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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林业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

由于中国森林资源长期处于过度开发的状

态，因此森林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

坏。根椐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森林资

源覆盖率为 26%，森林总面积仅占世界森林

面 积 的 3.9% 。 1998 年 特 大 洪 涝 灾 害 发 生

后，针对长期以来国内天然森林资源过度消

耗等原因引起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实，

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实施天保工程的重大决

策。天保工程从 1998 年开始试点，2000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

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

《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50 年的捆绑，50 年的负重：所有制结构

单一、机制僵化、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力不

足，面对林业的经济转型，始建于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黑龙江省森工系统在汹涌澎湃的

市场经济大潮中显得步履蹒跚，许多林业局

经济窘迫。总局在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

不变的前提下，要求各林业局以“目标不变、

决心不改、力度不减”的决心和勇气，利用各

自优势，发展林下经济，进行多种经营，大力

推进林业经济转型，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从而实现林业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协调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少

林业局改变经营方向，走出了自己的经营之

路，使林子绿了、经济效益好了、百姓生活富

裕了。近日，记者在黑龙江省森工总局迎春

林业局了解到，这里依托腹地与黑龙江省农

垦总局的多个国营大农场相邻的优势，充分

利用林区资源优势，转变林区发展靠木材采

伐的传统思路，探索出一条国有林区的转型

之路。

做大粮食生意，做好粮食仓储，

发展“大农业”

迎春林业局的周边环境特殊，总面积

21.7 万公顷的施业区，地跨虎林、宝清、饶河

一市两县。它的周边不仅有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的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八五四农

场等国有大型农场及国家粮食储备库，还有

农垦北大荒集团公司的农场分公司和隶属

三个县的近百个村屯。历史上，这里就是个

农林混杂的地区。迎春林业局本身除林业

外，拥有多种经营用地 35 万亩，年产粮豆可

达近 10 万余吨。

从前，迎春林业局以木材生产为主，对

周边的农业都不太理会。随着资源的日渐

枯竭以及天保工程的实施，林业局的生产任

务越来越少，职工没活儿干，企业没钱花，早

早地就成了“小老穷”。因此，迎春林业局以

往靠“独木支撑”的林业经济必须全面转型。

面对困境，迎春林业局领导班子在总局

党委的领导下，拿出以“死中求生”的气魄和

胆识，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理念和策

略，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领导班子经过

多方认证，找到了方向，他们利用位于哈尔

滨东方红铁路终点站、靠近俄罗斯边界距虎

林市口岸仅 50 余公里的地缘和交通优势；

利用自己拥有的 35 万亩土地可以种植纯天

然、无公害、绿色、有机杂粮的资源优势；利

用周边紧邻农垦、农户拥有大宗粮食交易货

源的优势；利用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大宗粮

食货源采购地的市场优势；利用辖区内粮食

销售网络丰厚的人脉优势，做起了粮食交易

大文章。

迎春林业局局长毕英杰说：“迎春林业

局 正 是 看 准 了 粮 食 仓 储、物 流、加 工 的 市

场，要将其打造为林区转型的支柱。”2009

年，他们利用贮木场原有的铁道线、北大荒

粮 食 主 产 区 和 地 处 重 要 交 通 枢 纽 带 等 优

势，投资兴建了占地 63 万平方米的粮食仓

储物流加工产业园区，辐射了周边 3 个县

市、8 大国有农场、1000 多万亩耕地。他们

还与哈尔滨市铁路局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准备共同把迎春的粮食仓储物流加工园区

打 造 成 黑 龙 江 省 最 大 的 粮 食 物 流 园 区 之

一，促进产品就地升值、占领市场，打造黑

龙江省一流的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龙头企

业。同时还成立了农产品贸易公司，负责

全局粮食的订单生产、收购、加工、仓储、销

售。目前，经过一期工程的建设，现已建成

日处理 300 吨玉米的烘干塔 4 座，一次性仓

储粮食 10 万吨，一次性装运火车 80 节，形

成一个粮食仓储物流基地。

在产业园区里，他们已经开始了玉米烘

干、杂粮精选加工、粮食储运、蜂产品加工项

目。迎春林业局已经被黑龙江省工信委、哈

尔滨铁路局确定为铁路运输重点保障企业，

产业园区也被省政府命名为黑龙江省五大

铁路运输物流园区之一，其中粮食储运加

工、蜂产品加工项目被列入省级重点推进项

目中，并纳入省政府督办考核项目，享受省

政府各项优惠政策。

为了做大粮食贸易，发展大农业，迎春

林业局大步“走出去”，大规模招商引资，组

织参加了香港美食博览会、德国科隆国际食

品博览会、西安农产品洽谈会、哈洽会等，借

助展会平台推介产品项目，展示了林区新形

象，扩大了对外影响。今年 5 月，全国道德

模范陈光标百万亩绿色放心食品“落户大森

林、根植黑土地”的农田全部播种。6 月，与

哈铁投资集团深入洽谈，拟定共同出资 8000

万元，预计年货物发送量 100 万吨至 150 万

吨，年收入 2500 万元，净利润 1500 万元。

建设黑蜂基地，加工黑蜂产品，

做大“蜂产业”

据了解，东北黑蜂来源于俄罗斯境内，

原称高加索蜂，经过近百年在完达山原始

森林密闭环境内的繁衍发展，已成为国内

最 优 良 的 生 态 型 蜜 蜂 品 种 ，且 为 东 北 独

有 。 东 北 黑 蜂 强 壮 有 力，采 集 力 强、耐 低

温、抗病力强、少用甚至不用抗生素，东北

黑蜂的特性保证了东北黑蜂蜜的纯净与极

高保健价值。为了保护其优良基因，1997

年，国务院颁令 (1997)109 号在东北饶河建

立了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保护区

是目前为止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

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 年过去了，东

北黑蜂陆续获得国内国际多项殊荣。黑蜂

椴树蜜、蜂胶等系列蜂产品作为真正的东

北大森林产品，也在逐渐被国际市场所认

可。迎春林业局充分利用和发挥亚洲惟一

蜂种东北黑蜂国家级保护区的优势，以及

绿色优质的东北黑蜂产品备受市场欢迎的

有 利 时 机，大 力 发 展 黑 蜂 养 殖，努 力 做 好

“小黑蜂，大产业”这篇文章。

近日，记者来到迎春林业局的黑蜂养殖

基地西丰林场，看到一个个蜂箱整整齐齐地

摆放在林场大院里。在西丰林场高振平书

记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林业局为养蜂户建

的越冬房。高振平书记介绍，迎春林业局为

了鼓励黑蜂养殖，打消养殖户的顾虑，与养

蜂户签订了《蜂产品收购协议》，为蜂农们免

费提供蜂箱板、越冬房和在山上养蜂的活动

房，还帮助蜂农了解养蜂的最新技术和信

息。除此之外，为了提高养蜂户的积极性，

规 定 每 年 的 养 蜂 大 王 将 获 得 2 万 元 的 奖

励。西丰林场黑蜂养殖示范户李振涛告诉

记者，“在林场转型之前，我们冬天上山采

伐，夏天进行营林工作，工资低，生活没有保

障。转型之后，我们就养起了黑蜂，林业局

也大力扶持我们，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还聘请技术员全程进行跟踪，提供养蜂技术

指导。”

西丰林场高振平书记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林场现有 3000 多群（箱）黑蜂，按照今年

（丰年）林业局收购蜂蜜的价格测算，成熟蜜

按每斤 20 元收购，平均每一箱蜂能摇出 100

多斤蜂蜜，也就是说平均一箱蜂就可以收入

2000 元左右，减掉每箱大概 400 元的饲养成

本，纯收入 2800 元，林场最厉害的养蜂户能

管理 400 多箱黑蜂，一年的纯收入有 56 万

元。当然，不可能每年都是丰年，但是林业

局在‘小年’的时候也会给予养蜂户保护性

的收购价格，像西丰林场这样的养蜂基地在

迎春林业局有几十个，蜜源充足。

由于迎春林业局对黑蜂养殖项目的重

视，极大促进了林区黑蜂养殖的快速发展，

全局东北黑蜂蜂群数量已达 3 万群，蜂群

增速率达 30%，蜂产品超过 1500 吨，养蜂户

由原来的 55 户增加到 210 户，林区职工从

伐木人、生产者变成了养蜂人、护林人。养

蜂业正逐步成为职工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重

要途径。

有了黑蜂养殖的基地建设，还需蜂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以确保黑蜂事业的发展。迎

春林业局大手笔，重投入要把“蜂”产业做

大。今年，他们投资 1 亿多元，建设了东北

内蒙古国有林区乃至东北地区最大的年产

量 5000 吨蜂产品加工厂。现在，精炼蜜车

间已竣工并试生产。为了延长黑蜂的产业

链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更高端、多层

面、更深层次的用户需求，迎春林业局加大

研发力度，引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符合

制药标准的技术设备，并且高薪聘请技术人

才，陆续开发出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

等系列产品。迎春林业局副局长李海林表

示，目前已经在北京设立销售公司，立足高

端市场，打造黑蜂产业高品质、强销售的态

势。为了确保黑蜂品牌，他们还出台了《加

快迎春林业局东北黑蜂产业发展的决定》、

《迎春林区东北黑蜂养殖管理方法》、《迎春

林区发展东北黑蜂养殖优惠政策》，迎春林

业局的黑蜂产业已经形成了投入、生产、产

出一条龙的局面，林业局将把黑蜂产业打造

成迎春林业局的名片，让千家万户尝到营养

丰富的东北黑蜂的蜂蜜产品。

在蜂产品加工项目的带动下，全局 17

个林农场职工群众纷纷加入到养蜂大军中，

全局养殖规模迅速扩大，蜂群数量成倍增

加。预计到 2015 年，养殖规模将达到 6 万

群，蜂产品产量将达到 3200 吨，实现养蜂业

产值 7000 万元。到那时，绿色、现代蜂产业

园区基本形成，蜂产品将进入国内外高端市

场，养蜂业将成为林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产业支柱。

林区发展了，职工富裕了，

生活保障了

迎春林业局副局长李海林谈到林业转

型时说，林业转型的目的是保护资源，促进

职工群众增收，为企业增添效益。林区一直

把这样的理念贯穿到工作中，竭力保护资源

环境，打造生态经济，大力发展农业优势经

济、特色经济，加大林区基本建设投资，深入

实施以促进职工群众增收为目的的支农惠

农政策。林业局连续多年垫资 2000 万元为

职工群众购进统购统销化肥 2 万吨以上，每

吨让利给职工群众 100 余元，确保职工群众

能购到优质价廉的化肥。迎春林业局多种

经营局局长汪超告诉记者，林业局统一收购

养蜂户的蜂产品，开发蜂蜜、蜂王浆、蜂胶、

蜂花粉等系列产品，出发点就是为了提高养

蜂效益，鼓励职工群众养殖黑蜂、加快致富，

最终让养蜂户们受益。同时，免费提供蜂箱

板、越冬房和在山上养蜂的活动房，并对优

秀的养蜂代表给予重奖；通过按照国内外前

端市场比较接轨的价格统一收购粮豆，减少

了市场流通环节，使职工年增收 50 万元。

林区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

日子，为民办事、办好事，是毕英杰局长矢志

不渝的信念。林业局成功转型之后，迎春人

民踏上致富之路。职工工资水平明显提升，

平均工资由 2005 年的 5124 元到 27102 元，

增长了 4 倍，工资水平保持森工前列，职工

工资收入年年都有提高。林区的变化不仅

仅是职工的收入提高了，林业局也投入大笔

资金着力解决百姓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问

题，如居住、教育、医疗等。

2005 年，毕英杰局长上任以前，迎春林

业局内外欠账 1.6 亿元，困难重重。经过 7 年

的辛勤耕耘，全局社会总产值累计完成 19.2

亿元，年均增长 14.5%，增长速度创历史最

快；累计实现资金收入 7.65 亿元，经济效益创

历史最高；累计实现项目建设和利民工程总

投资 5.18 亿元；资产负债率由 2005 年的 78%

降到 2011 年的 34%，下降了 44 个百分点。“人

均收入万元林场（所）和人均收入万元社区”

创建活动全面开展，17 个林（农）场人均收入

已全部超过 2 万元，全局上下形成了致富奔

小康的蓬勃之势，实现了由内外欠账 1.6 亿元

到连续 6 年资金收入超亿元的转变。

后记

林业系统的转型让人们在经历一番回

肠荡气的震撼之后，深深地感到：只有像迎

春林业局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在转型中带

领全局走出自己的光彩之路。它要求决策

者要敢于创新，有战略眼光、超人智慧和现

代品质；要有把转型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洪流

中的胆量和气魄。林业转型必须着眼于发

挥自身优势，着眼于引进具有经济实力的战

略投资者，着眼于建立现代化大企业，着眼

于保护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林业系统的转

型才能有能力同全球经济的浪潮保持同步，

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紧跟世界前进的步伐，

承载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和希望。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谭庆丽 实习记者 韩采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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