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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践行“三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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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赵洪秋 蔡秀凤

本报讯（吴运辉 全媒体记者 刘华
鹏）6月18日，北林区宝山镇中心小学校师
生代表到绥化学院开展主题为“传承红色
基因·红领巾心向党”红色研学活动。这是
该校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

活动中，师生们首先参观了学院的思
想政治教育中心，通过生动讲解，了解了习
近平总书记从基层知青到国家领袖的成长
奋斗历程，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引领下的新时
代十年伟大变革，并着重强调了新时代青少
年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思想启蒙课。随后，以“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主题
的“大思政课”在学院课堂开讲，带领宝山小
学的师生们回顾了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爆发到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历史画卷，深情讲
述了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等抗日英雄的
感人事迹。课后，小学生王墨远以饱含深

情的《长津湖》朗诵致敬先烈，杨艺萌同学
则以一支气势恢宏的红色舞蹈《象王行》抒
发了对革命精神的礼赞。

宝山镇中心小学校校长杨桂玲代表全
校师生，向绥化学院团委书记张岩郑重敬
献了一面写有“十年携手育桃李 爱心助学

谱华章”的锦旗，这也见证了绥化学院团委
自2014年以来开展捐赠学习用品、“播音
艺术进校园”到“情暖留守儿童”、红色研学
共建等活动的由衷感谢。仪式后，宝山镇
中心小学校的学生们与绥化学院的大学生
们携手合作，共同绘制了“纪念建党104周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三个主题手
抄报，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崇敬和对和平的珍视。师生们还参观
了学院的听障生工作室，近距离参观了粮
食镶嵌画、麦秆画、绥棱黑陶、剪纸、皮革制
品等手工艺创作技艺，并了解听障生克服
障碍、坚韧求学的奋斗故事和精彩生活。

通过此次红色研学活动的沉浸式学
习、互动式体验和榜样力量感召，将红色基
因的种子播撒进学生们的心田。宝山镇中
心小学校的学子们纷纷表示，要立志将红
色基因融入血脉，转化为勤奋学习、立志成
才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红领巾心向党 红色基因代代传
——北林区宝山镇中心小学校携手绥化学院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本报讯（裴加明）6月 16日，望奎
县农业技术员来到东升乡，进村屯、
入田间，指导农民施“科技肥”、喷洒

“科技药”，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
的技术难题。这个乡乾一村水稻种
植大户苏显志说：“我们喜欢这样的

‘田间课堂’，既能学到技术知识，又
能‘对症下药’，农民操作方便”。

为了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
今年以来，县农业、科技等部门根据
农时季节特点，结合农民在种植和养
殖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组织技术

人员定期与不定期地深入农村，在田
间地头、畜圈、果园，手把手传授种养
实用技术，提供农资、农产品市场信
息，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
问题，并培养了一批“乡土专家”，使他
们成为农村“田间课堂”的讲解骨干。

据了解，这个县农民通过“田间
课堂”新学的技术有粮食作物种植、
大棚瓜菜种植、中草药种植、畜牧养
殖等数十种，大大提升了农民从事农
业生产的能力，农民人均增收可达百
元以上。

望奎农民
“田间课堂”学技术

明水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本报讯（张明石）明水县委编办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

领，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为导向，科学谋划、周密部署，按照“一个方案、一班人马、一
套机制、一张路线图”的工作思路稳妥推进调整乡镇机构设置
管理、优化编制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改出了乡镇履
职新气象。

这个县坚持突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民生服务
等履职和服务功能，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重组。整合归并乡镇
工作机构和事业机构，在乡镇设置“2办5中心1队”，进一步优
化机构设置，科学、合理增配编制资源和人员力量，推动各类资
源向基层一线倾斜，进一步解决乡镇管理中存在的股室多、人
员分散、推进工作不及时等难题，党的建设、为民服务、综合治
理等履职事项进一步加强。同时，建立健全县乡镇“一对一”

“多对一”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图，将县级派驻机构人员纳入乡
镇统一指挥，确保乡镇工作力量不减、权责事项清晰、工作规范
有序。

2024年以来，12个乡镇完成机构设置挂牌、人员调整、“三
定”方案等相关工作，同时遵循“应减尽减、应摘尽摘”原则，有
效遏制各级各类“滥挂牌”问题。通过明责、减负、赋能三向发
力，有效解决了基层“小马拉大车”、权责不匹配等突出问题，逐
步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本报讯（姜玉生）近年来，望奎县东环
社区将民生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辖区内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抚慰、
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服务，使空巢老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欢度晚年生活。

东环社区将关爱空巢老人行动提到重
要工作日程，对辖区内空巢老人进行调查
摸底，建立基础信息档案，并将关爱空巢老
人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一项重要
内容，让关爱活动见实效。

定期走访，为空巢老人提供生活服务
和精神服务。东环社区党支部书记孙丹丹

定期组织人员到空巢老人家中对老人们进
行走访慰问，及时了解和解决老人们的紧
急需求，增进与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建立健全关爱空巢老人长效服务机
制。由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服务队
伍，对辖区内空巢老人分片进行包扶，开展
一对一进门服务活动。

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东环社区
利用社区的图书室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政
策、了解健康知识的场地，为他们提供了丰
富的文体活动空间，调动老人参与的积极
性，促进老人身心健康。

东环社区
多举措关爱空巢老人

在青冈县柞岗镇中学，有这样一位教
育工作者：21年如一日扎根乡村教育，身兼
校团委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体育教师
数职，用专业与热爱浇灌着乡村教育的沃
土。她就是一级教师宋玉梅，曾荣获县政
府嘉奖、优秀指导教师、体育学科教学能手
等荣誉称号。她用平凡坚守诠释着新时代
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学校团队工作的引领者，宋玉梅
将团建工作打造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重

要阵地。她创新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邀请
优秀党员、模范人物现场讲述奋斗故事；
精心组织红色研学，带领学生走进革命纪
念馆接受精神洗礼；常态开展志愿服务，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背后，是她深入学生群体、倾听心声的
温暖陪伴。

在体育教学领域，宋玉梅以创新精神
点亮课堂。她研发的“五步教学法”荣获黑
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创设的“大情

境教学”模式在县级竞赛中摘金。特别是
在全省教师能力素质提升竞赛中，她凭借
扎实的教学功底荣获现场无声授课特等
奖。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的
融合，她让体育课成为学生最期待的课堂，
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校园环境管理同样见证着宋玉梅的匠
心。她创新建立“分工明确、互帮互助、互
相监督”的卫生管理机制，她是最早到校的

“校园美容师”，每天清晨总是亲自带领值

日生清扫校园。通过流动红旗评比等措
施，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让“劳动最光荣”
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校
园环境的守护者和管理者。

宋玉梅用21载时光，把“教师”写成无
声的诗行。她用早来晚走、耐心讲解、细心
关怀，在平凡岗位上默默释放着师者荣
光。她以赤诚之心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
使命，如一盏明灯，指引一批批乡村学子逐
梦远方。

宋玉梅：用匠心守护乡村教育梦想
特约记者 段洪伟 全媒体记者 宋一枫

学生们在绘制手抄报。全媒体记者 刘华鹏 摄

寒地黑土作为全球稀缺的生态文化复合体，其旅游开
发需突破传统自然资源导向模式，构建“生态—文化—体
验”三位一体的规划体系。本文基于生态叙事理论与景观
基因技术，提出寒地黑土旅游的“冷域热链”开发模型，通过
绥化市北林区实证研究，揭示黑土生态脆弱性与旅游开发
的协同机制，为同类地区提供差异化规划范式。

一、寒地黑土的生态基因特征

全球仅存三大黑土带中，中国东北寒地黑土区年均温-
5℃~8℃，冻土期长达120—180天，形成“土壤—冻土—植
被”复合生态系统。以松嫩平原为例，黑土层厚度达30—
100cm，有机碳含量是普通土壤的2—3倍，但其形成速率仅
为1cm/200年，生态敏感性极高。

从旧石器时代肃慎族渔猎活动，到明清“闯关东”农耕拓
荒，再到现代北大荒机械化作业，黑土文化历经了“原始共生
→开发征服→生态修复”三阶段，形成独特的“耕战精神”与

“粮仓崇拜”符号系统。

传统旅游开发的认知误区

资源同质化陷阱：当前寒地旅游多聚焦冰雪娱乐（如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黑土文化仅作为附属元素，导致“去地域化”
体验。据黑龙江省文旅厅数据，2023年冰雪旅游收入占比达
68%，但黑土主题产品复游率不足25%。

生态认知缺位：游客对黑土的科学认知停留在“肥沃土
壤”层面，缺乏对其碳汇功能（东北黑土区固碳量占全国耕地
的13.2%）、生物多样性价值（栖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濒危物
种）的深度理解。

二、生态叙事理论下的寒地黑土旅游规
划逻辑重构

通过故事化、场景化手法，将生态系统的科学价值转
化为情感共鸣载体。例如，北欧“森林叙事”将伐木文化
转化为可持续林业体验，使瑞典森林旅游附加值提升
40%。

叙事维度 核心符号 情感锚点

地质史诗：冰川遗迹、火山岩 时间的厚重感。
农耕文明：马拉爬犁、知青点 劳动记忆与代际传承。
生态危机：黑土退化标本、碳汇林 环境责任与未来

想象。

“冷域热链”开发模型构建

冷域：寒地黑土的物理属性（低温、冻土、黑土）与生态本底。
热链：通过文化叙事、技术创新、体验设计激活冷资源，形

成“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链条。
1. 生态基因解码：运用景观基因技术（如土壤微形态分析、口

述史采集），提取黑土文化核心符号（如“垄作文化”“冰雪祭祀”）。
2. 叙事场景建构：以“黑土的一生”为主线，设计“冰川孕

育→先民拓荒→生态修复”三幕式体验，融合AR地质演化模
拟、气味景观（黑土芬芳香氛）等多感官叙事。

3. 技术赋能传播：开发“黑土数字孪生系统”，实时可视
化土壤碳汇数据，游客可通过区块链领养“碳汇麦田”，生成个
人专属生态足迹报告。

三、寒地黑土旅游规划的创新设计策略

空间规划：从“景点堆砌”到“叙事网络”生态敏感
区的弹性规划

案例：绥化市北林区黑土地保护示范区。
划定核心保护区（占比30%）：禁止旅游开发，设置远程监

测观景台，通过VR直播黑土修复过程。
缓冲体验区（占比50%）：设计“黑土呼吸之旅”，游客沿木

栈道观察不同保护措施下的土壤剖面（免耕区vs传统耕作
区），参与有机堆肥制作。

服务拓展区（占比20%）：布局农耕主题民宿、黑土实验室
（可检测土壤肥力指标）。

时间维度的场景分层

冬季：冰与土的对话。

开发“黑土冰窖”体验：在冻土区挖掘半地下空间，陈列
黑土标本与冰雪艺术品，利用地热能维持5℃恒温，形成“外寒
内热”的感官反差。

打造“垄作迷宫”景观：以玉米、大豆垄沟为基底，设计农
业科普迷宫，终点设置“黑土能量站”（提供黑麦面包、蓝莓汁
等在地美食）。

文化表达：从“静态展示”到“活态传承”。
景观基因的转译设计符号提取：将赫哲族“鱼皮图腾”抽

象为旅游标识系统，用鱼皮纹理装饰景区导览牌。
仪式再造：复活满族“祭土神”仪式，游客可参与播种仪

式，领取“黑土守护证书”。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实验

游客佩戴智能眼镜游览农场时，可触发历史场景叠加：
20世纪50年代知青开垦画面与现代无人农场影像交织，同步
播放口述史音频。

体验创新：从“观光消费”到“生态参与”

冷刺激疗法：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冰雪冥想”项目，在-
15℃环境中进行呼吸训练，配套热矿泉疗愈，测试可提升参与
者专注力30%（参考芬兰北极疗法数据）。

气候教育游戏：设计“黑土保卫战”沉浸式游戏，游客分
组完成土壤固碳任务（如种植固氮植物），积分可兑换当地农
产品。

碳积分系统：游客交通、住宿产生的碳排放量可通过参与
农耕体验（如一天劳作约抵消2kg碳）、购买碳汇农产品（溢价
20%用于黑土保护）进行中和。

循环经济场景：冬季冰雪景观融化后的水体用于夏季农
田灌溉，游客可参与“冰雪—黑土”水循环艺术展，直观感受资
源转化过程。

四、实证研究：绥化市北林区寒地黑土旅
游规划实践

资源禀赋：拥有亚洲最大的连片黑土核心区（面积达
3680km），保留东北抗联遗址、朝鲜屯等文化节点，但旅游开

发仍以初级农业观光为主。
挑战：黑土退化面积占比达18%，游客停留时间不足1.5

天，旅游收入仅占GDP的3.2%。
叙事主题：确立“黑土史诗，从冰川到餐桌的10000年”，

串联地质演化、农耕文明、生态保护三条叙事线。
核心区：黑土文明博览园（含互动体验馆、360°球幕影

院）。
冰雪垄作带：冬季沿田垄打造冰灯走廊，夏季设置麦田音

乐节。
湿地探源带：通过浮桥、望远镜观察黑土与湿地的水文联系。
文化脉络带：串联抗联遗址、朝鲜族民俗村，设计“红色垦

荒”徒步路线。
开发“黑土盲盒”体验：游客随机抽取土壤样本（来自不

同年代/地块），通过实验室检测解读其历史故事。
推出“寒地黑土认养计划”：消费者可远程监控认养农田

的生长过程，收获的粮食以冷链直邮到家。
通过生态叙事提升游客教育率：目标使80%游客理解黑

土碳汇价值，较传统景区提升50%。
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收益的正向循环：规划期内（2025-

2030年）预计旅游收入年增长15%，黑土退化面积缩减至
10%以内。

五、结论与展望

1. 寒地黑土旅游需超越“冰雪经济”单一框架，以生态叙
事构建“冷资源-热体验”的深度连接。

2.“景观基因解码+叙事场景建构+技术赋能传播”的三
维设计策略，可有效激活黑土文化的符号价值。

3. 弹性空间规划与可持续消费模式，为生态脆弱区旅游
开发提供可复制的“保护-利用”平衡路径。

拓展了生态叙事理论在寒地旅游中的应用场景，提出“冷
域热链”开发模型。

通过绥化市案例验证了“科技+人文”的体验创新路径，为
东北黑土地保护与旅游振兴提供新范式。

深化寒地黑土旅游的气候适应性设计，如冻土区建筑能
耗优化策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黑土碳汇交易与旅游溯源中
的应用，构建“生态价值变现”新机制。

(作者工作单位：绥化学院）

寒地黑土特色环境旅游规划设计的生态叙事与创新路径
高 冰

青冈警民接力
照亮老人回家路

本报讯（王泽浦）近日，青冈县公安局芦河派出所民
警帮助一走失老人回家。

“我丈夫不见了，怎么也联系不上，年纪大了遇到危险
怎么办，请求民警赶紧帮帮忙。”6月10日22时许，青冈县
公安局芦河派出所接到村民黄某某的紧急求助，称丈夫段
某某走失了。值班副所长李桦冬立即带辅警张兵赶到现
场，在夜色中展开查找。面对昏暗路况，民警搜寻未果，立
即向所长汇报请求支援。23时许，所长张银龙迅速组织全
所民辅警加入，同时联系村里发动群众开始寻找。盯监控
的民警逐帧回访排查，辅警带着群众打着手电筒在附近各
屯寻找，手电筒和车灯的光束在屯里、田埂、路上交织成
网，一场“警民接力”在深夜展开。

6月11日凌晨1时30分，民警在监控中发现老人去
往芦河镇太平岗村方向，并立即将路线告知各搜寻小
组，大家开始围着太平岗方位四面查找，随着灯光的一
处处照射，一组人员终于在一处路段发现了神情恍惚的
段某某。“大叔，可找到你了，把家里人可急坏了。”民警
轻声安抚，并将他安全带回。

看到丈夫平安归来，黄某某眼眶通红：“这大半夜的
折腾你们都出来帮我找丈夫，真是过意不去啊，多亏了
你们帮忙，要不我真不知道咋办……”这场历时3小时
的搜救，不仅是芦河派出所视“群众事比天大”的一次践
行，更是警民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