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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伊春市坐落在小兴安岭腹地，四

周被茫茫山林包围。

行走在伊春市的街巷中，抬头远望，四

面可见翠绿山峦，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林木

的清香。刺嫩芽、婆婆丁……早市上的山野

菜能腌、能炒、可煲汤。绿色健康的山林味

道，唤醒了伊春人活力满满的一天。

2013 年，因林而兴的伊春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林区人收锯挂斧，走下以伐

木为生的“独木桥”，踏上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快速路”。如今，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

83.8%，绿水青山间涌动着勃勃生机。

从伐木运木到营林造
林，片片森林茁壮成长

“打 枝 、集 材 、装 车 …… 我 再 熟 悉 不 过

了。”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绿源中心

苗圃有限公司负责人潘宇生在林区、长在林

区，从小就喜欢跟着大人们上山。

人 进 林 退 ，一 根 根 粗 壮 的 树 木 轰 然 倒

下，被一车车地送下山。“我的个头儿越长越

高，但伐剩下的树，越来越矮、越来越细。”潘

宇回忆。

伊春有 60 多年的采伐历史，几代伊春人

穿山林、越石塘、过河沟，为国家提供木材

2.7 亿 立 方 米 ，占 同 期 全 国 国 有 林 区 的 约

1/5。但砍伐也让郁郁葱葱的小兴安岭一度

褪了色。据统计，与采伐初期相比，停伐前

的伊春市可采伐利用的成过熟林资源仅剩

1/10 左右。

从过度开发、无序砍伐，到实行森林采

伐审批制，再到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伊春

人的想法也在与时俱进：“以前伐木运木，现

在护林种树，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

潘宇大学一毕业就回到林场，研究科学

营林造林。“七八年前，造林的成活率还不

高，入夏时总能见到死苗，特别心疼。”潘宇

说。2019 年，在林场组织下，潘宇向中国林

业科学院的专家学习，应用起新技术——轻

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

排排网袋中，是精准配比的草炭土、珍

珠岩和各种肥料。从中抽出苗木，可见一大

团根系发达强壮。“以往的裸根苗要培育 4 年

才可以上山，一年仅有一季可以造林，成活

率在 85%左右。新技术仅需培育 3 年，三季

都可以造林，成活率在 95%以上。”潘宇和技

术人员们结合新技术需要，对播种机、覆土

机进行了改良，育苗所需人力又减了半。

目前，伊春森工已打造 12 个轻基质网袋

育苗基地，累计培育苗木 2.52 亿株，其中培

育轻基质网袋容器苗 0.7 亿株、裸根苗 1.82
亿株，极大促进了补植造林提质增速。

与此同时，森林的科学经营日趋精细。

汽车开进山路，左侧树影斑驳、林木高

壮；右侧则显得阴暗逼仄，树冠矮小。

“通过科学营林，示范区这侧的林木生

长量是对照区的 2.33 倍。”伊春森工美溪林

业局公司森林生态建设部部长张奎拿出修

树剪，示范起修枝，“不少树木标有记号。有

蓝点的是生长性状好的优势木，我们对其进

行修枝培育；有红点的是干扰树，需要分批

伐除。”

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忠培

介绍，通过引进、采用国际近自然育林先进

经营理念和技术，伊春因地、因林制宜确定

森林经营目标和措施。“我们加速培育大蓄

积量、大生长量、大径级木材，以及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功能完备的高价值林分。”目

前，这样的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试点面积已扩

大到伊春森工的 10 个林业局公司 20 万亩

林地。

据统计，停伐 10 年来，伊春市的森林蓄

积量年均增长 1000 万立方米以上。小兴安

岭间，绿意越来越浓。

构建林下产业链，实现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伊春“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停伐

后，林区人还能干些啥？怎样实现绿富共赢？

“构建林果、林菌、林药、林畜等林下产业

链，发展生物经济。”伊春市委书记隋洪波说。

野草、野菜、野果、树叶……在自动搅拌

机中科学配比，变成了湖羊饲料。

“山泉清冽，空气清新，湖羊的肉质滑嫩

浓香。”走进湖羊生态循环产业园，排排管道

正自动喂食喂水，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畜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君介绍，林下资

源“过腹增值”，还实现了产业生态循环。

目前，伊春森工集团已建设这样的标准

化湖羊养殖基地 6 个，育肥基地 24 个，通过

“林业局公司+林场+职工”经营模式，共带

动近千名林区职工年增收约 1.5 万元。

“我们还在研发引进更先进的湖羊繁育

技术，力争使繁育率提高到 2.5 以上。”李忠

培介绍。

在伊春森工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温室大

棚内，排排蓝莓树上开满白色花朵，背后藏

着靛蓝的蓝莓果，入口一尝，酸甜爆浆；棚

外，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正在施工架

设，通过智能监测、科学配肥、精准滴灌，让

每颗蓝莓树“吃饱又吃好”。

去年，这里的蓝莓树用上了基质盆栽新

技术，更耐寒、更早熟。“以往培育的蓝莓树，

每棵第五年才能产 1 斤，如今第三年就能产

5 斤。”伊春森工友好蓝莓产业园区管理办

公室主任许崇生介绍。

目前产业园蓝莓种植面积达 6100 多亩，

7 年来增长了 2.2 倍，园区总产值增长了近

2.6 倍 ，带 动 千 余 户 林 区 职 工 户 均 年 增 收

3000 元左右。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林区人的日

子越过越好。为了建立政企分开的国有林

区管理新体制，深化国有林区改革，2018 年

10 月，伊春森工集团成立。目前，伊春森工

集团职工人均月工资达到 4854 元，比 2018
年集团组建初期增长 68.3%。

改造设施改善环境，宜
居宜业宜发展

在 伊 春 森 工 上 甘 岭 林 业 局 溪 水 林 场 ，

柏油路两侧的排水渠干净笔直，串联起了

一 座 座 别 致 的 农 家 小 院 ，这 便 是 溪 水“ 农

家院一条街”，有 25 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和父亲一样，69 岁的林场退休职工刘养

顺也曾是一名伐木工人。如今，依靠林区良

好的生态环境，刘养顺和家人开起农家乐，

吃上了“旅游饭”。

“几年前门前的臭水泡子，经过治理建

设 成 了 景 点‘ 醉 蝶 花 谷 ’，很 多 游 客 来 拍

照。”2016 年，刘养顺的农家院在全林场率

先开业，他说，近年来林场大变样，砂石路

修成柏油路，房前屋后栽上红花绿树，吸引

了不少游客，家里也添了进账。“家乡越来

越美，咱愿意一直守着林子和大山。”刘养

顺说。

近 7 年，伊春森工持续改造提升景区、酒

店等基础设施，建设了 13 个旅游型林场，鼓

励职工兴办 62 家旅游民宿，全面提高接待能

力和标准。

在铁力林业局马永顺林场，退休职工王

秀云两口子搬进了两室一厅的楼房。“集中

供暖、供水、供气，和城里比也不差！”王秀

云说。

“过去林场为生产而建，条件简陋，我们

依据交通半径科学选点，规划将 195 个林场

居住区整合到 86 个，目前已完成 27 个林场

居住区搬迁，启动 13 个美丽宜居示范林场创

建工作。”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助理冯玉胜

介绍。

2009 年以来，伊春市棚户区改造建筑面

积 2528 万平方米，惠及 95 万余人。2019 年

以来，全市共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74
个，楼房 1097 栋，惠及居民 5 万余户。

“咱林场真是块宝地啊！”傍晚，夕阳为

远山密林镀上层层金边，王秀云忍不住拿

出手机拍摄，“这景色、这日子，真是越来越

好了。”

上图：伊春市宝宇森林生态小镇。

伊春市委宣传部供图

营
林
造
林
，发
展
林
下
经
济
，黑
龙
江
伊
春
—
—

因
林
而
兴

绿
富
共
赢

本
报
记
者

张
艺
开

核心阅读

黑龙江伊春市曾有60多年的采伐历史，于2013年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通过科学营林造林、精细化管理，如今，伊春全市
森林覆盖率已达 83.8%，林区人也过上了环境更美、产业兴旺的好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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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倪弋）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近 日

发 布 了 一 批 湿 地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典 型 案 例 ，旨 在 充 分 发 挥 典

型 案 例 作 用 ，进 一 步 引 导 各 级 检 察 机 关 继 续 加 大 湿 地 保 护

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效，切实监督保障湿地保护法统一正

确实施。

这批典型案例包括四川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若尔盖高寒

泥炭沼泽湿地系列案等 10 件，其中有 9 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监督案例，1 件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例。检察机关灵活运用诉

前磋商、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相关

违法主体积极整改，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既是监督之诉，又是

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特点。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介绍，湿地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多

数涉案面积广、涉及行政机关数量和层级多，甚至横跨不同行政

区划，这批典型案例也从侧面反映出湿地保护中行政监管职责

交叉分散、边界不清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相关

部门进一步厘清各自职责，形成湿地保护合力，并通过办案促进

建立健全湿地保护长效协作机制，推动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的

编制修订，探索生态环境功能损害鉴定办法，提升湿地保护能力

和水平，促进诉源治理和系统治理。

最高检发布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提升湿地保护能力和水平

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发布 2022
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公报显示，2022 年我国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实测总径流

量 13320 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偏小 7%；代表水文站

年总输沙量为 3.90 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 73%。其

中，2022 年长江和珠江代表水文站的径流量分别占主要河流

代表水文站年总径流量的 58%和 25%。 2022 年长江和黄河代

表水文站的年输沙量分别占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年总输沙量

的 17%和 52%。黄河、塔里木河和疏勒河代表水文站平均含沙

量较大，分别为 7.70 千克/立方米、3.95 千克/立方米和 4.08 千

克/立方米，其他河流代表水文站平均含沙量均小于 0.882 千

克/立方米。

2022 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对我国主要河流的实测径流

量、输沙量、重点河段和重要水库冲淤变化等进行统计分析。公

报的及时发布为流域综合治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涉

水工程建设运行及水生态修复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公众了解

中国河流泥沙状况提供了平台。

2022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

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年总输沙量为3.9亿吨

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董丝雨）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获悉：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公布，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共收录野生动物 1924 种，其中兽类 91
种、鸟类 1028 种、爬行动物 450 种、两栖动物 253 种、昆虫类 96
种、蛛形纲动物 2 种、寡毛纲动物 4 种。与 2000 年首次发布的原

名录相比，在基本保留原有种类的同时，新增了 700 多种野生动

物，实现了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大幅扩大。此外，调出了原名录

中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12 种兽类、130 种鸟

类、28 种爬行动物、11 种两栖动物和 8 种 8 属昆虫，予以更严格

的保护。对原名录所列物种中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已列入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且在我国已无野外种群的；在我国广

泛分布，种群数量极高，无灭绝风险，甚至还可能造成危害的，已

转按水生物种管理的等情形予以调出。

此次名录调整在科学评估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基础上，充分考虑种群变化动态、面临威胁、社会关注等

多方面因素，以坚持生态优先、维护科研需要、有利于社会发展

为调整基本原则，对脊椎动物，做到了尽量应保尽保；对无脊椎

动物，由于其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对确有必要，且符合调整基

本原则的予以列入。此次名录调整将有力推进保护管理能力的

提高、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科学研究水平和公众保

护意识的提升。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脊椎动物就达 8197 种。为

进一步提升保护效能，我国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管理，

珍贵、濒危物种实行重点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

外需要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通过制定《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加强保护和管理。

新调整的“三有野生动物名录”公布
新增700多种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