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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乌鲁木齐柴窝堡湖：抢救性修复见成效

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沉睡千年

的莽莽大兴安岭，曾是难以涉足的高寒禁

区。

60 年前，嘹亮的“伐木号子”叫醒了

林海雪原，大兴安岭成为国家重要的木材

生产基地。

10 年前，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让森林静了、绿了，大兴安岭现已成为

我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水库、

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要树立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

念，在保护的前提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

下经济增加收入。

从 1964 年开发建设，到 2014 年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再到如今林下经

济和旅游业并举，大兴安岭正加速把生态

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在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振兴路上阔步前行。

生态优先

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

“住帐篷房，睡小杆床，吃红高粱，喝

‘三省汤’（省油、盐、菜）”，一句顺口溜还

原了 1964 年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初期的真

实情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大兴安岭的

开发建设者突破万难，累计生产优质木材

1.26 亿立方米。

铁道兵第九师四十五团一营退伍军

人周汝山感慨道，在他们的埋头苦干下，

加格达奇至塔河段的铁路很快就通了车，

良材流转各地，化作万千广厦，有力支援

国家建设。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这片林区森

林资源大幅减少，一度陷入“资源危机、经

济危困”的境地。2014 年，大兴安岭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区生态由此出

现转机。

停伐后怎么办？林区人给出了答案。

“特产蓝莓干、沙棘汁、偃松仁，进来

瞧一瞧啦……”走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

的街头，一个个浆坚果商户的高声吆喝让

人应接不暇。在县城边上，一家名为大兴

安岭益康野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的企业

格外醒目，多个大型厂房在此规整分布。

“小时候就吃着蓝莓和松子等野生浆

坚果长大的。”益康公司董事长喻在林说，

大兴安岭森林里的“好东西”不少，早些年

由于地处偏远，有些资源没能利用好，“现

在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建厂、搞深加工，交

通物流等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家乡的特

产卖向了全国。”

大兴安岭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力

勇说，大兴安岭共分布野生经济植物资源

达 49 种，他们最大程度整合用好生态产

品资源，林产品加工厂、北药种植园在大

兴安岭遍地开花，发展模式也从“一木独

大”向以森林食品、药材加工等为主导的

绿色生态产业体系转变。近两年来，生态

旅游更是在全国爆火出圈。

“这里气候格外凉爽，最北的地理位

置也很有意义。”初次来到大兴安岭地区

漠河市的上海游客陈丽感慨，她和家人一

路过来，途中的森林和界江风景无不令人

赞叹，当地一些关联“最北”的景点和文创

产品也别具匠心，“既避了暑，还‘找了

北’，明年还想来。”

夏有凉风冬有雪，捧出绿色就醉人。

近年来，北极珍品汇、龙江第一湾等各类

旅游景点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兴安岭涌现。

“今年入夏以来景区天天爆满。”大兴安岭

图强林业局生态旅游发展公司总经理安

石春说，除了打造新景点，他们还不断完

善餐饮、住宿等旅游配套产业，景区年收

入从开始的几万元提升至千万元。

据统计，2024 年上半年，大兴安岭地

区共接待游客 218.92 万人次，旅游花费

19.79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57% 、

88.48%。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局长杨影表示，大兴安岭地区下一步将

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深化文旅融合，构建

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

全力守护

筑牢北疆生态屏障

“独自守在塔尖，瞭望着眼前一座座

青山，为了国家森林资源，守好每分每秒

时间……”一首由大兴安岭集团呼中林业

局瞭望员柯明伟自创的歌曲，将林区群众

十年如一日地悉心守护最北生态屏障的

护林工作娓娓道来。

柯明伟的工作地点在位于大兴安岭

腹地海拔 1404 米的 04 号瞭望塔上。“通

常每半个小时用望远镜瞭望一次。”柯明

伟说，如果处于防火紧要期，干燥和大风

天气增多，为了能及时发现火情，每隔十

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瞭望一次。

“对林子肯定有感情，但时间长了难

免会寂寞。”在过去十几年的守塔岁月里，

为了消解孤独，柯明伟将对工作的热爱和

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一句句歌词、一段段旋

律，在层峦叠翠间唱出护林人的坚守与坚

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造林与护

林并重，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决不

能让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之功毁于一

旦。

为了确保发生火情后，能“打在早、灭

在小”，每年进入防火期，大兴安岭各地都

会组织扑火队员进行集训。“除了每日体

能训练，还会不定时进行扑火演练，锻炼

实战能力。”漠河市漠河林场党委书记徐

柏林说，通过不懈努力，当地已连续多年

实现“人为火不发生，雷击火不过夜”。

2014 年全面“禁伐”以来，大兴安岭

通过停、管、抚、造等各项措施，让森林得

以休养生息。

一手抓护林，一手抓育林。抚育对于

林区生态的恢复也尤为关键。“春季我们

会将培育好的优质树苗带上山进行补植

补造，冬季则要耐着极寒深入林间进行中

幼林抚育。”徐柏林说到，抚育是利用森林

休眠期，集中清理病倒枯死木，从而增强

森林透光性，促进林木生长。

十年前，从塔上远眺，是明晃晃的城

镇和稀稀拉拉的树林，如今再看，建筑已

被繁茂的树木遮蔽，目之所及，尽是绿意。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总经济师胡守庆

说，自 2014 年停伐以来，活立木总蓄积、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实现“三增长”，分

别达到 6.44 亿立方米、688.52 万公顷、

86.26%。

据介绍，大兴安岭森林和湿地生态系

统年服务功能总价值已达 7975.03 亿元。

中国最北森林屏障得以重筑，野生动物也

纷纷重返家园。憨憨的狍子在路边和游客

对视、成群的绿头鸭在河水中嬉戏……莽

莽林海焕发出勃勃生机。

富民强边

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并举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

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

呀一杆枪，翻山越岭打猎巡逻护呀护山

林……”一首鄂伦春小调带我们穿越至世

居于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几十

年前的生活场景。

随着大兴安岭生态持续恢复和产业

转型发展，有着大兴安岭“最后猎人”之称

的鄂伦春族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走出深山，实现了从居无定所到安居

乐业。

走进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鄂

伦春族乡，在森林的怀抱中，一座座五颜

六色的小屋整齐排列。“刚下山时，住的是

用圆木盖成的‘木刻楞’房子；后来，政府

为我们盖了砖瓦房、楼房和特色新居。”鄂

伦春族老人孟淑卿说，她生在传统的游动

性住所“撮罗子”里，她的女儿在“木刻楞”

房子里出生，到外孙出生时，全家都已经

住进了砖瓦房。

漫步白银纳鄂伦春族乡，规整的水泥

路面上不时行驶过几辆来旅游的自驾房

车。“听说前面有鄂伦春民俗博物馆，我们

特地来看看。”跟着游客一道，刚走进博物

馆，身着鄂伦春族服饰的大姐孟彩红热情

地迎了上来：“欢迎来到民俗博物馆参观，

感受我们鄂伦春族民族的文化和技艺。”

孟彩红是鄂伦春传统桦树皮手工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博物馆运营后她主动

来这里为游客介绍情况，展示手艺。“我想

让我们民族的文化、技艺能够被更多同胞

看到、学到、用到。”孟彩红说，她一有空

闲，就带着村里妇女学习制作民族手工艺

品，带动更多村民靠自己的双手增收。

“鄂伦春文化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

致富新路。”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副乡长方

娜说，近两年，乡里围绕鄂伦春族文化创

新宣传策划，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旅热

点，吸引不少游客来此参观、打卡，新修缮

的博物馆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

提供了创业机遇。

“从前，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个外地

人，近十年来，生态变好了，文化丰富了，

游客也变多了。”白银纳鄂伦春族乡一民

宿老板感慨，从前他靠伐木养家糊口，停

伐后原本只能靠采山货维持生计，后来伴

随乡里交通条件逐渐向好，政府鼓励支

持，他便开起了民宿，“现在旺季时经常满

房，我想着来年再新建几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生

态家底”越来越厚，“致富路子”也越走越

宽，勤劳质朴的林区人，正在富民强边的

大道上阔步前行。 王春雨 徐凯鑫 张玥

8 月的柴窝堡湖，碧波荡漾，芦苇迎风

摇动，天鹅翩翩起舞，绿头鸭自在游弋……

不久前，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近郊的

柴窝堡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园。

柴窝堡湖是乌鲁木齐市境内最大的

湖泊，近年来面积稳定在 20 平方公里以

上，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旱蓄洪方面

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十多年前，由于多

种原因，柴窝堡湖湖水面积一度缩减至

0.18 平方公里，面临完全干涸的险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乌

鲁木齐市全力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对柴窝堡湖展开了“抢救性”生态修复与

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因地制宜精准修复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人口不

断增长，农业、工业、生活用水日益增加，

区域地下水开采加剧，柴窝堡湖湖面萎

缩、生态恶化。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针对柴窝

堡湖生态问题下达整改任务。乌鲁木齐市

因地制宜，迅速制定柴窝堡湖生态治理修

复措施。

柴窝堡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处长

韩蓬介绍，为精准治理柴窝堡湖生态，当

地实行“休耕补水”等举措，严格限制湿地

内取水，关停 24 眼农用机井，每年节约用

水 3600 万立方米以上。同时，当地对柴窝

堡湖附近的水厂采取限采措施，有效提升

柴窝堡湖蓄水能力。

2019 年，乌鲁木齐市启动了全长 34
公里、总投资 7.94 亿元的乌鲁木齐河分洪

工程建设，2019~2020 年，当地将乌鲁木齐

河汛期洪水引至柴窝堡湖，作为补充生态

用水，两年累计引洪补湖 2800 万立方米。

通过一系列措施，2021 年，柴窝堡湖

面积增加到 20 平方公里以上，并常年保

持稳定。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园林管理局局

长杨献荣介绍，柴窝堡湖区域风沙天气较

多，湖水蒸发量大，对湿地生态环境影响

较大。为守护湿地，乌鲁木齐市林业部门

沿湖建设了 3000 多亩防风林，选用旱柳、

杨树、沙枣等本地优势树种，为柴窝堡湖

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当地还积极应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手

段，通过科学监测与评估，有效提升柴窝

堡湖生态修复治理水平。据了解，汇入柴

窝堡湖区的溪流里安装了监测设备，相关

水质数据可以实时上传。每隔半个月，公

园管理处还会委托技术公司运用卫星遥

感技术，拍摄卫星遥感图像，通过数据分

析监控柴窝堡湖生态情况。此外，柴窝堡

湖湿地还配有鸟类、虫情、土壤、小型气象

站等监测设备。详尽全面及时的数据监

测，为柴窝堡湖的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

撑和决策依据。

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为保护柴窝堡湖，当地实施了休耕禁

牧政策。原本在湖边居住、以放牧和种地

为生的村民陆续搬迁至远离湖区的新址。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堡街道柴

源村村民赛热克·胡斯曼从小在柴窝堡湖

边长大。“刚开始我不理解，但政府宣传了

生态治理的紧迫性，还给了我们很多好政

策，大家都愿意为恢复柴窝堡湖贡献自己

的力量。”赛热克·胡斯曼说，政府每年按

照耕地面积，向大家发放休耕补贴。他和

妻子还被安置在湿地公园管理处上班。

“现在家里的收入比以前种地放牧时

还多。而且能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我们感

到十分自豪。”赛热克·胡斯曼说。

像赛热克·胡斯曼这样被安置在柴窝

堡湖国家湿地公园工作的柴源村村民有

十多个。从农民到职工、从放牧者变为守

护人，他们在柴窝堡湖生态治理“攻坚战”

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在距离柴窝堡湖约 5 公里的 314 国

道边，一排排新建的安居房就是柴源村的

新址。“因为交通便利，村里不少人跑运

输，有的开饭馆、有的种果树，大伙收入都

比以前高。”赛热克·胡斯曼说。

柴窝堡湖国家湿地公园对外开放后，

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在 3 公里

的景观栈道漫步，进入芦苇荡，登上观景

台，看芦苇随风摇曳、水鸟翔集；走入公园

内的科普馆，参观动植物标本、互动式展

厅，沉浸式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加深对

生态保护的认识。

乌鲁木齐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凡说到，未来，柴窝堡湖国家湿地

公园将以保持原生态风光为主，不会进行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能让公众尽享

绿水青山的魅力。 梁乐 史传芝

“铜鼓县是一座生态环境优美的绿色山城，现在，全县正着力引

进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这与我们公司发展

前景不谋而合，因此，我们选择此地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

日前，南京纽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琪林赴江西省宜春市铜

鼓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初步与铜鼓县达成合作意向。

铜鼓县位于江西西北边陲，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小县，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 88.04%，位列全省第一。铜鼓县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平

均达 7 万个/立方厘米，被誉为“天然氧吧”。今年 1~7 月，铜鼓县

PM2.5 浓度累计均值为 16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准，

被评为“中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之一；主要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在玉类

水标准，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 10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是铜鼓的财富和优势，如何做好山水

文章、打响生态品牌，让小县城也能展现大作为？

近年来，铜鼓县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实现了从“卖木头”到“卖

风景”，从“靠山吃山”到“护绿成金”的华丽转身，先后获得国家生态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近 30 张国家级生态名片。

生态赋能特色产业，跑出致富“加速度”
正值酷暑时节，在铜鼓县港口乡英朝村的清水石斑鱼养殖基

地，看着成群结队的石斑鱼纷纷蹦跳着争食，石斑鱼养殖基地负责

人王义华脸上露出了笑容。

“咱们英朝村的溪水水质特别好，石斑鱼的

成活率和品质比较高，从晚上 3 时开始孵化鱼

苗，每天可以孵化 30 万到 40 万尾。”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清水石斑鱼成了英朝

村生态养殖产业的响亮名片，越来越多的村民受

到王义华创业成功的鼓舞，纷纷加入学习养殖技

术和管理经验的队伍中，吃上了“生态养殖饭”，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

在铜鼓县，像王义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铜鼓县山林平均海拔在 400 米左右，土壤疏

松肥沃、排水和保水性能较好，适宜黄精生长。

“这片黄精是 2020 年冬天种下的，当时只有

手指大小，重量不足半两，现在估摸着至少有一

斤，等到第 6 年收获时，最少能长到 4 斤。”家住

排埠镇的林耀其指着眼前这片茂盛的竹林说到。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黄精资源为当地

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方向，铜鼓县因势利导，把

黄精产业发展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内容

重点推进。

截至 2023 年底，铜鼓县黄精种植总面积达 6
万亩，年产量 3000 吨左右，产值超过两亿元，共

有黄精产业企业 11 家、合作社 69 家，从业人员

超过 1.2 万人。陆续开发出黄精果脯、黄精片、黄

精酒等特色产品，初步形成了“育种+种植+精深

加工+产品开发+销售”为一体的黄精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带动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3000 元。

畅通产业绿色化通道，放好发展“压舱石”
“我们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信息产业领

域，你用的手机、充电宝等电子产品中很有可能

有我们的产品。”江西尚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说，他们公司深耕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升

级，现已形成年产 3 亿只磁芯元件的能力，年产

值达 1 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年创税收

1000 万元以上。

近年来，铜鼓县大力引进江西尚朋、厚德模

具等一批超亿元项目，为全县经济发展驶入“快

车道”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竹精深加工是铜鼓县三大支柱产业。

“我们结合本地生态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既节省成本，又提高品

质，让企业成长更接地气。”江桥奔步科技公司董事长冯绪泉说，他们

公司利用铜鼓本地丰富的毛竹资源优势，创新开发系列竹制产品，让

全球第一款竹制键盘在铜鼓诞生，其竹电脑升降桌、竹纤维鼠标等产

品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效益提高 80%以上。

今年上半年，铜鼓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5.7 亿元，同比增长

5.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 15.64
亿元，同比增长 10.5%。

大力深挖生态效应，激活文旅“新动能”
“这么好的山水，身临其境，让人顿感超凡脱俗。”铜鼓县天柱峰

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10512 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 95%，峰险、水

秀、石异，吸引大批游客来此观赏游玩。

悠久历史、红色基因、绿色山水汇聚成了铜鼓县的文旅底色，如

何立足当地文化资源、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加速形成文旅产业发

展新格局？

“我们通过组建全域旅游营销公司，做好旅游产品设计、策划产

品引爆、宣传推介等工作。”铜鼓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聂峰峰介绍道。

铜鼓县发挥生态优势，融入特色艺术元素，打造“一景一特色”

旅游业态，形成了桃源汤里、天柱峰水上丹霞山水画廊、七星岭高山

云居、星空露营、江南雪乡等旅游精品线路，不断描绘铜鼓“诗”和

“远方”新画卷。

“我是看到研学宣传海报后，和同学约好一起报名过来玩一下，

活动有很多，比如，老师会带着我们到田里种菜、到果园里采摘水

果，虽然有点累，但觉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第一次参加“来吧铜学”

的曹子晨兴奋地说。

铜鼓县将生态资源、红色资源与客家文化、民俗文化、农事文化

融合开发，把县内景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来吧铜学”研

学品牌，打造研学基地 21 家。

“我们基地自然生态环境特别舒适，在美丽村庄的大场景中开

设了农耕种植、蔬菜水果采摘、五谷杂粮贴画手工活动等多个课程

项目，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收获快乐。”永宁镇坪田村党

支部书记张继辉介绍道。

截至今年 6 月底，铜鼓县接待旅游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同

比增长 21.8%、22.3%，共接待研学游客 180 余批 30 万人次，实现研

学产业综合收入 3200 余万元，同比增长约 20%。 张林霞 卢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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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筑牢最北生态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