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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火 气 里 感 受 勃 勃 生 机

春风来信赴尔滨
本报记者 纪文慧

牧区探出幸福路

本报记者

张

晓

2024 年农历春节期间，本报记者走乡村、入社区、进企业、探牧区、访街区，见证了各地和各行

各业发生的新变化，记录了身边鲜活感人的奋斗故事。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在浓浓的年味里感

受时代变迁和经济活力。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孟孟 飞飞 李李 苑苑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来稿邮箱 jjrbgzb@163.com

春节前夕，记者踏上返乡高铁，

由北京返回哈尔滨。沿途映入眼帘

的冰天雪地让人熟悉，可同车的南方

旅客提及的哈尔滨周边打卡地却让

记者有些陌生。

“要不要试试我的攻略？”家住福

建、第一次来哈尔滨游玩的大学生李

凡分享了他的旅游攻略，只见攻略上

清楚标明了前往周边小镇的出发时

间和搭乘车次。也好！拿上攻略，说

走就走，去看看高寒高铁如何为转型

发展送去春风。

2 月 7 日清晨 7 时许，映着熹微晨

光，D8513 次列车由哈尔滨站始发，

1 小时 37 分后，缓缓停靠在横道河子

东站。车门一开，300 余位旅客涌出

车厢。“不是北海道去不起，是横道河

子更有性价比！”一句口号穿过人群，

人们哈哈大笑。这座古老的小镇迎

来了又一拨慕名而来的游客。

“百年前运木头，后来送山货，现

在高铁拉来新网红！”横道河子站客

运值班主任徐烨短短 3 句话，道出百

年小镇横跨世纪的发展变迁。

1903 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横

道河子背靠大山，成为木材运输重要

枢纽。随着森林保护政策陆续出台，

当地百姓转向山货贸易。山上采来

的新鲜榛子，搭乘火车，流向全国。

2018 年，哈牡高铁开通。在深圳

生活了 20 余年的李勇回到小镇，创

办的横道咖啡成为人手一杯的打卡

留念；在广州闯荡多年的丁建东回来

了，一举建了 7 栋民宿，借助冰雪旅

游热潮，常常一房难求。

午后的亚布力滑雪场，银白色的

雪道与天相接，滑雪爱好者在空中快

速飞舞雪板，轻盈落地，短短几秒间，

速度与激情在此上演。

资深滑雪发烧友余先生是从大

连来的。他感慨道：“之前要先坐飞

机到哈尔滨，之后转火车到亚布力

镇，到了镇上再换大巴到雪场，耗时

耗力，很影响滑雪体验。”

如今，随着高铁陆续开通，余先

生可乘坐火车从大连直达亚布力西

站，随后搭乘雪场接驳车，从下火车、

出站到上车，前后不到 10 分钟。牡

丹江客运段哈牡动车车队列车长殷

嘉怡介绍，从哈尔滨出发，每天有 16

趟高铁到亚布力，列车设置滑雪板存

放专区，并配备了冻疮膏、护手霜等

用品。

漫 山 银 装 ，一 条 条 高 铁 穿 山 越

岭，将散落在龙江大地上的冰雪明珠

串成了一条冰雪旅游链，不仅方便了

当地人出行，也拉近了北方冰雪资源

与人们之间的距离。

亚布力管理委员会文化旅游管

理处负责人杨晓东告诉记者，高铁以

时间方式拉近了空间距离。交通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不仅给镇上带来大

量就业，也为周边县市带来新机遇。

当滑雪场附近度假村满房时，很多游

客会选择到周边的苇河、尚志等地休

息住宿，搭乘高铁仅需十几分钟，很

方便。

2 月 7 日午夜 11 时许，哈尔滨地

表温度已跌破零下 30 摄氏度。

“走！想知道高寒高铁怎么跑，

就得半夜来车间看看！”说话间，一团

白气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动车段检修车间副主任张钊口

中呼出。

库门一开，车间明亮如昼，5 组风

尘仆仆归来的高铁动车组正分列股

道，等待融冰除雪与安全检修。

加压、调温、启动喷水，清雪作业

小组成员熟练操作新式动车组融冰

除雪设备。约 30 分钟后，一列动车

组行驶中夹带的冰雪清除完毕，车组

下方超 500 处部件全部显露出来，准

备例行检修。

“咱这儿冰天雪地，冰雪砂石卷

入列车转向架遮盖住车底是冬季行

车常态。必须得先把冰融了，才能进

行后续作业。”另一位车间副主任王

涛刚挂完电话，从车间隔壁的火车头

劳模创新工作室赶来。电话那头是

来 自 南 方 某 兄 弟 局 单 位 的 技 术 咨

询。高寒高铁的成功开行，为冻雨大

雪天气下保障行车安全，积累了大量

应对经验。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内蒙

古中部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深入草原腹地，探访当地牧民，了

解这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桑宝拉格苏木新宝力嘎嘎查

牧民贾艳林和娜日娜家养了 60 多

头牛，是当地有名的肉牛养殖户。

春寒料峭，别人家的牛大多肚子瘪

瘪的，贾艳林家的牛却是满膘，这

是为何？诀窍在于半放牧、半舍饲

的养殖方式。

半放牧、半舍饲的养殖模式还

能有效避免草场被过度啃食，达到

保护草原生态的效果。去年，贾艳

林家的大牛卖了 50 头，小牛犊卖了

30 头，大约赚了 30 万元。

肉满膘、牛出栏，市场行情却

不乐观。这愁坏了苏木党委书记

苏恩保尔。“去年秋天，有将近 200

头牛出栏，但牛肉市场价比春天肉

牛收购价更低，牧民们眼看着就要

赔钱。”苏恩保尔谈到这些，语气中

仍透露着焦急。

为了走出困境，当地依托“红

书包”这一党建品牌，在电商平台

拓宽生牛肉销售渠道，助力牧民、

集体双增收。自 2023 年 11 月上线

牛肉产品以来，整合抖音、京东等

多家平台，线上销售额达 80 万元。

从桑宝拉格苏木驱车约 100 公

里，就到了阿其图乌拉苏木养驼户

张占军、项玉梅夫妇的家。虽已立

春，塞外的风依旧凛冽，脸颊被吹

得生疼。“到饭点了，快进来吃饭。”女主人项玉梅热情招呼。

一进家门，肉香味扑鼻而来，小小的餐桌上，一盘手扒肉摆放

在正中间，旁边小山状的蒙古包子热气腾腾。

项玉梅介绍，他们家去年养驼收入达 15 万元，占全年总

收入的六七成。目前养驼收入主要来源于挤驼奶，一峰产崽

母驼日产量约为 8 斤，全年驼奶价格在每斤 25 元至 35 元之间

浮动。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大力实施“优羊增驼”战略，打造横

跨 5 个苏木、15 个嘎查的东西两条骆驼养殖产业带，探索出一

条“企业+合作社+牧户”共赢发展的新路子，逐渐形成了集繁

育养殖、驼奶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体系，驼产业逐

步成为全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

张占军、项玉梅夫妇俩自 2018 年开始养殖骆驼。第一年

购入 8 峰、第二年购入 16 峰⋯⋯经过不到 6 年的发展，如今养

驼量已达到 58 峰。

项玉梅笑意盈盈地唠家常，“儿子一家在外地生活，孙子

刚满 5 个月，路途颠簸便没回来过年。有两峰母驼过年这两

天就要下羔子了，我得留下来照顾它们，所以也没去外地和

孩子们团聚。放牧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与蓝天白云作伴，既

安静又自由”。

像张占军、项玉梅这样的养驼户，在苏尼特右旗还有很

多。2023 年，苏尼特右旗骆驼养殖户发展到 138 户，养殖规模

达到 8400 峰；挤驼奶牧户发展到 77 户，挤奶母驼达到 1200

峰，年产驼奶 1080 吨。

新年新气象。张占军、项玉梅夫妇期待今年家里接入高

压电，建起驼奶冷库。项玉梅说，自家有了冷库，储存驼奶更

加便捷高效，不用一挤完奶，就急着往几十公里外的冷库

送。附近其他养驼户也能来存奶，大家都方便。按照夫妻俩

的计划，再过一年，自家母驼繁育逐渐稳定，卖骆驼将成为新

的收入来源。

如何拓宽肉牛销售渠道，始终记在苏恩保尔心头。苏恩

保尔表示，今年将通过线上直播，推出生牛肉、风干肉等多元

化产品，开发牛肉类预制菜，生产出更加符合内蒙古地区以

外消费者口味的菜肴，简化烹饪流程，让优质的苏尼特肉被

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樱桃结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刘 成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山东省平度

市云山镇北王戈庄村的大棚，看到通

红的樱桃挂在“一根杆”的树上。与

常见的“开枝散叶”不一样，这里的樱

桃树不仅成“一根杆”形态，还栽植在

半米见方带有透气孔的方盆里。

技术员泮玲玲说：“这种盆是控

根器，有了它，这成排成行的树就很

听话，可以挪动。‘人挪活，树挪死’，

在这里则不然，适当挪动还可以促进

果树生长。”管理这些“光杆司令”，技

术员们没少费心，在温度把控、水肥

配比等方面反复调试。她顺手抓起

盆里的一把土，“这草炭土是从大兴

安岭运来的，按一定比例夹杂着本地

土壤、木头细末等，所以樱桃树才长

得壮”。

北王戈庄村党支部书记何洪礼

介绍，这些樱桃树经过 700 多个小时

休眠，再升温让它们开花、结果。新

技术让樱桃树提前进入休眠，提早开

花结果，保障樱桃能提前上市。优质

樱桃果价格最高时 300 多元一斤，亩

收入可达 20 多万元，是传统设施大

棚栽培模式的四五倍。

北王戈庄村发展大樱桃种植已

有 10 多年，何洪礼发现传统大棚种

植存在耗时耗力、上市时间较为集中

等问题。为此他前往辽宁等地考察，

引进“一根杆”栽培模式和智能休眠

技术。

“一根杆”的樱桃树能种植成功

可不容易。曾经有一次失误，差点让

满 棚 樱 桃 树“ 全 军 覆 没 ”。 2021 年

9 月，因没控制好温度造成“闷棚”，

樱桃树出现了烂根、烂芽现象。何洪

礼反复研究想办法，“树体下落、微调

节水肥，去枝控制养分⋯⋯近一年时

间才把樱桃树调整过来”。

精心投入换来了高产出和高收

益。何洪礼说：“别看树长得不高不

粗，亩产量是传统种植模式的 2 倍到

3 倍。比如 2 亩地的大棚，传统种植

可 栽 植 110 棵 树 ，新 模 式 可 达 2300

棵。最关键的是节约土地，山岭薄地

只要能建大棚就可栽植樱桃树。”

看到产出效益后，近几年，村里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有 30 多人回村发

展樱桃产业，全村陆续建起樱桃大棚

900 多个，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

云山镇党委书记李显兵表示，盆

栽“一根杆”樱桃，为当地发展设施栽

培闯出了一条新路。现在全镇种植

樱桃树面积达 5 万余亩，其中设施栽

培 2 万亩，北王戈庄村、山旺村等村

庄通过控制樱桃树休眠，推广种植新

模式，拉长了樱桃上市时间，增加了

农民收入。下一步，将不断推广并支

持各村创新更多模式，让设施栽培走

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能源血脉”保畅通
本报记者 邹 童

高高耸立的炼油塔、轰轰作响的

机械泵、排列整齐的储油罐⋯⋯这里

是位于河北省任丘市的中国石油华北

石化公司，也是“华北石化—北京大兴

国 际 机 场 ”航 空 煤 油 管 道 的 供 应 源

头。春节期间，华北石化公司不停工、

不停产，全力保障大兴机场航煤资源

需求。

在公司中央控制室，近百台电脑

屏幕上闪烁着各种信息和参数。华北

石化公司副总经理邢冬强介绍，这里

主要监测航煤生产设备的温度、压力、

流量等指标。每台电脑上要打开数十

个显示参数的窗口，需要频繁切换窗

口确认各项参数是否正常，还要定期

观察参数的历史趋势，判断各项指标

是否控制平稳。因为这些指标密切关

系着航煤品质。

“汽提塔现场液位 1.6 米、总量程

2.8 米，请核对。”“收到，对应远传表

55%，正常。”对讲机不断传递着信息。

邢冬强说，这是生产区的设备巡检人

员在向中控室反馈情况。巡检员在现

场检查航煤设备的运行情况，会与中

央控制室监测的参数比对。如果发现

异常，就立刻反馈到中央控制室。中

央控制室研判后，直接在电脑上调整。

杜锐、冯永年、宋伊凡都是中央控

制室的青年职工，记者走到他们身边

时，他们正专心监测并记录相关数据。

杜锐说，刚接触这套新的航煤生

产装置时，并不熟悉一些操作，但他们

努力学习不断成长。现在遇到紧急情

况，他们会在班组长和技术员的指挥

下，对设备进行调整，直至平稳运行。

“滴滴滴滴⋯⋯”一阵急促的警报

声打断了对话，杜锐迅速坐到报警的

电脑前排查情况，只见他轻点几下鼠

标，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刚才是有异常情况吗？”记者问。

“是报警，不过是一次误报。”杜锐

回答，受天气等外部因素影响，系统可

能会产生误报，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判断。

冯永年说：“我们设置的报警阈值

比较小，虽然有可能产生误报，但不会

漏掉任何异常状况。”

生产不停，中央控制室的工作也

要全天候进行。“值夜班时会不适应

吗？”记者问。“不会。有其他值夜班的

同事并肩战斗，我不觉得孤独也不辛

苦。”宋伊凡的回答格外干脆。

“确认完毕，已具备接收条件。”总

调度室的对讲机中传来声音，这意味

着大兴机场已做好接收航煤的准备，

待 华 北 石 化 公 司 相 关 部 门 准 备 就 绪

后，即可通过管道启动航煤运输。

航 煤 首 站 是 整 条 运 输 线 路 的 起

点，杨昆是这里的站长。记者见到他

时，他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和站点进行

运输前的最终确认。冬日，站内温度

不高，但杨昆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

汗珠。春节期间，杨昆放弃了回家和

亲人团聚的机会，选择值守岗位，保障

航煤安全平稳运输。

“确认到位，可以启输。”杨昆在电

脑上点击“连锁启泵”按钮，航煤运输

正式启动。满载希望的航煤，通过这

条能源血脉，源源不断流向远方。

就业工厂生产忙
本报记者 赵 梅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甘肃省定西

市的乡村就业工厂采访，处处都是热

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改梅，快来帮忙看一下，机器不

动了！”

在位于定西市临洮县辛店镇的

甘肃雪榕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

针菇包装车间里，传来包装工马红霞

的紧急呼叫声。

班组长董改梅立即赶往 G 组打

包机前察看情况。“这个托盒不能挨

机器太近，否则就会卡住，一定要注

意。”董改梅紧急处理了机器故障，并

提醒包装工注意事项。

该公司是临洮县 2021 年认定的

乡村就业工厂，大力吸纳临洮及周边

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

今年 33 岁的董改梅是临洮县玉

井镇中营村村民，之前在一家水电站

务工，月工资不到 2000 元。2019 年，

董改梅看到甘肃雪榕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招聘启事，报了名成为杏

鲍菇车间的一名包装工。

“刚开始工资 4500 元，最高时拿

到了 6000 多元，现在平均每月能有

5000 多元。”董改梅说，去年 6 月份，

她和 7 位工友前往山东学习菌菇自

动化包装技术，现在成了金针菇车间

的班组长，负责包装技术管控、技术

培训指导和机器故障的紧急处理。

“我们日产 150 吨金针菇、杏鲍

菇、海鲜菇，现在每天有 600 余名工

人加班加点生产，以保证西北五省春

节期间的鲜菇供应。”公司总经理刘

相涛告诉记者，乡村就业工厂吸纳用

工 600 余人，人均工资达到 5000 元。

位于临洮县红旗乡何家湾村的

甘肃安贝源乳业有限公司，也是临洮

县 2022 年认定的乡村就业工厂。

记者见到 49 岁的何家湾村村民

芦小华时，她刚刚完成早班挤奶作

业。她和同事们两班三倒，保证饲

喂、挤奶等工作有序进行。

“我们牧场的泌乳牛有 2300 头，

日产奶 80 吨左右，通过专用运输车

辆运往蒙牛、光明、欧亚等乳品加工

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琰文介绍，

他们春节期间正常生产，全力保障鲜

奶的供应。

“我的月工资在 5000 元左右，如

果操作好，出满勤还能多拿点。”芦小

华说，她还种了两亩地，在家门口务

工挣钱务农两不误。

芦小华的丈夫还贷款买了运奶

车，运输乡村就业工厂的鲜奶。畜牧

兽医专业毕业的儿子也来到乡村就

业工厂成为技术人员。现在，一家三

口都围着乡村就业工厂转。

李琰文告诉记者，他们乡村就业

工厂用工人数达到 103 人，普通员工

月平均工资 5000 元左右，技术人员

工资略高。

“现在挣钱门路多了，只要能吃

苦就能过上好日子！”芦小华的一句

感叹，代表了众多乡村就业工厂务工

人员的心声。

春节期间，经济日报记者纪文

慧（左）在哈尔滨亚布力西站采访。

张学鹏摄

春节期

间 ，经 济 日

报记者邹童（左）

在华北石化公司

采访。 陈 燕摄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张晓经济日报记者张晓（（右一右一））

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采访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采访。。

张艳敏张艳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