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考察时强调：“河套地区条件
得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
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不能搞
大水漫灌。”“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
花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要继续完善提升，
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

河套灌区是我国 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
现已形成完整的7级灌排体系。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河套灌区通
过综合实施工程节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
控制秋浇用水等举措，着力开展农业节水工
作，促进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

清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公中镇永联村
万亩种植园内，随着电闸合拢，地里的细长水
管逐渐鼓胀，水滴缓缓滴落，迅速被土壤吸收。

五原县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仲生
柱按照灌溉水量配比用肥量，又仔细检查滴
灌口，“采用精确控水的滴灌技术，可以让灌
溉水量减少一半，还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

河套灌区耕地以渠道漫灌为主，在 7级
渠系运送过程中渗漏、蒸发等损失较重。“去
年以来，灌区对461公里骨干渠道进行衬砌，
衬砌率提高到 50%以上，改善灌溉面积超
400万亩，灌溉效率提高、水分损耗减少。”巴
彦淖尔市水利局副局长赵小瑞介绍，“过去，
玉米生长期浇一次水需要 12天日夜不间断
灌溉，而今年仅需5至 7天日间灌溉，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2022年的0.478提高到
目前的0.527。”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渡口镇东地村一处小
麦地头，随着计量表上跳动的数字达到了耕
种测算需水量，水量监督员何银飞打开手机
软件，轻点屏幕，眼前的水闸缓缓闭合。

“灌区在取水口安装了在线计量装置，水
费由过去按亩粗放计收改为按实际用水量精
准计收，农民自觉监测用水量，预计每亩地全
年可节水约160立方米。”何银飞说。

为强化管理节水，河套灌区今年试点根
据农作物种类核定灌溉用水量，以此为标准
改变水费计收方式，并为每个建制村都设置
了用水量“上限”。“按需水量精细灌溉更利于
农作物生长，节水的同时还能增产约 20%。”
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四级调研员李兵介绍。

在线控制、精准灌溉，离不开河套灌区的
数字化建设。

走进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电子
幕墙上，灌区总干渠及各灌溉渠道实时监控画
面和水位流量监测数据一目了然。点开河套灌
区信息化工程水位闸位采集系统，可实时查看
各闸流量、水位和闸门开启高度等水情信息。

如今，灌区各基层管理单位和信息采集
点的现场数据，由雷达水位计和激光闸位传
感器采集、传输到信息中心，并生成变化趋势

曲线图，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对水情进行监控调配。
“这套系统使灌区实现了用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当日即

可进行水情通报和用水计划传达，提高了水资源科学调配能力和保障
安全运行能力，促进了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工作人员张利军说。

秋浇是河套灌区秋收秋翻后改良土壤、储水保墒的重要举措。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农牧水利处工作人员介绍，2023年秋浇，灌区
采取变深浇为浅浇、隔年秋浇等措施压减用水量，实际耗水量8.8亿
立方米，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秋浇耗水最少的一次。

“多措并举，河套灌区2023年全年实现节水1.426亿立方米，超
额完成1.17亿立方米的目标。”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贺伟华介绍，河套
灌区今年计划新增工程节水灌溉面积77万亩、实施水肥一体化技
术配套20万亩、推广抗旱品种1万亩、调整种植结构4万亩，力争新
增节水能力0.46亿立方米。

（原载：2024年9月2日《人民日报》 本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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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读《额尔古纳河右
岸》是种什么体验？

驯鹿、白桦、樟子松，还有那如梦似幻
的星空和河流……立秋刚过，我们跟随作
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
指引，从哈尔滨一路向北，探访大兴安岭这
片神秘的土地，找回在城市中失落已久的
宁静与星光，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心灵对话。

阅读，带来了山海的相遇。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

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
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

天则是银白色的。”这是广东姑娘钟惠巧最
喜欢的书中片段。

“我生活的城市，秋天不是金黄色，冬
天更看不到银白色。”《额尔古纳河右岸》中
对大兴安岭的描写，吸引她亲身探索这个
气温寒冷、但人情温暖的地方。

如今，钟惠巧已经成为漠河文旅推荐
官，徜徉在巍巍兴安岭，“阅见”森林四季变幻
的色彩，从走进书中场景地，变成了书中人。

白桦树上斑驳的印记是鄂温克族留下的
树号吗？天空中盘旋的是达西的猎鹰吗？希
楞柱的尖顶真的能看到银白色的月亮吗？

白 云 连 绵 在 一 起 ，看 上 去 像 一 条 天
河。大兴安岭深处，白桦树、樟子松努力向
上生长，也向下扎根。这一刻，层峦叠嶂、
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被具象化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银河。”北京游客
吴先生在北极村实现了许多“人生第一
次”——第一次走到祖国最北村落，第一次
看到银河，第一次感受 5摄氏度的夏天。

“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
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
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
宁的心境。”

在北极村，抬头看到灿烂星河，低头看
到驯鹿觅食，聆听着小河流水，便可把烦恼
抛之脑后，也能和书中主人公深深共情。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优势，将生态文明建
设与全民阅读结合，聚焦自然与人文主题，
文旅跨界融合构建起全民阅读的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越发深入人心。

跟着书籍去旅行，让诗与远方不再遥
远。今年，依托鄂温克历史脉络和文化特
色，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市围绕“额尔古纳
河右岸”IP 中的民俗风情、文化元素符号，
全面提升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主题业
态，以实景沉浸、特色文创、演艺产品、民俗
风情体验、特色旅游业态等多种形式，推动
文化 IP 向旅游产值的文旅融合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彰显文化内涵的文旅产品、多元化的
消费场景、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走进书中场景地，品读美文、品
味美食、品鉴美景，寻找“诗与远方”，实现
阅读与文旅的双向奔赴。

（原载：2024年8月23日《新华每日
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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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玥 戴锦镕

作家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额尔古
纳河右岸》，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
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让额尔古纳河、大兴
安岭、鄂温克族走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对
那片神奇而遥远，陌生又神奇的土地充满
了想象。

8月，本报记者以书为媒，从哈尔滨出
发，一路向北，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山
海相遇——走进巍巍兴安岭，拜访神秘的
鄂温克族，遍寻驯鹿的足迹……

大山里的神秘鄂温克

“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
活的领地……宁静的山林就此变得乌烟瘴
气，猎物连年减少，祖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
的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
岸的森林中开始了新生活。”

——《额尔古纳河右岸》上部 清晨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自称，意思是“住

在山林里的人们”。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

一，不足 4 万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
区、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新
中国成立前，久居深林的鄂温克族使鹿部
落以游猎为生，住着用木杆和桦树皮搭建
的“撮罗子”，吃兽肉、穿兽皮。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会长涂亚君
介绍，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以“鄂温克”人
分布地域和生活特点给予其不同的命名，
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还把“鄂温克”分为“索
伦”“通古斯”“雅库特”三个分支。

鄂温克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根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历代鄂温克人一共进
行了7次迁徙。有的支系学会了放牧和农
耕，有的则保持着驯鹿文化传统。如今，由
于自然条件不同，各地区鄂温克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

“聚居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等地
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而黑龙江省讷
河市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农业。”涂亚君说。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
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
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这也是中国
唯一的鄂温克使鹿部落——“雅库特”使鹿
鄂温克——正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讲述
的鄂温克部落。

今年72岁的鄂温克族老人玛妮，在12
岁之前都和父母住在山上，回忆起曾经的
日子不禁感慨：“夏天我们基本上一个星期
就要搬一次家。”

鄂温克族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的苔
藓而搬迁、游猎。

玛妮告诉记者，鄂温克族迁徙前，男
人到达新驻点先把居所“撮罗子”的架子
搭好。其他的人将驯鹿集中在一起，并将
部分能够乘骑和驮物的驯鹿系上笼头，性
情温顺的驯鹿用来驮人，烈性的驯鹿用来
驮物。

“斜人柱”也称为“希楞柱”“撮罗子”，
是鄂温克人的林中居所。玛妮告诉记者，
鄂温克人会用二三十根3米多高的落叶松
树干，将削尖的一头朝上，汇聚在一起，戳
在地面的一头均匀散布开来，围成一个伞
形窝棚。夏天以桦树皮做盖，冬天则用兽
皮围苫。搭好的“仙人柱”内外各设一个火
塘，用来做饭和取暖。

每年 6月 18日，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
民俗节日——瑟宾节。

“瑟宾”一词是鄂温克语“欢乐、祥和”
的意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瑟
宾节是鄂温克族每年一度的重要节庆日，
相当于汉族的春节，被称为鄂温克族人文
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鄂温克
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每到瑟宾节这一天，在黑龙江省讷河
市兴旺鄂温克族乡嘎布喀草原上，来自新
疆、内蒙古的鄂温克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尽情歌舞，欢
庆鄂温克族“春节”。

“黑龙江省讷河市的鄂温克族‘瑟宾’庆
祝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31届。每年都会邀
请来自内蒙古和黑龙江的700多名鄂温克
族同胞和几万名游客参与，对保护和传承鄂
温克族文化有着积极作用。”涂亚君说。

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
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上部 清晨
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的主人公原型，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森林

部落民族鄂温克族的传奇老人玛力亚·索，
2022年 8月 20日，在她钟爱的驯鹿身边逝
世，享年 101岁，鄂温克族也结束了“最后
的女酋长”的时代。

1921年，玛力亚·索出生在激流河边，
80岁前没有离开过。她和其他鄂温克人
一样，从小与驯鹿相伴。千百年来，鄂温克
人遵循着古老的游牧规则，当驯鹿吃完这
里的苔藓，他们就会收起“撮罗子”，去寻找
下一处安居之所。妈妈把她放在树皮做的
筐子里，驮在驯鹿背上跟着大人一起搬家。

当时，玛力亚·索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没上过学。16岁时，她嫁给了比她大12岁
的丈夫拉吉米，当时拉吉米拥有部落里最
多的驯鹿。从小生活在猎民之中，玛力亚·
索身手了得，年轻时跑步飞快，是村里公认
的抓鹿高手。她枪法精准，到了60岁还能
一枪打下天上的飞鸟。

丈夫去世后，玛力亚·索独自扛起了家
族的重担，200多位族人都非常敬重她，一
些人因此称她为“最后的女酋长”。事实
上，这些部落的酋长制度在 1761 年已废
除，但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她就是“酋长”。

2003年，玛力亚·索的部落迎来了历
史的转折。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
当地政府出资兴建了房舍，帮他们从森林
深处迁到根河市郊，鄂温克部落就此在根
河市附近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定
居下来。

玛力亚·索怀念森林深处的猎民生活，
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回山上住一阵，每年
的 5月至 10月就到新址居住。在她人生
中最后的 20年里，玛力亚·索一半时间留
在山上，继续与驯鹿作伴；另一半时间在山
下，过着现代化生活。

“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敖鲁古雅鄂
温克民族乡的乡亲们说，玛力亚·索度过了
传奇的一生，她永远令人尊敬和热爱。

“林海之舟”奥仁

“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
们，就没有我们。虽然它曾经带走了我的
亲人，但我还是那么爱它。看不到它们的
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
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上部 清晨
玛力亚·索90多岁的时候还在山上饲

养驯鹿，一心想着传承中国的驯鹿文化。
“婆婆一辈子生活在山林里与驯鹿为

伴，带领着使鹿鄂温克族从原始社会步入
今天的幸福生活。奥仁对于鄂温克族来
说，更像是亲人。”在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
村驯鹿园，鄂温克族大姐瓦莲正忙着为驯
鹿准备晚餐，作为玛力亚·索的儿媳，她始
终记得婆婆的心愿。

“奥仁”是鄂温克语驯鹿的意思。驯鹿
性情温顺，易驯化，细长的四肢、健硕的身
形适宜在寒冷地带生活，尤其善于在深山
密林、沼泽或深雪中行走。对于早期的鄂
温克族人来说，在原始森林中游猎和搬迁
时，驯鹿是必不可少的骑运工具，被誉为

“林海之舟”。
“驯鹿群中需要一个头领，你看那头长

着漂亮鹿角的驯鹿，很可能成为今年的鹿
王。”顺着瓦莲手指的方向，散落在树林中
的晚霞映照着驯鹿群，其中一头高大威猛
的驯鹿格外显眼。

两支粗壮的鹿角如两扇屏风，生出无
数分叉，其中几个分叉护住鹿头，既是权威
的象征，又是战斗的“利器”。

2015年，瓦莲“大胆”地将近百头驯鹿
带到了漠河北极村，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
客在黑龙江的最北村落，也能感受到鄂温
克族的驯鹿文化。

“鄂温克族群众的新生活，与旅游发展
分不开。民族文化要走出去，才能传下
去。”瓦莲说，相比过去饲养驯鹿作为生产
工具，如今驯鹿更多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以
及助力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存在。

“驯鹿非常乖巧，很喜欢和游客互动，它
们成了我们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宣传大
使’。”在瓦莲看来，对民族文化的最好传承，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了解它，喜爱它。

走下山林迎新生

“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
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
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额尔古纳河右岸》尾声 半个月亮
“老一辈的鄂温克族人不愿意下山，但

是山上的生活太苦了，冬天连条秋裤都没
有。医疗条件极差，很多族人甚至因为不
能及时救治而丧命。”玛妮回忆道。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化，
猎民们沿袭多年的游猎方式，已经无法跟
上时代的步伐。

“只有下山定居，找到新的发展方式，
才能使这个族群发展壮大。”内蒙古自治区
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副乡长何岸回
忆道。

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不断加大扶
持力度，在鄂温克族猎民相对集中的地区，
陆续为猎民建起供销合作社、民族初级小
学、结核病防治院、养兽场等经济文化和医
疗服务设施，为鄂温克族猎民走出山林创
造生产生活条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关心
下，猎民们纷纷走出山林，搬到新居点，直
接跨越原始生活与现代接轨。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各级各方着力解决“三少民
族”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看病
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居住的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撮罗
子’，时常发生水灾，有时候大水都会冲垮
大坝，我们要随时往山上搬，更不要提看病
和上学了，老师很少，学历也不高。”定居在
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老
党员中妮浩谈到之前的生活，语气中充满
了无奈。

生态移民前，中妮浩和乡亲们生活在
距离满归镇 17公里的老敖乡。2003 年，
鄂温克族猎民们走出了大山，搬进供暖、供
水设施一应俱全的欧式二层小楼，生活面
貌焕然一新，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医疗水平
全面提高，教学师资力量得到优化。

“这 20多年的变化可大了，党的政策
好，旅游也发展起来了，将来就更好了。”中
妮浩谈到如今的生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现如今，84岁的中妮浩仍在山上饲养
驯鹿。每当夜幕降临，老人与她的家人们
围坐在篝火旁，常常唱起鄂温克族民歌。

穿越大兴安岭腹地的一片片青松白
桦，一排排双层木质小别墅映入眼帘。老
人们在屋内惬意地喝茶，妇女们在烤列巴
或制作鹿皮画。这里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搬下山后的生活好得超乎想象。”鄂
温克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房子
是国家盖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孩
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方便了；离城市更近，
就业渠道也拓宽了。

如今，鄂温克族已经适应了定居的生
活，开始借助互联网大力发展旅游业，传播
民族文化。他们依然饲养驯鹿，而且有了
新技术的加持，驯鹿的数量更多了，生命力
更强了。

正如额尔古纳河最终汇入黑龙江一
样，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一起，融入了现代
文明。

大森林的守护者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
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
季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
则是银白色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下部 黄昏
从加格达奇一路北上，行走在加漠公

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有白桦、红松、樟
子松、偃松等不同树种。“白桦树上可以提
取白桦树汁，清爽甘甜。走在林中，松塔随
处可见，里面有饱满的松子，这片森林都是
宝。”一位当地人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层峦叠嶂的林海，屹立在祖国大陆的
最北端，守护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
民。《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故事就发生在
这样的森林中。走进林间，阳光穿过枝叶，
聆听着虫鸣鸟叫，仿佛在和靠游猎为生的
鄂温克人对话。

书中的鄂温克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在一个地方驻扎久了就会搬迁营地，让大
自然“自行恢复”。现在，林区的满眼绿意
也离不开林区干部群众的日夜守护。

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位于黑龙江版图
的“天鹅之首”，全区总面积835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87.76%，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
连片国有林区。经过数十年封山育林，这
里林木葱郁，局部地区可燃物载量已达90
吨，超过每公顷 30吨的安全极限值，极易
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且扑救难度高。

“人防与技防结合，是我们大兴安岭林
区防火的特点，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过去，没有引入科技手段之前，主要就是人
防。”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呼中林业局党委书
记鲁智勇说。

“独自守在塔尖，瞭望着眼前一座座高
山，为了国家的森林资源，守好每分每秒的
时间。”在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呼中林业局小

白山“04瞭望塔”上，皮肤黝黑的瞭望员柯
明伟习惯了边弹吉他边唱歌，来排解孤独。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望着眼前的青山，自编
自唱一些歌曲，这首歌叫《瞭望之歌》。”

45岁的柯明伟担任森林防火瞭望员
已经近 13年。夏季是雷击火发生的高峰
期，他经常清晨 4点多钟就登上塔顶。塔
高约十层楼，他每天都要攀爬五六次。在
目之所及约15公里半径内，他反复用望远
镜、罗盘观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无线
电台上报瞭望情况。

“想起家里孩子和爱人，让我日夜难
眠。为了国家的青山绿水，我宁愿长守青
山。”柯明伟创作的歌词道出了瞭望员的不
易。像柯明伟一样的瞭望员，呼中林业局
有108人，年龄最大的已经50多岁。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像这样的瞭望塔共
有352座。它们都是这片大山的“守望者”。

3月冰雪未融时上山，10月落雪时下
山，看着塔边的树从手臂粗长至碗口粗，瞭
望员们最先感知着四季的变化，也伴随着
草木生灵的成长。

现在，监控森林火情的瞭望塔上也装
配了红外线感知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由于
科技手段仍有局限性，受到盲区、自然遮挡
等因素影响，目前最有效的监测手段仍然
是人工瞭望。瞭望员这一职业不可或缺。”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玉介绍。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树要是没了，能
去哪里？大兴安岭是我的家，我一定要守
护好自己的家园。”如今，无数像柯明伟一
样的护林人像鄂温克族一样，如同爱护自
己生命般守护着这片山林。

童话中的北极村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
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片春天时会
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
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
地，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我就是在
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跋 从山峦到
海洋

1964 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
村的迟子建，17岁之前没有走出过大山。
四季更迭，她满眼看到的都是大兴安岭的
风光。春天的万树新绿、夏天的莽莽林海、
秋天的五花山色、冬天的林海雪原，为她日
后的文学创作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晚上 11点，从木屋里出来，一抬头便
会被漫天繁星震撼。仔细寻觅，还会发现
绸带一样的银河，在夜空中绘出迷人图
景。北斗七星、大熊座、狮子座……习惯了
城市中漆黑夜空的人们，在明亮的星空中，
都兴奋地找起了自己的星座。

“快看，那是流星！”一颗明亮的星星闪
着金光，快速划过夜空。大家纷纷许愿，也
将闪烁的星星印在脑海中。此刻，也就更
能理解书中主人公所说，“我不愿意睡在看
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
度过黑夜的。”

在北极村，这样让人惊叹的时刻并不
少。8月份却有 10摄氏度左右的清凉、路
边随处可见的野生树莓、雨后林中的清新
舒畅……北极村仿佛从树中走出来一样，
用一山一水、树木星空感动着来到这里的
每个人。

清晨出门，好似误入仙境，群山之间云
雾缭绕，像害羞的姑娘遮上了一层面纱。
驯鹿园中，鹿群在林间漫步，并不怕人，还
会亲昵地舔着主人的手。这一刻，我们走
进了书中的场景，对鄂温克人与自然的联
结也有了实际感受。

“因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我知
道了迟子建，所以才想来北极村。第一次到
北极村就爱上了这里，决定在这边工作。”

广东姑娘钟惠巧现在担任黑龙江漠河
文旅推荐官。“这里的人、风景、美食都很吸
引我，现在我已经是北极村的一份子，希望
能把这里推荐给更多人。”钟惠巧的南方口
音里已经有了一点东北味。

近年来，依托“神州北极”的地理坐标，
北极村的旅游业也搞得有声有色。游客们
一边感受广袤林海的魅力，一边打卡“最北咖
啡馆”等各种以“北”为名的店铺，乐在其中。

“黑龙江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夏季
非常凉爽、大小兴安岭森林犹如‘天然氧
吧’，也是避暑胜地；秋季绚丽的五花山无
比迷人，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曾写过秋
景。黑龙江的四季，是色彩变幻的四季，仿
佛上天把调色板放在了这里。”迟子建说，
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她的家乡看一看，感受
书中辽阔壮美的北国风光和热情淳朴的民
风民俗。

“ 阅 见 ”《额 尔 古 纳 河 右 岸》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白瀛 张嘉幸）由中宣部、教育部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4年《开学第一课》9月
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取得积极反响。观众认为，节目采用

“多地实景课堂”的模式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图景，潜移默化
地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的节目中，文字学专家、历史学专家、野生动物救护者、奥
运赛场体育健儿、空降兵军模范、军用运输机机长、人工智能专家、
航天科技专家等嘉宾，通过讲述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展现从殷墟
甲骨窖穴到青海雪豹栖息地，从伶仃洋上跨海大桥到嫦娥六号登陆
月球背面的画面，力求让广大青少年看到祖国壮美的大好河山，感
受祖国日新月异的进步，一同领略“可爱的中国”。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董竹娟表示，今年的《开学第一
课》将“爱国”这一宏大主题进一步具象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
态环境保护、奥运精神、国之重器、人工智能等多视角多维度，潜移
默化地向中小学生传递一种信念，即爱国是朴素的、真实的，是在一
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中不断丰富、传承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育体育局局长李美荣说，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从中国的文字演变看中华文明的变迁，从龙的
形态变化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巴黎奥运会看中国运动
员的拼搏精神……每个故事都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清晰文脉，让孩子
们感受到了中国精神，这样的课程有情境、有故事、有力量，有助于
培养孩子们的中国视野和中国格局。

上海市大同中学高二年级学生吴思辰说，节目让自己印象最深刻
的是“00后”奥运体育健儿潘展乐的事迹：潘展乐和队友们既传承了老
一辈运动员的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同时也展现出当代中国
青年不卑不亢、奋发昂扬的面貌。“新学期，我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
投入到学习生活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4年《开学第一课》

潜移默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9 月 2 日，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上海市延安初级中
学，通过结合火场案例的理论知识和消防器材体验等互动环节，为
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开学第一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