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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金 黑 土 地
吴 浩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

难寻。”诗人郭小川如此描绘黑龙江广袤

无垠的黑土地。

曾经，这里是苦寒之地。艰苦环境，

磨炼意志，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岁月

变迁，黑土地上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

想和希望，建设大国粮仓、锻造大国重器、

发展新质生产力⋯⋯黑土地上留下人们

的奋斗足迹，梦想的花开得更加灿烂。

逐梦沃野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佳木斯市

知青广场上，拓荒牛雕塑上镌刻着这 8 个

大字。

当年，“开发北大荒”一声令下，数十

万转业官兵、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赶来，

汇聚成开发北大荒的澎湃力量。他们喊

出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响亮

口号，他们的梦想是让“北大荒”变成“北

大仓”。

三 江 汇 流 ，润 泽 沃 野 。 70 余 载 过

去，北大荒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粮仓。一

代 代 北 大 荒 人 的 梦 想 从 未 改 变 ：“ 为 祖

国种好粮。”

年逾六旬的张景会，在北大荒七星农

场种地 28 年，却说自己是个“新农人”。

“农场里有啥新品种、新技术，我都愿

意在自家田里做试验。”张景会说，“新农

人”的“新”就是要敢于尝试新技术、新品

种、新设备，只有科学种田才能多产粮、产

好粮。

把地种好，是北大荒人最为朴素的执

念 。“ 新 农 人 ”张 景 会 成 为“ 全 国 种 粮 大

户”，他只是当代北大荒千千万万种植者

中的普通一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掌握

科技的“新农人”正在用新的方式耕耘黑

土。无人插秧机、全自动植保无人机、自

动排灌系统、智能育秧大棚等科技“狠活”

正让农业更有“科技范”，现代农业的脚步

越发加速。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在绥化市

海伦市，李艳华 30 多年来没有离开过黑土

地，她有一个从未改变的梦想：“我要培育

出更多优质的大豆种子。”

作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寒区大豆育种专家，李艳华因

培育出多个高产大豆品种，被当地人称

为“金豆娘娘”。对于这个称号，李艳华

觉得比她获得过的任何荣誉称号都更有

“含金量”。

从 1991 年开始，李艳华守着她的“一

亩三分地”，从没想过离开。她相信坚持

的力量，热爱脚下的这片黑土地。

30 多年间，李艳华让 17 个高产大豆

品种面世。她皮肤晒得黝黑，不像个科学

家，更像个地道农民。“女人都爱美，但作

为育种家，培育出一个好品种，是更美好

的事情，我的心里无比甜美。”李艳华说。

黑龙江，拥有我国最大面积的黑土地，

占全国黑土总面积的45.7%。全国每9碗饭

中就有 1 碗来自黑龙江，这是对黑土地上

人们辛勤耕耘的最好褒奖。2023 年，黑龙

江 粮 食 生 产 实 现“ 二 十 连 丰 ”，总 产 量

1557.64 亿斤，连续 14 年居全国第一位。

黑土生金，此言不虚。黑土地上的人

们，铸梦为犁，默默耕耘。当粮满仓时，一

年的辛苦都化成最真最纯的笑脸，眼里充

满希望的光。

锻造重器

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输出

资源、输出人才、输出技术、输出经验⋯⋯

“一五”时期，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中，有 22

个落户黑龙江。黑土地上锻造出的一个

个“ 大 国 重 器 ”，发 挥 着 工 业“ 顶 梁 柱 ”

作用。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却没有给东北留

出太多调整时间，就进入市场经济飞速发

展的新千年。2003 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20 多年来，不少人选择离

开，然而更多人选择坚守。

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中国一重

这一“国宝”级央企低调内敛。1958 年建

成使用的厂房“老骥伏枥”，红砖房、蓝工

装，产业工人挥汗如雨，仿佛进入了时空

隧道。

桂玉松，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 国 一 重 轧 电 制 造 厂 18 米 深 孔 钻 机 台

长。他操纵着公司承载能力最大的唯一

一台 260 吨 18 米深孔钻，如同手持手术

刀，能在 200 多吨重的实心钢转子上钻通

一个长 10 多米的深孔，而刀具要求工作时

抖动范围不能超过 0.02 毫米。

“操作中，根本看不见管孔内的刀具，

只 能 凭 借 机 床 的 轻 微 震 动 和 声 响 找 感

觉。”说起来轻松，这背后却是桂玉松 28 年

和钻机、刀具“打交道”，如同老朋友一样

心有灵犀。和机械的磨合哪有这么容易，

遇到的问题数不清，桂玉松有股倔脾气，

爱琢磨、肯钻研、不服输。

从 2022 年开始，桂玉松着手“视觉影

像系统在大型机械加工设备上的辅助应

用”课题研究，希望利用影像学和人工智

能技术，对加工过程中刀具状态进行实

时 识 别 ，保 证 精 度 ，解 放 人 力 。“ 要 顺 应

‘互联网+制造业’趋势，将复杂的操作简

单化、简单的操作自动化。没有人去研

究，我来研究，尽管刚刚起步，却是我们

创新工作室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桂玉

松说。

对创新的追求，赋予企业顽强的生命

力。在 70 年发展史中，中国一重开发研制

新 产 品 435 项 ，填 补 国 内 工 业 产 品 空 白

534 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先后结束了我

国不能生产重型装备的历史、不

能生产成套机器产品的

历史、不能生产核电装备的历史⋯⋯600

余万吨机械产品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变

成一条条生产线、一个个工厂，变成制造

强国的钢筋骨架。

以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起家的哈电

集团，是我国建设最早的发电设备研究制

造基地。三峡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全球

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等一大批国家重大工

程都刻下“哈电创造”的印记。

覃大清，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

水电装备研发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年 1 月

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2021 年

6 月 28 日，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水

电站右岸 14 号机组率先带负荷 100 万千

瓦成功。这是由哈电研制的全球首台并

网发电、全球首台实现 100 万千瓦满负荷

发电的机组。

这背后是覃大清带领团队历经 8 年研

发、7 年制造，打造出世界首台长短叶片百

万千瓦机组转轮，实现了水轮机宽负荷高

效稳定运行。白鹤滩水电站单台机组有

50 多米高、8000 多吨重，这么大的机组振

动、摆度值却只有 0.05 毫米左右，相当于

头发丝直径大小。

有人唱衰东北，覃大清对此不以为

然。在他眼中，这里有可以实现人生价

值的肥沃土壤。作为一名扎根黑龙江的

“外乡人”，覃大清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片土地没有辜负我，我唯恐辜负了这

片土地。”

在钢与火中锻造精品，在平凡岗位上

贡献微光。一群可敬可爱的人，不计回

报 ，心 怀“ 国 之 大 者 ”，点 亮 制 造 强 国 梦

想。黑土地上坚守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人

才，他们是东北振兴的最大底气，他们蕴

含着向上的力量。

向新而生

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

黑龙江土地总面积逾 47 万平方公里，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茫茫林海，松嫩平原、三江

平原沃野千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

三江奔涌，地下盛产煤炭、石油，“家底”不

可谓不殷实。但经济总量不大、发展速度

不快、发展质量不优等问题亟待解决。

爬坡过坎，攻坚克难。黑龙江提出发

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

设计产业“四大新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带来振兴启

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想方设法让

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是东北振兴的

“破冰”之道。

“振兴发展的产业基础

必须打牢，才能既管当下又

管长远。”在黑龙江省冰雪体

育研究院院长张贵海看来，单

就发展冰雪经济而言，黑龙江

应以冰雪旅游为引领，以冰雪

体育为支撑，以冰雪制造和冰

雪服务为两翼推进冰雪经济

全面发展，打造成为我国重

要 的 冰 雪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基地。

作为“冰雪之冠”，黑龙

江冰雪资源优势突出。冰

雪大世界、中国雪乡成为冬

季景区“顶流”；在冰雪运动

中，黑龙江籍运动员为国争

光，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获得的 9 枚金牌中 4 枚由黑龙

江籍运动员夺得。黑土地上从

不缺乏争金夺银的人，从冰天雪

地中也能走出一条振兴发展的“掘

金”之路。

李向东，哈尔滨乾卯雪龙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创始人，曾是一名专业的花滑运

动员。“20 多年前，中国的滑雪装备制造企

业寥寥无几。为了让专业运动员能用上

国产优质的冰雪装备为国争光，2002 年我

创办了企业，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滑雪鞋和

固定器的企业。”李向东颇为自豪。

从 进 口 滑 雪 器 材 销 售 起 步 ，22 年

来，哈尔滨乾卯雪龙公司已经转型升级

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能力

的国内专业生产整套个人滑雪器材

的自主品牌企业，冰雪系列产品覆

盖全国 558 家滑雪场。

“我们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

团队合作，采用先进的航天复合

材料和多项航空设计技术，为专

业竞技级滑雪比赛设计新型滑

雪板。”李向东说，他要做可以

媲美世界品牌的冰雪运动产

品，让专业运动员使用国产

冰雪装备在世界大赛上取

得更好成绩。

振兴发展，蕴藏在每

个 人 一 点 一 滴 的 努 力

中。人的精气神在，振

兴 的 希 望 就 在 。 迎 来

春风，万物生长，向新

而生。黑土地不会辜

负努力奔跑的人！

老 韦 卖 馍
拓兆兵

“大家好，我是永乐

村 卖 馍 馍 的 村 支 书 老

韦！”在短视频平台上，搜

索“永乐村馍馍”，就会看

到一个戴着眼镜、模样斯文

的中年男子在推销村合作社

制作的馍馍。

“带领村民致富的好书记！”

“书记口才越来越好！”“馍馍多

少钱一斤！”“馍馍不错，在哪里

能买上？”视频留言区，网友们提

问、点赞、调侃。老韦大多会逐个

回复。

老韦名叫韦兴财，今年 49 岁，

是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乐

村党支部书记。永乐村位于扬黄灌

区 ，是 个 移 民 村 。 村 里 有 5800 多 亩

地，村民们主要种植苹果。近年来，各村

都在积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但怎么找

到 合 适 的 路 子 是 摆 在 各 村 面 前 的 一 道

考题。

一次，老韦听外地的亲戚说十分怀念

小时候中卫过春节时的“书本子馍馍”，顿

时有了灵感。

“书本子馍馍”又称土棚子烤馍，是中

卫地区的传统特色面点。这种馍馍因其

形状与小人书相似而得名，通常为长方

形，大小、薄厚与书本相仿。50 岁的做馍

馍能手张爱英说，“书本子馍馍”过去基本

只在春节前制作，属于节日食品。有的人

家一次烤一两缸，从春节吃到开春种田。

相比平时做的馍馍，“书本子馍馍”更为讲

究、工艺多，表皮要放芝麻，外表要捏出各

种花纹造型，以示喜庆、隆重。

2021 年，老韦开始组织村民做“书本

子馍馍”。外头天寒地冻，但永乐村的大

院里热气腾腾。在案板上揉面、擀面、捏

花，大家边干活边说笑，一个个馍馍就做

了出来。然后，端到室外的土棚子里用苹

果树枝烤，不一会儿，馍馍就烤好了，色泽

金黄，面香四溢。

烤馍的同时，老韦还在直播卖馍馍。

老韦直播卖馍馍有两套方法论：一套是以

不变应万变，无论春夏秋冬，“大家好，我

是永乐村卖馍馍的村支书老韦”是不变的

开场白和广告语，然后吃馍馍，嘴角经常

挂着馍馍渣子；另一套是说金句，不时来

一番人生鸡汤。

老韦卖馍馍套路少，消费者吃这一

套，因为产品好、有特色、人诚实，1 斤馍

馍能卖到 12 元。村里一位做馍馍的妇女

一个冬天能挣近万元，收入可观。目前，

永乐村在原有制作手工馍馍的基础上，申

请了市级非遗传承，注册了多个商标，成

立了永乐坊食品合作社，对手工馍馍、石

磨面粉、手工挂面等进行运营。

“大家好，我是永乐村卖馍馍的村支

书老韦”，老韦的直播，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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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费 的 往 往 是 最 贵 的
郭存举

笔者所住小区附近有个颇具规模的理发店，特

色就是主打“免费”。听说有不花钱的好事，不少人

欣然前往，我也是其中一员。头发理到一半的时候，

才发现不太对劲。原来，所谓的免费理发，还隐藏着

不小的玄机。这家理发店，其实是一家理发师培训

机构，以免费为噱头给学员找练手机会。看着镜子

中理到一半的发型，笔者哭笑不得。

难怪经济学家感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

连文学家都说：“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

标好了价格。”

充 3000 元话费，免费送价值 3000 元的手机——

面对这样的诱惑，你能抵得住吗？有些人觉得，充进

去的话费虽然数额较大，却终归是自己使用，肥水不

流外人田；再者，白白拿到价值不菲的手机，何乐而

不为？实际上，不少人恰恰忽略了其中的限制条

件。比如，连续 2 年或 3 年不得随意更改套餐、限制

月度最低消费等。

生活中，比较和选择无处不在。理性的比较，不

仅要考虑看得见的东西，也要考量看不见的东西。

经济学认为，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不少人在

做选择的时候，往往只盯着金钱成本。然而实际上，

金钱成本并不是所有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边

际成本、交易成本⋯⋯相较于显性成本，这些成本隐

蔽性大，常常难以量化又不好把握。贪图免费，付出

的代价往往更加昂贵。

免费的东西往往并非真正免费，它只是换了一

种收费形式，还可能隐藏着未知的风险。比如，超市

里扫码免费领鸡蛋，面临着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口

腔医院免费洗牙，可能是拓展业务的诱饵⋯⋯老话

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买的没有卖的精”，这都揭示

了免费与付费的辩证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免费既是商业模式也是营销手

段。按照需求价格曲线，价格的细微变动会引起需

求变化。一家互联网公司老总曾感慨，如果用 1000

万元打广告，可能连个响儿也没有，不如花 1000 万

元做一款免费的互联网产品，给几千万用户使用，从

而建立用户对品牌的认知、忠诚、信任，效果比广告更

有效。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商业免费不等于公益行

为，早期免费无非是为了圈用户、引流量。

“不是贵的东西买不起，而是更看重性价比。”时

下的这句流行语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人们总是追

求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低价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形成和最终的

购买决定，从而作出非理性购买决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贪

图免费，而愿意为有价值的东西付费。比如，知识付

费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学习方式。数据显示，

我国知识付费用户已超 5 亿人，市场规模超千亿

元。“如果你认为教育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

价。”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自我投资。

其实，只要懂得了“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背后

的道理，就会综合分析免费和低价背后的逻辑，就能

避免落入“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境地。

北大荒集团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稻田画北大荒集团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稻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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