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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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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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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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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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业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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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孟彩红便热情地迎了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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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春雨 徐凯鑫 张玥）

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大兴安岭筑牢最北生态屏障

新华社北京 8月 25 日电 科技

计划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

安排，以财政支持或以宏观政策调

控、引导，由政府部门组织和实施的

科学研究或试验发展活动及相关的

其他科学技术活动。《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改进科技计

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

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

性布局。”这项重要改革举措将进一

步优化科技计划管理模式，激发创

新活力，使科技计划更符合科技发

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对此，可

以从 3 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很有

必要。目前的科技计划体系是 2015

年改革后形成的，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 5 大类。

面对新形势，国家科技计划迫切需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科技管理

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 2023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调整科学技术部的中

央 财 政 科 技 计 划 （专 项 、 基 金 等）

协调管理、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

等职责，强化统筹协调职能。根据

机构改革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进

科技计划管理，适应科技管理体制

改革的要求，更符合发展新质生产

力、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二是更

好担负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要使

命的要求。科技计划承担着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的重要使命，必须从国

家急迫需求和长远目标出发，聚焦

高 端 芯 片 、 生 物 科 技 、 工 业 软 件 、

新材料、科研仪器等领域全力组织攻坚，用原创技术解

决这些重要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的自主可控，把创新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三是进一步提高科技计划管理水平的需

要。当前，科技计划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

提高管理的综合性、专业化，压实科技计划各环节主体

责任，强化专业管理机构的责任，加强研发单位和研发

者的考核和目标管理。

第二，改进科技计划管理重在加强前瞻性、引领性

布局。加强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是科技计划管理的关键

环节，对于确保科技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家战

略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只有布好局定好位，才

能明确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确保科技计划

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好地

应对挑战，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一是有利于更好发挥

科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只有做好前瞻性、引领性

布局，选准方向和目标，才能更好地抢占科技制高点，

打牢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础，发挥科技的战略先导作用。

二是有利于强化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

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

楚。”通过强化前瞻性、引领性布局，使科技计划更加

聚焦原创性、颠覆性、战略性创新，从源头和底层打牢

技术基础，创造更多原创理论和技术。三是有利于识别

具有巨大潜力的新技术、新产业。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提前进行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强化科技与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融合。

第三，加强统筹协调，抓好科技计划的实施。要

强 化 协 同 创 新 ， 以 科 技 计 划 为 载 体 ， 加 强 部 门 、 企

业 、 高 校 和 科 研 院 所 的 协 同 ， 强 化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联

合 攻 关 ， 推 动 国 家 实 验 室 、 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 国

家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等 国 家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建 设 ， 探 索 项

目 、 基 地 、 人 才 一 体 化 机 制 ， 以 项 目 支 持 基 地 建

设 ， 以 基 地 建 设 培 育 战 略 科 技 人 才 ， 以 人 才 支 撑 科

技 攻 关 ， 形 成 良 性 循 环 。 要 加 强 央 地 协 同 ， 根 据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 梳 理 凝 练 适 合 地 方 或 企 业 承 担 的 重 大

项 目 ， 纳 入 国 家 科 技 计 划 体 系 ， 由 地 方 或 龙 头 企 业

全 面 负 责 资 金 筹 集 、 项 目 实 施 ， 真 正 形 成 全 国 一 盘

棋 。 要 加 强 科 技 计 划 监 督 评 估 体 系 建 设 ， 坚 持 目 标

导 向 和 问 题 导 向 ， 聚 焦 重 大 标 志 性 成 果 分 类 考 核 ，

根 据 不 同 任 务 特 点 ， 建 立 健 全 分 类 评 价 考 核 方 式 ，

抓 住 关 键 环 节 和 关 键 主 体 ， 将 监 督 评 估 压 力 层 层 传

导到位，形成监督闭环。

如
何
理
解
改
进
科
技
计
划
管
理

8 月 25 日，一列动车组列车驶过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街道乡村田野，与逐渐泛黄的稻田、清澈的河

水、错落的民居等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初秋田园画卷。 胡攀学 摄

（上接1版）

一次次深入交流凝聚起了共识。

除了口头发言，此次座谈会还形成了 48 篇书面发言。

“回去我们都要好好研究。”李炳军说。

坚持源于政协精心组织和委员履职情怀

为确保座谈协商取得实效，省政协在前期准备上下足功

夫，30 年的实践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专题协商调研视察理论研究计划在 2 月印发后，根据确

定的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主题，省政协便启动专项部署，

对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以及省政协各专委会充分发

挥特色优势、组织开展调研、撰写发言材料、选择发言代表

等提出明确要求。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省政

协又再次强调，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入调查研究，把情

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建议提实。

十三届贵州省政协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服务民主党

派 、 工 商 联 、 无 党 派 人 士 在 政 协 平 台 更 好 发 挥 作 用 的 意

见》，极大激发了省政协各参加单位的履职热情。

座谈会上，徐晨寅委员代表致公党贵州省委会作题为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的发言，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都得到了李炳军的回应，

并现场对省直相关部门提出要求。这个发言是致公党贵州省

委会组织调研组走访贵阳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

8 个县 （市、区） 90 名民营企业家形成调研报告后，根据省

政协要求打磨成的发言材料。

民建贵州省委会在 3 月上旬进行课题立项并启动，3 月

下旬到 4 月赴省内民营企业及工业园区等地调研，5 月初形

成调研报告初稿，5 月中旬召开课题研讨会审议调研报告，

会后对调研报告进行修改，6 月上旬形成报告。以此为基

础，形成了邱刚委员代表民建省委会所作的题为 《完善机制

强化服务，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的口头

发言。

省政协办公厅一般在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召开前 1 个

半月左右，向市 （州） 政协、省政协各参加单位、省政协各

专委会、省政协委员印发发言材料征集通知。

去年 5 月，省政协部署“委员大走访”活动，各专委会

以此为抓手，着力破解委员“不想调研、不会调研、不能调

研”的难题，引导政协委员自主调研，取得了显著成效。今

年 的 省 长 与 委 员 座 谈 会 收 到 委 员 自 主 提 交 的 发 言 材 料 24

篇，其中 1 篇被选为口头发言。

这些发言材料的形成还得益于最后一道程序。省政协办

公厅收到发言材料后，成立工作专班严把政治关、内容关、

质量关，确保发言材料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

之有度。省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对专班推荐的发言材料逐字逐

句审阅，为确保发言材料高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赵永清主持此次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时再次提出要

求：“我们的调研一定要再‘深’再‘细’，既要重调查，更

要重研究。”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以高质量履职为全面深化改革增动力、添助力、聚合力。

贵 州 坚 持 了 30 年

（上接1版）

神农架林区政协委员、神农架林区林

业管理局副局长孔燕林告诉记者，神农架

全 力 做 好 “ 林 长 + ” 文 章 ，“ 林 长 + 线 路

长”，解决神农架的树线矛盾；“林长+检

察 长 ”， 解 决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存 在 的 问 题 ；

“林长+警长”，实现林业执法中行政执法

和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林长+基层巾帼

林长、志愿者林长”，实现神农架各级林长

的全覆盖。

神农架不仅是植物的天堂，更是动物

的乐园，在 325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生活

着 5000 余种野生动物。如何将因公路建设

等人为活动造成的碎片化的栖息地重新连

接，扩大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神农架林

区政协委员、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余辉亮调研并提出了 《关于

在国家公园开展全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廊道

建设的建议》。

现在这件提案已落地实施，在神农顶小

龙潭附近，记者看到几处“参天古树”呈倒

卧状横跨道路两侧，上面布满野花、青草、

苔藓。这样的野生动物通道，神农架已建成

25 处，生物廊道附近的红外监控设备，经

常能捕捉到林间精灵们的身影。

同时为促进鄂西、渝东等泛神农架区域

物种交流和生态系统功能连通，神农架启动

野生动物通道专项项目，成立“鄂西渝东毗

邻自然保护地联盟”，割裂的栖息地通过野

生动物“路桥网”连为一体，进一步优化了

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绘就林区的“绿”与“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18 年

和 2021 年，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

管理状况连续两次被 IUCN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评定为优良。2022 年，神农架入选

IUCN 全球最佳保护地绿色名录。

然而神农架林区也曾一度因为过度开

发，伤痕累累，徘徊在生死边缘。上世纪

60 年代，神农架是华中地区重要的林木采

伐区，众多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大九湖也被

轰鸣的伐木机器惊醒，变身高山牧场。然而

畜牧业未能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支撑起大

九湖的经济发展，污染反而与日俱增，湿地

功能严重退化。

2006 年夏，时任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

铁、副主席蔡述明赴大九湖专题调研湿地保

护情况的时候，这里叫九湖村，里面住着数

百户 1800 多名九湖村民。当时，大九湖湿

地在历史开发中水面已经消失、生物多样性

锐减，华中地区最完好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

地面积萎缩……

2007 年，湖北省政协以主席会议建议

案形式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 《关于保护、

恢复和科学利用神农架大九湖湿地资源的建

议》，得到时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随后，组织省直多个部门赴大九湖现场

调研，召开座谈会。

痛定思痛。湖北省将大九湖湿地保护与

利用纳入重要日程，确立了“生态优先、科

学 修 复 、 适 度 开 发 、 合 理 利 用 ” 的 方 针 ，

400 多户居民从湖区搬到 20 公里外的坪阡

村。

还湖于自然，大九湖变美的同时，更多

的村民也享受到了生态保护升级和生态移民

搬迁的红利。神农架高标准建设坪阡小镇，

将景区与生活区域分开，使小镇成为与大九

湖世界级自然风光相得益彰的知名旅游目的

地 。 2022 年 ， 大 九 湖 镇 接 待 游 客 70 余 万

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两亿多元。

2024 年上半年，神农架全区重点旅游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4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9%；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7.65 亿元，同比

增长 15.2%。全区 2 万多农民群众吃上“旅

游饭”，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如何让更多的村民吃上旅游饭、吃好旅

游饭，成为重要课题。今年神农架林区两会

期间，邹士梅委员提出 《关于促进民宿产业

发 展 的 建 议》， 得 到 了 与 会 代 表 的 一 致 好

评。更多的村民在她的带动下，对自己的民

宿进行提档升级，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

客。神农架林区政协委员袁超针对加大茶产

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提出相关提案，在进一

步丰富游客后备箱的同时，也助力神农架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保护没有终点。林区政协将持续

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积极建言献策，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画卷，在

华中屋脊上尽情舒展。”神农架林区政协主

席王文华说。

让“华中之巅”永葆神奇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