动准备区是运动员到达
速滑馆的第一站。比赛期间，运
动员将乘坐车辆抵达，通过安检
后进入赛前准备。记者注意到，
速滑馆有 16 间运动员更衣室，更
衣室内按照运动员赛前赛后使
用习惯，摆放了更衣柜和条凳。
这里还设有运动员热身区，配有
各类运动器械及单车等。

省冰上训练中心速滑馆建
成于 1995 年，曾成功承办了第三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二十四届
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杯
速滑赛及第一届中俄冬季运动
会等一系列国内外大型赛事。

“为了承办亚冬会，该馆进行了
装修装饰、屋面改造、制冷系统
改造、电子显示屏更新、升旗系
统更新、网络系统升级，配备了
冰场防护垫和电动浇冰机，使用
功能大幅提升。”省冰上训练中
心场馆群设施运行经理邢军告
诉记者。

据了解，作为亚冬会短道速
滑项目的测试赛，2024-2025 赛
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
四站“以赛代测”，对场馆运行和
技术服务等环节进行“全要素”
演练，除了赛程设置与亚冬会一
致外，现场的技术官员也均为亚
冬会执裁官员，比赛的流程也按
照亚冬会的流程进行，重点测试
内容包括浇冰设施、电子计时计
分系统、录像回放系统、医疗保
障等。

比赛间隙，两辆蓝色制冰车
正在光如镜面的滑道上缓慢行
驶，将冰面的平整度、温度调整
到最好状态，保障运动员们滑出
好成绩。“运动员在冰场比赛时，
冰刀会破坏冰面。通常短距离
比赛 8 到 10 组场会浇冰一次，而
长距离比赛 3 到 5 场就会浇一
次。为更好承办亚冬会赛事，场
馆中的浇冰车更新为先进的电
子浇冰车，浇冰效率和精细化程

度更高。”省冰上训练中心维修
改造项目总工程师吴献告诉记
者，电子浇冰车能把水平整均匀
地浇在冰面上，随后冰层下面的
冷排设备会将低温传导到冰面
上，让冰面上的水快速冰冻，从
而起到修复冰场的作用。

良好的冰面让运动员赞不
绝口。“我感觉现在这个冰场的
状态是最舒服的、最得劲的，弯
道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变
得更急了一点，能让我们运动员
借助离心力，发挥得更好。”黑龙
江省冬季运动与后备人才管理
中心速度滑冰运动员李佳轩告
诉记者。

速度滑冰对成绩计算提出
了极为“精准”的要求。据悉，技
术先进的录像回放系统将应用
到比赛中。当多名队员一同冲
向终点，可以根据这个系统来判
断名次、计时。“录像回放系统也
是本次测试的重点之一。以往
国内的赛事通常使用的都是四
路的电子回放系统，而在亚冬会
的比赛中，速滑馆对回放进行升
级。裁判长可以通过更多角度
来观察运动员的滑行轨迹，为判
罚提供更加翔实的依据。”现场
负责人告诉记者。

速滑馆的设计还融入了绿
色理念，“速滑馆棚顶采用了‘铝
镁锰板+电动排烟窗’的方案，这
种设计不仅环保，还有利于后续
维护。”吴献介绍，在比赛日，电
动排烟窗的自然光可以减少冰
面反射光，保障赛事转播效果。
非比赛日，白天场馆能依靠自然
光满足照明需求，减少了照明设
备的使用时间，节电节能。此
外，棚顶使用铝镁锰板减轻了棚
顶钢结构的承重。

邢军表示，场馆将认真总结
此次测试赛经验，在未来这段时
间抓紧完善服务细节，针对不足
补齐短板，确保各项工作在赛时
呈现最佳状态。

这里，将产生14枚亚冬会金牌

本报15日讯（记者刘艳）15 日下午，
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的“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第二十六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产品展示会暨合作伙伴签
约仪式在哈尔滨盛大举行。

展示会上官宣，演员张译成为第二
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代言人。
张译以视频的形式，向世界各地的朋友
发出“一起感受冰雪的浪漫与神奇”的邀
请。

活动现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宣发
布了全新 IP形象“冰冰”“雪雪”。“冰冰”和

“雪雪”以冰雪为设计元素，融合冰城哈尔
滨独有的文化符号，通过冰雪传递情感和
理想，呈现出冰情雪韵的文化底蕴。“冰
冰”来自母亲河松花江，是纳天地之灵气、
展万物之风姿的自然之冰，他豪爽热情、
酷爱艺术、热爱冰雪运动，展现出创新活
力；“雪雪”由万千雪花融汇而成，有着紫
丁香一样的浪漫情怀，她纯洁灵动，头戴
欧陆风情的帽子，穿着北方民俗的服饰，
展现出亲和包容。

今年冬季，“冰冰”和“雪雪”将展开怀
抱迎接远方的客人，共同徜徉冰雪梦乡、
饱览冰雪盛景、品味冰雪风情，共赴冰雪
之约。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随机邀请了7位名
字包含“冰冰”或“雪雪”的朋友来到现场，
他们均为此前“邀请全国的冰冰、雪雪‘回
家’”活动的参与者，获得免费游览第二十
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权，作为代表对
第二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表达了期
待和祝福。

围绕全新 IP 设计的 200 余款文创产
品也在活动现场官宣，正式上线销售，涵

盖纪念品、日常生活用品、服装、饰品、文
具、家居装饰、数码周边、玩具、非遗产品
等，将成为今冬炙手可热的伴手礼。

全新推出的数字文旅项目大型奇幻
秀《王的战车》、“一冰雪一世界”沉浸式AI
数字文化艺术馆、《冰龙寻珠·全感VR》进
行了现场推介。

据介绍，抖音生活服务将携手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推出“抖音生活·冰雪温泉季”
活动，于12月24日、25日在第二十六届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举办“抖音城市生
活节·汽水音乐派对”，宝石GEM、二手玫
瑰等近 20 组音乐人将带来经典金曲和热
门音乐，打造出最盛大、最具体验效果的
冰雪狂欢派对。

活动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宣布与跨

界共创伙伴腾讯游戏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通过“游戏+文旅”的方式为游客提供更多
游玩体验。

为加快龙江全面开放，推进东南亚旅
游市场开发，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与泰国、
马来西亚海外推广合作伙伴签订包机协
议。这个冰雪季，将从曼谷和吉隆坡发出
哈尔滨专线包机近40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产品展示会暨合作伙伴签约仪式举行

发布全新IP形象“冰冰”“雪雪”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IP形象“冰冰”“雪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