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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塞罕坝上，白雪皑皑。连
续3天，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火险等级低
于三级，但塞罕坝人时刻绷紧防火这根
弦，充分利用一个个防火“神器”，守护百
万亩林海的安全。

上午9时25分，记者走进塞罕坝机械
林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
着大屏幕上实时传输的视频画面和监测
数据。

此刻，在遥远的太空，同样有十几只
“眼睛”——人造卫星正在巡护林海。卫
星热点监测系统显示，在 9 小时 25 分钟
内，卫星已传送监测信息137次，平均4分
12 秒 左 右 便 有 一 颗 卫 星 从 林 海 上 空
掠过。

塞罕坝群山连绵、沟谷纵横，每座山、
每条沟的风速风向都不同。一旦发生火
灾，及时掌握火点周边区域风速风向信
息，对有效开展扑救工作至关重要。

“卫星不仅可以快速精准定位着火
点，还可以提供不同区域不断变化的风速
风向信息。”指着屏幕上一条条不断滑动
的细线，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技术员段崇岩
说，有了卫星监测数据，扑救行动将更加
快速有效。

机库自动打开，一架无人机快速升
空，按照提前设定的路线，开始巡检工
作。今年林场针对防火巡护作业频次高、
重复性大、周期性强、作业环境艰险等，购
置了大疆机场无人值守作业平台。

该“神器”由小型机库、停机坪、无人
机等组成，可远程规划多条飞行路线。无
人机自动起飞、巡护、降落、充换电池，实
现无人值守、多线路巡检、全天候作业。
同时，无人机还安装了可视光和红外双光
镜头，兼具视频监测和热成像功能。

新装备的三维数据标绘无人机，功能
同样强大。“随着植被越来越茂盛，林场许
多山路、沟壑被遮挡，航拍的照片与实际
地形地貌存在误差。”段崇岩说，这种无人
机可在十几分钟内，对指定区域完成三维
建模，“它具备激光点云功能（指利用激光
在同一空间参考系下获取物体表面每个

采样点的空间坐标，得到的是一系列表达
目标空间分布和目标表面特性的海量点
的集合），可透过地表植被，清晰展现山体
信息，更便于开展扑救工作。”

据介绍，林场还配备了具有掷灭火
弹、侦察探测等功能的无人机，总数已达
15架。

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分场一处密
林间，一根2米多高的白色支架上挂着多
个仪器。“这是我们新建的森林火险等级
监测站。”段崇岩介绍，地上地下空气湿度
温度、土壤湿度温度、风向风速、大气压力
等各类传感器、采集器不断搜集数据，通
过云平台发送到森林火险综合监测预警
系统。空气湿度 50.78%、凋落物湿度
100%、土壤湿度 8.24%……经系统分析，
千层板分场火险等级介于一级到二级之
间，低于弱火险级。

“林场分坝上和坝下两个区域，天气

多变，十里不同天。以前把塞罕坝及周边
区域评为同一个森林火险等级，不够精
准。”段崇岩说，精准判定森林火险等级是
有效开展防火工作的前提。为此，林场在
坝上的千层板分场和坝下的大唤起分场
各建了一处监测站，用于掌握各种气象因
子。未来，塞罕坝机械林场会建更多监测
站，不断提升森林火险等级的精准度。

林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东南侧墙外，
一座 50 米高的铁塔顶端，12 根长长的针
状物体，均匀指向不同方向。

“这是我们今年9月刚刚安装的等离
子拒雷装置。”段崇岩说，雷电是引发森林
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最大程度消除

“头顶上的隐患”，林场持续开展“追雷行
动”。“我们通过建立雷电系统监测预警
网，可提前预测雷电发生区域。一旦有超
过50千安的落地雷，可以在几秒内，把大
致位置发送给附近望火楼的瞭望员，及时

察看情况。”
在“追雷”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林场

又开始尝试“拒雷”。“当雷电发生时，等
离子拒雷装置会不停释放正负电荷，中
和雷电力量，并将其引到指定地点。”段
崇岩说。

从太空运行的卫星、天空巡护的无人
机，到埋于地下的传感器，防火“神器”个
个身手不凡，塞罕坝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体
系日臻完善。但监测到的数据和信息，无
法实现交互共享，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
态，且只能在防火指挥中心内查看，无法
发挥最大效能。

目前，林场正整合力量、共享资源，开
发一套新系统。“新系统不仅可以将各类
数据和信息整合到一起，还可以让职工通
过手机随时查看和发送所在区域的防火
信息。”段崇岩说，该系统将于明年3月15
日前正式投用。

从太空到地下

身手不凡！晒晒塞罕坝防火“神器”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

11月8日，塞罕坝机械林场新投入使用的等离子拒雷装置。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11月15日，在唐山市玉田县亮甲店
镇高木庄村，菜农沈建利正忙着将地里
的包尖白菜运往储藏窖进行冬储。

立冬过后，玉田白菜迎来收获季。
受市场影响，今年普通白菜收购价格较
往年偏低，不少菜农都忙着跑市场、找
销 路 。 可 沈 建 利 却 不 慌 不 忙 ，颇 为
淡定。

“今年，按照小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标
准化生产要求，我种了 20 亩包尖白菜，
亩产约 5000 公斤。玉田包尖白菜名声
在外，还在地里的时候就被订走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也不愁卖。变卖产品为卖品
牌，效果就是不一样！”沈建利笑着说。

据了解，玉田包尖白菜已有 200 余
年种植历史，味甜嫩脆，素有“玉菜”之
称，是玉田白菜中的明星产品，也是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老沈，你家包尖白菜冬储了多少
了？现在天气暖，注意多通风。”小强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小强给沈建利带
来了好消息，“这几天又要有新订单，收
购价初步商定为每公斤 4 元。今年，咱
合作社通过订单销售的模式，在年初就
签订了 3 个预定合同，就等着冬储过后
来拉货了。”

“今年普通大白菜收购价每公斤 2
毛多，合作社的包尖白菜为啥能卖这么

贵？”笔者疑惑道。
“这算啥，咱家包尖白菜还能按棵卖

呢。两棵，能卖98元。我们还专门设计
了包装礼盒，4公斤左右一棵，一盒装两
棵，计划春节前上市。因为有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这块金招牌，产品特别受市场
欢迎，客户得通过预定方式进行抢购。”
张小强笑着说。

什么样的白菜能卖到近50元一棵？
“走，咱去老沈家地里看看！”张小强

边走边说，自己跟着父辈种植包尖白菜
30 多年了，也曾遇到产品附加值低、增
收后劲不足等问题，才逐渐意识到要想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
须树立叫得响的品牌，让品牌带着产品
闯市场。

说着，笔者一行人跟随张小强来到
地里。“好的包尖白菜大小、形状要均等，
品相要好，秘密都藏在这里。”张小强说，
合作社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种植和管理
技术，实现了包尖白菜种植的机械播种、
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喷洒等，并对每个环
节进行精准监控，“我们还非常注重生物
有机肥的施用，确保包尖白菜总糖含量
达到3.2%，口感清爽甘甜。”

说话间，张小强找来袋子，随机装走

了沈建利家的3棵白菜。
“这是要干啥？”笔者问。
“去做抽检。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每棵白菜都必须符合相关标准。”沈
建利解释说。

“我们的大白菜一般要经过自检、玉
田县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第三方
检测机构等多次检测，才能进入市场。”
张小强说，不仅如此，合作社的每棵白菜
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通过扫描二维码，
产地信息、生产档案、检测记录等都一目
了然。

在张小强看来，规范化种植和品牌
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菜农从专注产量
转向重视质量。如今合作社有玉田包
尖白菜种植面积 2000 余亩，其中核心
产区 350 亩，带动 600 余户菜农走出了
一 条“ 合 作 社 + 基 地 + 农 户 ”的 增 收
之路。

正说着，张小强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县农业农村局打来的，说又来了几个
新品种。”挂断电话，张小强说，“好种多
打粮，我准备试种一下。让包尖白菜更
加优质优价，就不能‘吃老本’。”

目前，小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试
种了近 10 个包尖白菜品种。“现在播种
的玉田包尖白菜多是老品种，受季节
影响大。我们要在保障稳产品种的基
础上，积极培育新品种，努力实现包尖
白菜春秋两季播种、全年销售，让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发展后劲更足。”张小
强说。

玉田包尖白菜为啥不卖“白菜价”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 通讯员 王 娟

11月15日，唐山市玉田县亮甲店镇高木庄村菜农沈建利展示自家今年种植的包
尖白菜。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摄

说起传统雕塑，人们往往会想到匠人用刻刀
和凿子雕刻的场景。11月2日，走进位于曲阳雕塑
文化产业园的众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众友”）雕刻生产车间，笔者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在一个方方正正的设备内，随着辊子来回移

动，输送进来的沙子被碾得平平展展，设备上面的
2个喷嘴不断地往碾平的沙子上喷洒黏合剂……
一个狮子雕塑一点点成型。众友董事长张玉强
说：“这是我们新研制的3D雕塑打印机。”

“一个 1米高的狮子，24小时便可完成打印。
原料只有沙子和黏合剂，所有成本加起来也就
400多元。”说起3D雕塑打印机的好处，张玉强算
了一笔账：同样体积的石狮子，石料成本起码
3000 元，如果是人工雕凿最少需要半个月时间，
如果用数控机床造型后再人工打磨也得至少8天
时间，怎么算总成本都得5000元以上。

“尊重传统文化，但也要放宽视野，顺应时代
发展的潮流。”谈起为啥研制3D雕塑打印机，张玉
强一下子来了精神，说起了其中的原委。

张玉强1996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过雕
塑，1998年便投资建厂进行雕塑生产。2006年，曲
阳石雕技艺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这让他为自己从事的事业感到非常自豪。
然而，传统石雕生产加工不但有粉尘污染，产品也
难以保持完全一致，价格往往会因此受影响。

“自己费尽心力的得意之作，如果能够像复印
机那样复制出来就好了。”2011年，听说南方有企
业开始用数控设备生产木雕，张玉强立马延揽人
才，和高校合作，用时 4年多，于 2015年研发出数
控石雕设备。利用该设备，他从国外接了一个大
单。原本 200人雕刻 1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
用了不到 4 年时间便交了工，并且获利不菲。没
有粉尘污染，效率高，产品一致性高，数控石雕设
备凭借优异性能迅速在曲阳“走红”。传承千年的
曲阳石雕技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数字时代。

用新潮科技改造传统雕塑产业，张玉强成了
曲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介绍，目前，该县雕
塑产业已基本普及数控设备。

“在同行眼里，我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随着石材资源日益紧张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
加大，张玉强又把目光瞄向了正在兴起的 3D 打印技术。2021 年开始，众
友和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花费2年时间研制出了3D雕塑打印机。

“传统石雕都是先用泥巴塑形，3D雕塑打印机则采用了先进的照片电
脑合成技术。”张玉强指着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曲阳北岳庙正殿雕塑说，“这是
用实物照片直接在电脑上合成3D模型后，按比例直接打印出来的。”

“3D打印技术丰富了雕塑艺术创作的手段，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有助
于减少成本。”张玉强对3D雕塑打印的前景非常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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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
员姚伟强）从省林草局获悉，省林草
局工作人员日前在进行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监测时再次发现华北豹
身影。此次拍摄到华北豹影像的相
机位于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
1800多米处，拍摄时间为 11月 8日
凌晨4时许。视频中的华北豹一闪
而过，体态健硕。这是今年下半年
以来，河北太行山一带首次记录到
华北豹影像。

为了更好监测重点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2022 年 11 月起，省林草局
启动了河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调查项目。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
划设计院具体负责该项目。他们先
后在全省重点自然保护地布设 600
多台红外相机和 30 多台红外自触
发监测摄像机。在驼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他们布设了 5 台红外自触
发监测摄像机。

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
野生动物专家安春林介绍，华北豹
是全球 9 个金钱豹亚种之一，主要
分布于我国华北地区，是中国特有
的金钱豹亚种。据估计，华北豹全
国种群数量不足400只。

通过分析，专家认为这次监测
到的是一只成年华北豹。

历史上，华北豹曾广泛分布于太
行山区域，后因人类活动范围的扩
大，生态资源环境变迁几乎绝迹。
但随着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和河北多
项野生动植物保护政策法规的实
施，华北豹近年来在河北多次现身。

河北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中心副主任李剑平介绍，2019年
5 月 29 日，该保护区首次拍摄到一
只雌性华北豹影像。至今，该保护
区已累计拍摄到华北豹50多次，华
北豹的数量约为4至5只。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大旗舰物种监
测力度，加强常态化的华北豹等种
群监测，把以往的单点观测逐渐发
展成联网监测，并结合遥感、红外、
声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拓展生物
多样性监测的方法和手段。

河北现有陆生野生动物 605
种、高等植物3701种。它们分布于
各类自然保护地，受到有效保护。
河北已建立各类型自然保护地 278
处，保护地总面积为140.34万公顷。

太行山再现华北豹身影

（上接第一版）项目本着“国际化、人性
化、智能化、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装配
式”的理念，努力创造一个功能合理、流
程科学先进、环境优美、具有雄安人文
特色的现代化综合三甲医院。院区由血
液、胸外及创伤三大院士团队领衔，涵
盖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在优势学科的诊疗、科研、成果转化、教
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提高
优质医疗资源区域辐射能力，实现医疗
资源跨院区、跨专业的有效整合，满足患
者诊疗需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的建设
将进一步提升雄安新区的承载力和吸引
力，助力京津冀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

以更优质医疗资源惠及百姓。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表示，雄
安院区将坚持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
以“大专科、强综合”为特色，立足雄
安、辐射全国，打造一个现代化、高水
平、特色突出的国家级医疗中心，为
京津冀地区的医疗卫生协同发展贡献
力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建于1918年，
前身为“中央医院”，是中国人自行筹资
创建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经过一个
多世纪的发展，医院现已成为集医疗、教
学、科研、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
级甲等医院。

（上接第一版）
“我租的两栋冷棚进水，3 万多个

菌棒只出了一茬香菇就被冲了。”袁立
洪说，洪水过后，回到棚里，心里挺不是
滋味，“不过，我并不慌。因为我们有保
险，即使不挣钱也不会赔钱。”

原来，中国人保财险阜平支公司
为所有香菇种植户提供了食用菌成
本险。“食用菌成本险每棒保额 4 元，
保费 0.28 元，省、县补贴保费的 70%，
农户自交保费只有每棒 0.084 元。”张
春利介绍。

“每个菌棒的成本是 3 元，加上棚
租、人工和其他费用，不会超过 4 元。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保险，不管

遇到啥问题，我们都不会赔本，所以，
我就常跟人说，有了保险，就像吃了定
心丸。”

“今年，我们公司共开办了13个农
险险种，主要有温室大棚保险、玉米种
植保险、食用菌成本保险、果品成本保
险等险种，为阜平农业生产共提供了
9.9 亿元风险保障。”张春利说，暴雨发
生以后，公司统筹农险理赔工作，对暂
不能进入的水淹区域进行无人机航拍
确定损失范围，本着应省尽省、应简尽
简的原则，简化流程和理赔手续，对整

村全损的玉米和设施大棚等免现场快
速赔付，确保政府放心、群众满意。截至
8月底，他们公司农险赔款3455万元已
全部发放到位。

保险也提高了香菇大棚建设者的
积极性。

“虽然我们受损很大，温室大棚保
险只赔付了 60 万元，但我们意识到了
国企的责任，为群众的利益，我们也必
须加快重建。”11 月 16 日，在阜平天生
桥镇沿台食用菌园区的重建现场，阜
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建中

说，该食用菌园区总面积约 57 亩，拥
有冷棚 48 栋，均不同程度受损，其中
14 栋完全损毁，34 栋大棚损坏严重，
园区电力配套设施、水利设施损毁，经
评估经济损失为 657 万元。但是，园区
职工不等不靠，8 月 5 日就进场开始自
救。目前，该园区已修复 12 栋受损大
棚，重建2栋大棚。

当天下午，沿台食用菌园区内，一
阵风起，沙石扑打着工人的身体，工人
依然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放心吧，今年
年底之前，我们的大棚都会完成修缮，
不会耽误这里的乡亲们租棚种香菇！”
阜平县老乡菇菌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姚志红信心满满。

“有了保险,就像吃了定心丸”

日前，省林草局工作人员在进行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时，再次发
现华北豹身影。图为华北豹监测视频截图。 省林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