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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谭庆丽

通讯员 马运启 刘丽丽

广袤的大森林，神奇的威虎山，造

就了柴河局曾经的辉煌，这里历史最

高年产木材 102 万立方米，累计为国

家贡献木材 2387 万立方米。如今，一

纸停伐令，让柴河林区职工放下了手

中的斧头、锯，由过去的卖木头转身为

现在的卖风景，由原来的“以木为基”

变为现在的“以绿为基”，在转型的新

起点上逐梦前行。

转型转岗 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进入 6 月，天气转暖，柴河九寨的

游客日渐增多，景区内的观光车司机

王忠武也忙了起来。就在几个月前，

他还是卫星林场的一名运材车司机，

当听说今年林区全面禁伐，自己将面

临转岗时，他心里还真是忐忑不安起

来。“当时也确实是怕没有活干，好在

我们柴河局旅游开发得早，能让我们

发挥特长到景区来开观光车，天天拉

着游客在这里玩儿，他们高兴我们也

跟着高兴。”

与王忠武一样，日益红火的旅游

产业，成了很多林业职工转岗分流的

首选。在柴河九寨景区所在地——宏

声林场，许多林场职工变身为家庭餐

厅、家庭旅馆的小老板。经营着“ 天

然居”家庭旅馆的姜玲说：“停伐对我

们一点影响都没有，春秋两季跑跑山

收入个万八千元不成问题；夏季经营

家庭旅馆，两个月的时间纯收入都在

3 万元以上；再种点儿地栽木耳，发展

点儿家庭经济，日子过得挺宽裕，特

别知足。”

今年 4 月 1 日黑龙江森工全面停

止木材商业性采伐后，很多职工都面

临着转岗分流。人向哪里去，成为柴

河林业局面临的新课题。在“九寨山

庄”，刚刚考察学习归来的原贮木厂厂

长张玉忠正跟职工交流着餐饮服务和

管理方面的想法。“我们现在有些职工

还是放不下国企职工的身段，要想把

服务搞上去，把餐厅和客房管理好，必

须得让大伙儿转变观念。游客到咱这

里 消 费 ，就 得 给 人 家 热 情 周 到 的 服

务。”摆弄了半辈子大木头的张玉忠，

带头研究起了酒店管理。

木材停伐以后，贮木厂借助林业

局产业发展转型的机遇，职工转型转

岗到旅游、林产品加工、基本建设等

岗位，实现全员转岗就业。依托青山

绿 水 ，柴 河 林 业 局 大 力 发 展 旅 游 产

业，越来越多的林区职工在产业转型

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投身旅游项目建

设和服务。

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柴河林

业局还发挥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

眼 睛 向 外 ，瞄 准 了 俄 罗 斯 的 采 伐 市

场。结合 2014 年 4 月 1 日龙江森工的

商业性停伐，按照总局的要求和部署，

柴河局准备实施境外开发的战略，与

伊春市的乌马河林业局成立集团公

司，并与长青集团合作，对俄罗斯的木

材资源进行采运、加工、销售、贸易一

体化开发，既解决了现有的人才和技

术力量安置，又缓解了停伐带来的就

业压力，同时也能为园区企业解决相

应的原料问题。

生态富民 青山绿水生金淌银

以往只能卖木头的青山，如今却

卖起了风景，威虎山森林公园、林海雪

原、莲花湖、柴河九寨名声远扬，旅游

产业成为了柴河林业局的支柱产业。

眼下还没有到旅游旺季，但柴河

九寨景区内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越来

越多。佳木斯游客李冬青就是慕名而

来的，他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北国九寨

挺好的，来了以后觉得这地方风景特

别美，就是个天然大氧吧。他说，回去

以后要把这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靠山吃山，依托好山好水好风景，

柴河局经过多年努力，建设完善了柴

河九寨和莲花湖二道湾两处中心景

区，其中，柴河九寨景区去年被评为国

家 4A 景区。特别是 20.8 万平方米的

柴河九寨“水上乐园”，是东北规模最

大、标准最高、项目最全、水质最清、环

境最优的水上游乐基地。为了迎接今

年的旅游高峰，柴河局开发建设三期

工程，工程从 4 月 16 日开工，8 月 20 日

竣工接待游客，为游客提供了更加惊

险、刺激的亲水体验。

宁舍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面对停伐，柴河局的职工们心中虽有

些不舍，但是已经迈开转型的步子。

越来越多的林场职工放下斧锯，捧起

了旅游“金饭碗”，仅家庭旅馆就开起

了 155 家，直接间接拉动就业 3000 余

人。2013 年，当地旅游产业呈现出蓬

勃的发展生机和活力。威虎山国家森

林公园夏季旅游人数达 30 万人，旅游

总收入实现 7800 万元。2014 年，柴河

九寨、水上乐园、莲花湖等景区日接待

人数屡次刷新，突破 3 万人，截至 8 月

末，共接待游客 58 万人次，仅门票收

入就达 2300 多万元。

合作共建 产业园区生机无限

发展需要空间，转型需要载体。

柴河局跳出林业发展林业，与海林市

合作共建了 415 万平方米的海林市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柴林园区，这也

是龙江森工最大的产业园区，成为柴

河林区转型发展的新阵地。

虽然相隔 50 公里，但柴河局与海

林市优势互补、合作共建，在 2012 年

签署框架协议，共同将柴河工业园区

打造为海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飞

地”，开启了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大

门。同步招商、同建园区、同享资源、

同享税后分成、同等政策的“五同战

略”为入驻柴河园区的企业提供了大

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一山木业，是园区招商入驻的一

家木业企业。企业通过调整产品结

构，生产高档家具等终端产品，提高产

品 附 加 值 ，降 低 了 停 伐 对 企 业 的 影

响。一山木业总经理杨宇光说：“停伐

对我们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影响不

大，停采以后我们就用一些进口的俄

罗斯、欧美木材，价格上略微上升一

点，但利润空间还很大，我们对企业生

存发展很有信心。”

停伐对林区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影

响，就是导致林产工业原料不足、木材

价格升高，很多以木材粗加工为主的

企业面临着重新洗牌。

作为一个新建园区，柴河林业局

在加快园区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

加注重升级传统产业，挖掘开发新兴

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对园区内有污

染、经济效益低、产品不是终端型、绿

色环保型的企业关停并转，形成了绿

色产业集群，破解了发展瓶颈，走出了

一条园区发展的绿色之路。

森 林 不 能 采 伐 ，但 仍 能 产 出 丰

富的山产品。特别是丰富的坚果资

源 ，使 柴 河 局 发 展 坚 果 产 业 有 了 独

特 优 势 。 近 两 年 ，柴 河 局 通 过 招 商

引 资 、股 份 合 作 制 等 方 式 大 力 发 展

坚果产业，建成了“森工最大坚果生

产企业”。

企业不仅生产终端产品，更重要

的是发展链条产业、循环经济，红松

籽、山核桃、榛子等坚果仁用来做饮

品，外壳做工艺品、活性炭，就业的不

仅仅是公司内的 216 人，更重要的是

拉动山上的家家户户增收，3800 多户

间接实现就业增收。

坚果产业只是一个缩影。柴河局

紧紧抓住经济转型主线，打造森工最

大的森林食品基地。森林食品实现系

列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在全国叫响天

然、生态、绿色和有机品牌。

停伐，对柴河林区并不意味着停

止，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大招商、引

来大项目，大转型、赢得大发展，依托

资源、但不依赖资源，跳出林业发展林

业，柴河林区正不懈努力，开拓转型发

展新天地。

霞映林城霞映林城

柴河九寨景区大门柴河九寨景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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