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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兴安岭人用一颗滚烫的赤诚之

心，在祖国“金鸡之冠”的绿色长廊上，捍卫着属

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中华民族的大森林、大湿地、

大界江、大冰雪及变幻莫测的北极之光……

在这 8.3 万平方公里的沃野上同样孕育

着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朝鲜族、回族等 26 个民族的繁衍生息。

兴安人的包容与内敛使自己成为一个豪气率

真的君子，他们同时也被大兴安岭的倔强与

厚重的个性所浸染，更被它巍巍山峦般的秉

直与浓情所净化——于是造就了兴安人大

山般的性格。

一

在千里绿色的映衬下，大兴安岭营造出的

大气环境，每年仅纳碳，贮碳，制氧等生态指标

收益便高达 1163 亿元。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5.2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0.95%。用兴

安人自己的话说：这里是我们的原始洗肺工厂

和天然的氧吧！

当你走近大兴安岭的一山一水时，你眼前

的豁达与豪迈便是对它最好的诠释：春天里翠

绿的山尖，秋色里五彩的森林，冬季里满眼的

银装素裹都传递着生命的多样性。大兴安岭

被誉为天然寒带生物基因库和野生动物的家

园，从它的植物和动物种群便可得知：966种植

物和320种动物绝对会展现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北国奇观。

大兴安岭的野生木耳、蘑菇、猴头和野生

浆果资源极为丰富，“阿木尔”小镇已被誉为“中

国野生蓝莓之乡”。这种生态和特色经济让52

万兴安人彻底感悟到了“野”字的情怀。

于是乎，大市场、大林下、大品牌的思维意

识在兴安人的脑海中悄然兴起！

曾几何时，大兴安岭累计生产木材 1.3

亿立方米,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

献。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跨入新世纪的时

候，这里的生产却陷入接续产业的稚嫩期，

木材经济份额偏大的“两危”窘境，困扰着兴

安人，他们经受着建区 40 多年来最艰难的

考验，将如何走出险境？

2011年，大兴安岭人步入了产业转型发展

的元年。从思想观念、产业结构到工作方法，

开始了三大转变。以肖建春书记为带头人的

党政一班人全方位拓展思路，提出了把“资源

管起来，让百姓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在生态

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打了三大战

役。攻坚克难，全区几项经济指标增幅位居黑

龙江省前列。

大兴安岭是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

分布区，是我国寒带唯一明亮针叶林区和国内

仅有的寒带生物基因库，素有“绿色之都”之美

誉！大量的林海生态资源如何发挥它的生态

效应？是摆在兴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怎么破

解？使这块东北和华北的天然生态屏障发挥

作用，为国家的粮之仓、牧之地、水之源提供安

全保障，兴安人给出了答案！2012 年，大兴安

岭认真实施二期天然林保护工程，将木材产量

调减到64.3万立方米。

大兴安岭的管理者说，作为以林为主的资

源型地区，生态建设是前提，经济发展是核心，

生态因经济而保障，经济因生态而辉煌！它们

共生的关系使兴安人看得准，夯得实，记得深。

二

兴安人富了。他们用引外企、招资金、揽

项目的方式使北疆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呈现

出一派经济腾飞的景象。

2011 年，大兴安岭地委、行暑提出：“我

们要尽快把大兴安岭地区建设成为全省林

区收入水平最高、福利待遇最好的地区之

一。”这是兴安领导者们的惠民施政目标，也

是林区 52 万人民的殷切期盼。

为此，兴安人把今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

他们成立 5个地区招商分队，59个县区局招商

小队分赴广州、香港、深圳、东莞等地开展定点、

定向招商。5 月份，加格达奇、漠河、塔河分获

101.6亿元的招商项目落户三地,并有34个招商

项目分别开工。仅上半年全区签约项目82个，

其中亿元项目 52 个，总投资 180 亿元，是近年

来招商引资质量最好、成果最显著的一年。

为了保护好家门口的一方灵山、秀水、雪

域，兴安人走出了“境外采伐域外建厂”的发展

模式，赴俄罗斯采伐木材 100 万立方米的项目

已经启动，对俄商品材生产已完成 37.3万立方

米,加工板材 6.5 万立方米。圭亚那森林资源

开发项目取得突破，贷款申请已通过国家开

发银行审核，设备选型订购工作已经完成，部

分设备已发往圭亚那。主动与绥化市达成了

在肇东、安达两市设立项目区的框架协议，开

启了黑龙江省市地间发展异地经济的先河。

目前，大兴安岭已有两个项目落户肇东、安达

市项目区。此举得到了黑龙江省长王宪魁的

充分肯定。

大兴安岭人盯住一个“重”字，稳步推进42

个产业项目，其中已开工的有32个，完成投资5

亿元；总投资 100 亿元的松岭岔路口钼铅锌多

金属矿，已完成投资 3.2 亿元；总投资 3 亿元的

呼中飞虎山铅锌矿，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一

个个大规模、大投入、大产出的投资项目如万

马奔腾般在兴安人的视野中咆哮与嘶鸣。

兴安人在“富”字上同样上演着一出出

好戏：林下经济是依托地缘优势的又一个大

手笔，全区林下资源承包经营全面展开，承包

人数达 39875 人，经营面积 459.6 万公顷；蓝

莓种苗繁育完成 397 万株,已种植 3900 亩；加

格达奇引进的 1.2 亿元、10 万公顷野生蓝莓

人工改良栽培及深加工项目已经落户;全区

黑木耳养植 1.21 亿袋，总投资 500 万元的呼

中黑木耳麦饭石添加剂项目已经完成。我们

发现距离让林区百姓每户增收 10 万元的目

标并不遥远了！

改善百姓住房，让兴安人安居乐业同样是

管理者的头等大事。呼中区的棚户区改造工

程，使8000户老百姓得到了安置。

今年57岁的孙百能是一个老林工，他原来

的老房子一住就是几十年，低矮破旧，老俩口总

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今年，他们家的破房子被

拆了，通过公平抓号，老俩口分得一套面积48平

方米的新房。老俩口乐了，住进新房那天，他们

笑着对邻里说：“住上新房，腰杆子硬了。”

2012年，兴安维修改造平房总面积达3.23

万平方米，总投资 3876 万元,改造棚户区 646

户。目前,呼源镇、呼中镇平房改造工程已全部

结束。

政府引资筑巢，使林区经济有了很快的发

展，林场职工工资涨了一倍，群众房子分了，袋

子里的钱包鼓了，他们腰板子挺了，说话的底

气都足了，老百姓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一

位老林场职工欣慰地说。

三

大兴安岭地处北纬 50 度 10 分至 53 度

33 分、东 经 121 度 12 分 至 127 度 的 经 纬 线

上 ，是中国最北部的边陲。它位于根河与

嫩江的交汇处，为多年冻土带，属于大陆寒

温带季风性针叶林气候，夏季多雨，冬季多

雪，温差较大。夏日昼长夜短，冬季夜长昼

短。独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造就了这里多

样的天然资源与不同的旅游地缘优势。

天蓝、山美、水秀、林青，便是这片疆域的

真实写照。

大兴安岭人为了有效保护好这片北国家

园，在资源管护、科学研究等方面下了很大的

功夫，分别在呼中、南翁河、双河建立三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保护区 20 个。在管理体

制结构明晰的基础上，大兴安岭地区因地制宜

地颁布实施了《黑龙江呼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黑龙江南翁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加大了依法打击力度，治理了一批

乱捕滥猎、乱砍滥伐、乱挖滥采等破坏保护区

资源的违法现象，并与中科院、中国林科院、黑

龙江科学院、黑龙江林科院、东北林业大学、北

京林业大学等单位密切联系，建立了“中国北

方生态定位监督站”和“湿地生态监督站”。截

至 2012 年 6 月，全区林业系统已建有森林、湿

地和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类型自然保护区 28

处，总面积 173.93 万公顷,占全区总面积的

20.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大兴安岭地

区有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国家级保护区5处、

省级3处、地级11处。省级以上林业自然保护

区面积为 981.124 万公顷，占全区总面积的

11.75%，初步形成了类型齐全、布局合理的自

然保护区网络。

林子多了，山野绿了，兴安人的大界江、大

湿地、大旅游的宏愿一步步即将实现了。

素有北国极地之光之称的北极村，便是

祖国北大门中的娇娇者。夏天，一鸿江水婉

约般秀丽，她用波光与斑斓吸引着中外游客；

冬天，皑皑白雪素裹着松涛与连绵巍峨的群

山，那种异域情怀使兴安人无比自豪。

北极村里鄂伦春民族的风采与文化传承，恰

如一首特色童谣描绘着这里的大山、大美、大爱。

那北极碑，那具有无限靓丽风姿的九曲

十八湾湿地公园，那古城岛遗址，那北陲第一

哨……

当你抬首仰望时，那苍松叠障、黛色与层

林尽映时所产生的美景，使人浮想联翩。

美景使人伫足，但商机依然被北极村人做

到了极致。一个小镇仅饭店就有 105 家，而且

家家赢利。也许是扑实的情怀，也许是大山人

的真挚，也许是北疆人的热辣使他们的旅游经

济红红火火。

然而打造北极旅游名镇改造升级项目却方

兴未艾。兴安人秉持“异地建设，先建后搬，整体

推进”的理念，启动总投资20.97亿元的重点建设

项目30个,北极山庄、北极广场、北极森林探险游

乐园及旅游景区接待中心等项目的投入使用，使

大兴安岭人看见了自己的生活与未来……

在这篇凝聚着被采访者智慧、心血和汗

水以及写作者灵感的稿件即将脱稿之际，我

们真诚地祝愿肖建春书记“让林区百姓 3 年

内人均收入 10 万元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

希望大兴安岭地区 52 万林区人民能够在国

家林业总局、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委、

行暑的领导下，用他们超凡的智慧、勤劳的

双手和无畏的精神，把大兴安岭建设为天

蓝、水碧、林青的生态好地方。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赵洪军 李铁津 曹国志

林子绿了林子绿了 经济经济火了火了 百姓富了百姓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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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被誉为“蓝莓

小 镇 ”，蓝 莓 总 储 量 4995.5 吨 ，占 全 区 总 量 的

25.6%，2009 年被中国经济林协会评定为“中国野

生蓝莓之乡”。现在，在阿木尔分布的大大小小的

蓝莓收购点和冷藏库多达 30 多个。小小蓝莓搅热

了蓝莓之乡，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以林业局党委书记广远、局长刘波为首的党

政一班人，达成了大力发展蓝莓产业的共识。他

们充分利用苗圃及办公地周边土地，把世界范围

内的蓝莓品种逐步引进到蓝莓种植基地中来，并

不断推进蓝莓品种的改良、驯化、嫁接及人工蓝莓

繁育、扦插、栽培等项目的实验和推广，筹建现代

化日光温室，高标准设计集蓝莓种苗繁育、人工栽

培、精深加工、旅游观光于一体的 4A 级北极蓝莓产

业观光园。林业局还出台了人工种植蓝莓苗木补

贴、资金补贴、贷款政策、果实收购四项优惠政策：

购买苗木费林业局补贴 50%，个人承担 50%；每亩

林业局一次性补贴种植户土地改良费 750 元，人工

管理费 300 元；对 2012 年人工蓝莓种植所产蓝莓果

实，林业局以保护价负责以每公斤 7.5 元的价格收

购。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积极推进蓝莓人

工种植进入千家万户，很多职工、群众每天来到蓝

莓园和蓝莓繁育基地参观学习引种人工蓝莓种苗

技术，回去后在自家的房前屋后试种，部分职工通

过种植三年以上成熟苗已尝到了甜头。今年，6 个

林场、北极冰酒庄和蓝莓园又扩建 500 余亩，打造

成了千亩人工蓝莓种植基地。

如今的蓝莓小镇不仅有漫山遍野的野生蓝

莓，还拥有千亩人工蓝莓基地，北极冰蓝莓酒庄及

其他野生浆果加工企业每年创产值近亿元。阿木

尔人正在实现着他们的蓝莓梦想，在不远的未来，

白卡鲁山脚下、额木尔河畔的阿木尔，必将成为大

兴安岭乃至全国瞩目的魅力蓝莓小镇！

百盛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大兴安岭加

格达奇区，它是埋藏在中国最北冻土带上的一个

不知名的小企业，通过一种小小的野生浆果使百

盛人找到了不停往口袋里揣钱的好路子。

2007 年投资建厂，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人民

币，百盛人以大兴安岭地区丰富的野生蓝莓资源

为基础，仅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就走出一条属于自

己的小品牌、大市场的新路子。两大系列、9 个品

种的野生蓝莓产品，一瓶瓶、一盒盒光鲜靓丽地走

进了市场。

百盛老总孙景波掰着手指对我们说：“ 我们

‘蓝蓓’是小品牌，大家虽都知道野生蓝莓的食用

和药用价值，但如何把通过野生蓝莓生产出的产

品打进市场，被更多消费者接受呢？所以，我们用

‘三个字’去追寻市场，活、特、高便是我们自己这 5

年总结出的定位。活，即产品研发活，管理者的头

脑活，市场定位活；特，即产品要有独特的天然品

质，口感要有原始的味道，营养要有无污染的属

性；高，产品研发走高端，营销策略走高端，产品销

售走高端。”这便是百盛人勇闯市场的座右铭。

10 月 25 日百盛的野生蓝莓果酒已通过国家

审批。

目前，百盛生产的野生蓝莓浓缩汁、野生蓝莓

干果、野生蓝莓蜜饯、野生蓝莓果酱已经被深圳、

上海、广州等中高端消费者所认可与接纳。今年

预计销售野生蓝莓系列产品 9000 吨，可实现产值

4000 多万元。百盛人用他们自己超前的创新和品

牌意识，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

今年，为增强“神州北极”旅游的魅

力，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确定把北极光节

作为大力宣传北极旅游的最佳切入点，

在宣传力度和效果、丰富节日内涵、打造

节庆文化品牌上，围绕北极光文化、地域

文化、管乐文化、体育文化和群众文化等

方面大做文章，开展了一系列常态性的

节庆文化活动。“和谐北极阳光家园”专

场文艺演出大型音乐激光焰火晚会、俄

罗斯异国风情文艺演出、黑龙江江畔篝

火晚会等活动穿插其中，同时还安排了

北极光女子军乐团行进队列表演、“党旗

映北极，喜迎十八大”专场文艺演出等，

尽展“神州北极”漠河“不夜城”的特色。

据了解，近年来，在黑龙江省旅游

局、地委、行署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

下，漠河县委、县政府按照打造旅游名

镇的整体部署，以北极村被纳入全省旅

游名镇为契机，紧紧依托“中国最北、神

奇天象、龙江之源、圣诞世界”四大核心

竞争优势，全力打造“南有国际旅游岛、

北有国际旅游村”的旅游品牌，“北极旅

游名镇”正大踏步向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迈进，仅今年前三季度，就已经接待

游客 10 多万人。

借最北扬名、靠极光生辉、用节庆造

势，如今，漠河正成为转型升级、投资兴业

的热土。通过北极光节的举办，将进一步

促进和加强漠河与各地的交流合作，全面

推动漠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立足纯天然、

无污染的绿色生态环境，把发展低碳经

济、林下经济，壮大绿色食品产业作为

职工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积极引导职

工群众发展食用菌种植。截至目前，黑

木耳种植已完成 1500 万袋，松山灵芝

培育达到 100 多万袋，职工群众从中收

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松杉灵芝种植第一人邢宗杰家

里，虽然已不见松杉灵芝产季时的勃勃

生机，但院落里码放的整整齐齐的菌袋

清晰可见。邢宗杰告诉记者，这就是今

年下地的 1 万代菌袋，灵芝已经都卖完

了，赚了十多万元，其收获的喜悦溢于

言表。

图强林业局始终把发展绿色林下

经济作为帮助职工致富的头等大事来

抓，多次召开党政联席会、党委办公会、

专项工作会专题研究和推进绿色林下

产业发展问题，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

单位考核指标当中，全局上下形成了党

委重视、工会组织、

单 位 扶 持 、职 工 具

体实施的绿色产业

发展格局。通过大

户带动、典型示范、

基地辐射等有效措

施 ，使 职 工 群 众 积

极投身到食用菌养

殖业中来。全局黑

木耳养殖由当初的

几十万袋迅速扩张

到 1500 万袋，松杉灵芝栽培规模达到

100 多万袋。为使这项新的养植方法尽

快得到推广，局工会举办了黑木耳和野

生松杉灵芝种植与加工技术培训班，组

织人员撰写了《珍稀食用菌栽培技术指

南》一书，由局工会出资印制 300 册，发

放到每一个种植户手中。林业局还成

立了科技服务站，工会、团委、科协齐抓

共管，采取分组推进、树立典型、建立基

地、大户带动等多种手段促进黑木耳和

松杉灵芝产业的发展。

采访过程中，胡守庆局长自豪地对

记者说：“我们林业局拥有丰富的绿色

林下资源优势，这几年，我们通过培育

先进典型，强化宣传培训，提供无息贷

款，以基地带动产业发展等措施，对种

植户进行跟踪式扶持，调动了广大种植

户的生产积极性，我们计划 5 年内把总

产量增加到 5000 万袋，其经济效益可

实现 6.48 亿元，甚至更高”。

阿木尔人的蓝莓梦想 大兴安岭漠河神州北极游成旅游界最新亮点

积极引导 多方扶持

图强林业局依托绿色资源优势巧赚生态钱

百盛人：用超前品牌意识
铸就了广阔市场空间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许成光

图强林业局局长胡守庆图强林业局局长胡守庆（（右二右二））向林场干部布置工作向林场干部布置工作

热烈庆祝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