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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赵洪军

通讯员 曹国志 胡宏伟

极目所至，森林繁茂，水碧天蓝，草木莺

飞，山与水，水与草，草与林，林与天，像杜甫

的诗，似王维的画。这里有各类植物 1000

余种，栖息着野生动物 300 多种，两栖爬行

动物 30 多种，鱼类 10 多种。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有黑嘴松鸡、金雕、白天鹅、马鹿、

驼鹿、棕熊等 50 多种。漫山遍野的杜鹃，亭

亭玉立的白桦，苍翠挺拔的松树，瓦蓝瓦蓝

的天空，伴着布谷鸟清脆的叫声——这就是

享誉中外，护佑着东北亚，保护着东北、华北

生态安全的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

在 2014 黑龙江绿色食品博览会召开前

夕，记者应邀再次踏进森林繁茂、郁郁葱葱

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并在地委肖建春

书记、行署贾玉梅专员的建议下，沿着加漠

公路，从加格达奇北上漠河，沿途感受了大

兴安岭林区的转型发展之路，探寻了他们建

设中国最美林区、捍卫国人舌尖安全、勇当

排头兵的感人故事。

构建中国最美生态功能区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今

年 4 月 1 日开始，大兴安岭林区彻底停止商

业性采伐，据初步测算，全面停止主伐后，导

致木材年销售收入减少 9.7 亿元，直接使林业

总产值降低 11.9%、地区生产总值下降 6.3 个

百分点。作为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和

森林资源储备区，可以说，国家做出大面积停

止国有林区主伐生产、推进经济转型的战略

部署，对大兴安岭 53 万人民来说，既是一次

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一场重大考验。

如何面对机遇、应对挑战，就成为了大

兴安岭林区人民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

问题。于是，大兴安岭开始了从思想观念、

产业结构，到工作方法的三大转变。以肖建

春书记为班长的党政一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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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方面大打三大战役。攻坚克难，全区几

项经济指标增幅均位居黑龙江省前列。

面对记者，肖建春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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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因经济而富裕！它们共生的亲

情关系使我们确定了巧借生态这张牌，做好

绿色经济发展大文章的总体思路。”

作为国家生态功能保护区，大兴安岭的

生态地位国内独有，生态功能不可替代，对

松嫩平原的生态安全具有重大影响。为此，

他们始终把生态保护作为首要任务，在保护好

森林的前提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在更高

层次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生态资

源打好基础。他们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

永续利用的原则，树立“绿色就是财富，保护就

是发展”的理念。大兴安岭地委和行署始终要

求，所属各区局要按照“核心区管死、缓冲区管

严、实验区科学合理利用”的原则，完善和规范

森林资源的各项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林区整体

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坚

决守住生态红线；突出抓好森林防火，确保不

发生大的森林火灾；扎实推进森林培育，确

保资源稳步增长、百姓持续增收。

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 50 周年纪念大会

上，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林管局局长、林

业集团总经理贾玉梅充满激情地说：“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要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紧紧围

绕建设‘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按照省委省政

府五大规划总体部署，深入实施地委‘把资源

管起来，让百姓富起来’发展战略，坚持把发

展作为解决林区一切问题的首要任务，以科

学方法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统领，以转型发

展为主线，进一步弘扬和践行新时期大兴安

岭精神，全力以赴保生态、促转型、惠民生，真

正走出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的现代林业发展之路，不断开创大兴安岭更

加美好的明天，要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中国

最美的生态功能保障区。”

培育安全绿色食品制造生力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着金山银山不

能要饭吃。如何在呵护可贵而有限的生态资

源基础上，发展替代产业，既解决百姓生活和

生存危机，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黑龙江省

的重大战略调整无疑为发展中的大兴安岭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机遇：以自己绝对优势的大兴

安岭生态圈为切入点，打造“全国人民最放心

的大厨房”，以绝对优势的绿色生态屏障为依

托，争当捍卫“国人舌尖安全”的排头兵。

几年来，行署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广大职

工、农民群众不断拓宽创业致富领域，全区

形成了 9 大类 45 项以种植业、养殖业、绿色

食品加工业为主的致富项目，建立了 34 个

具有辐射带动效应、年产值 200 万元以上的

家庭致富工程示范基地，培育了 202 户科普

致富示范户，上马了 1395 个致富小项目。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家庭致富的星星之火

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松岭、新林、塔河、

呼中的蓝莓、黑木耳栽培和基地建设，呼玛

的水飞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和特种水产

养殖，漠河的家庭旅游服务业和生猪养殖，

图强的皮毛动物养殖和灵芝栽培，阿木尔的

蓝莓加工，松岭的森林猪系列养殖……蓬勃

发展，方兴未艾。大兴安岭林区初步形成了

人人想致富、人人找项目、人人要发展、人人

能致富的态势，全地区出现了产业兴旺、发

展加快、环境优美、人心思上的局面。

为此，当地切实加大了全民创业资金支

持力度，建立了 1 亿元的全民创业专项基

金。其中，5000 万元作为全民创业小额担保

贷款担保基金，对有创业意愿、缺少资金的

林业职工给予全额贴息贷款支持；5000 万元

作为全民创业扶持奖励资金，全力支持食用

菌、北药种植，蓝莓繁育，特色动物养殖等重

点创业产业项目。当地还进一步加大了林

业职工小额担保贷款和商业担保贷款发放

力度，创新国家各类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办

法，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另外，大兴安岭林区进一步强化了全民

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各类

创业服务资源，建立创业服务窗口，为创业者

提供“一条龙”、“一站式”全程服务。当地设立

全民创业培训和科技帮扶专项经费，建立技

术科研和检验检测平台，整合优化各类培训

资源，形成了全民创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当

地还特别提出，要注重发挥各类合作经济组

织、经纪人队伍、中介服务平台在经济发展和

全民创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建设力度。

大兴安岭地区在做大做强蓝莓、黑木

耳、五味子等产业的同时，本着因地制宜、因

人而异的原则，依田而农、依山而林、依草而

牧、依镇而副、依塘而渔，走多项并举、特色

经营的发展之路。

原山上作业组职工刘福才从上世纪 80

年代参加工作以来就从事营林生产，一直是

砍大树的生产能手。在区里号召家庭致富

以来，刘福才率先搞起木耳养殖，并在 2011

年成立了新林区福才专业合作社，如今已扩

大到 31 人，大量养殖单片“猫耳型”黑木耳，

去年又建了 10 栋棚室吊袋木耳养殖大棚，

产品以高价直接进入上海等大城市的超市。

大兴安岭素有“中国野生蓝莓之乡”的

美誉，其野生蓝莓资源占全国的 90%以上。

位于松岭区的大兴安岭林格贝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野生蓝莓萃取加

工企业，其生产的蓝莓花青素系列产品已经

成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

区的畅销保健品。依莓、超越、百盛、阿木尔

蓝莓酒庄等蓝莓加工企业也发展迅速。果

实收购期间，这些企业能够带动数万人上山

采集鲜果，平均人均增加收入 1 万元左右，

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带来了收益。

贾玉梅专员告诉记者：“这几年，我们大

兴安岭在‘富’字上上演了一出出好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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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的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10 万公顷的野生

蓝莓人工改良栽培及深加工项目已经落户；全

区黑木耳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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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砍大树也能致富”。这是新时期大

兴安岭人民骄傲的宣言，是对子孙后代的勇

敢担当，是大兴安岭人民再次创业的号角，

是新时期大兴安岭精神的崭新诠释。

如椽大笔绘就兴安美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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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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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碧、山美、林青，便是这片疆域

的最好写照。

大兴安岭人为了有效保护好这片北国

家园，为了建设好大兴安岭生态圈，在资源

管护、科学研究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分别

在呼中、南翁河、双河建立了三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 20 个省级保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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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

游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州北极漠河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兴县之路。

漠河先后被评为“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

“中国旅游品牌魅力名县”、“中国县域旅游

竞争力百强县”等殊荣。北极村晋升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被评为“全国首批特色景观

旅游名村”、“中国十佳避暑小镇”。

被誉为北国极地之光的北极村，便是祖

国北大门中的佼佼者。夏天，一鸿江水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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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雪域般的异域情怀使兴安人无比自豪。

北极村里的民族风俗和鄂伦春民族的

风采与文化传承，恰如一首特色童谣描绘着

这里的大山、大水、大美、大爱。

那北极碑，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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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苍松叠嶂、黛色与层

林尽映时所产生的美景，使人浮想联翩，使大

兴安岭人看见了自己的美好生活与未来——

在这篇凝聚着被采访者智慧、心血和汗

水的稿件付梓之际，我们真诚地祝愿：尽快

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全国生态环境最好、居

住条件最好、收入水平最高、幸福指数最高

的地区之一，让林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的目标早日实现。希望大兴安岭

地区 53 万林区人民能够在国家林业局、黑

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委、行署的领导

下，用他们超凡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和无畏

的精神，把大兴安岭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建

设中国最美林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捍卫国人舌尖安全的排头兵捍卫国人舌尖安全的排头兵
———来自大兴安岭生态圈核心区的报道—来自大兴安岭生态圈核心区的报道

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肖建春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肖建春（（左一左一））陪同黑龙江省省长陆昊陪同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右三右三））在大兴安岭林格贝在大兴安岭林格贝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贾玉梅行署专员贾玉梅（（左二左二））在呼中局检查指导工作在呼中局检查指导工作

南瓮河湿地南瓮河湿地

野生蓝莓野生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