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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镶 嵌 在 我 国
东北部的大兴安
岭林区是华夏大
地最亮丽的绿色
海洋之一，这片
绿色同祖国的其
他绿色一起，佑
护着华夏大地一
切生灵的平安与
成长，佑护着华
夏大地的生态安
全，其重要性无与
伦比、不言而喻。

同 其 他 林 区
一样，大兴安岭
林区曾经走过了
一 段 弯 曲 的 道
路 。 在 那 个 年
月，不可胜数的
木材源源不断地
支援了祖国的经
济建设，做出了
极 其 巨 大 的 贡
献。但是，这贡
献的背后也使林
区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土地沙化、
水土流失，“穷猿
无可择、飞鹊更何
依”，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人类造成的生态后果要由人类
自己解决。从1998年开始，国家正
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至今已走
过 20 年的历程。树木采伐逐年缩
减，直到2015年全面停止商业性采
伐 。 20 年 间 ， 人 工 造 林 266.7 万
亩，森林抚育6953万亩，补植补造
177.5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约17.3
个百分点，茫茫林海的生机和神秘
重现。天保工程还将继续，绿色海
洋将更加碧绿。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
变态中”。山还是那座山，天还是
那片天，但人们对森林重要性的认
识越来越深刻。这其中既有历史的
教训，也有人类本身认知的进步。
如今，森林主要在防风固沙、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生态功能。同时，不再依靠
伐木生存的林业职工，转而依靠林
海所带来的旅游、林下经济等，走
向新的生活。

一个现代化的国度必然是一个
生态美好的国度。“中国梦”承载
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深刻思考和美好
未来，绿色国度是其题中应有之
义。那时，《我爱你中国》 所唱的

“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
峨，我爱你淙淙的小河……”，将
会成为华夏大地最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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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碳库”变“钱库”

从根河市出发，进山 29 公里来到上
央格气林场管护站，沿途的蜿蜒山路、
苍劲的林木、起伏的远山，构成一幅苍
劲壮美的画卷。如今，林业职工的主要
工作是巡护。“这个季节除了防止盗伐树
木，就是预防火情，工作和过去相比轻松
了许多。”孙德勇边走边告诉记者，“过去，
冬季是林区最主要的生产季节。这些年伐
了那么多树，如今也该回报森林了。”

2017 年 2 月 20 日，内蒙古大兴安岭
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标志
着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改革，开启
了生态保护建设的新征程。随着天保工
程二期的实施，“旅游+”战略将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旅游从局部推向全局。着

力打造的林区三大旅游板块和精品环
线，实现了高标准规划、高规格建设、
高效能服务。森林资源有偿使用试点改
革，加快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以林权证
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为基础，
探索出了森林景观、林下资源和基础设
施有偿使用、参股合作等新途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林下经济户由“松散
型”向“联合型”转变。天保工程作为
林区改革的坚强后盾，让转型的林业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017年 12月 18日，内蒙古大兴安岭
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绰尔林业局完成了首
笔金额为 40 万元的林业碳汇项目交易。
今年 1 月 18 日，绰尔林业局再次出售了
金额为 80 万元的碳汇权益。一个月内碳
汇交易额突破百万元，林区从昔日的木
材采伐到如今的“向呼吸要效益”。“过

去我们把森林看做是金蛋，如今我们把
森林看做是会生金蛋的鸡。从我这一代
人开始，保护好这片山林，未来一定能收
获金山银山。新生长的林木是一个巨大的
储碳库，未来还需要不断创新，将‘碳库’
变成‘钱库’。”李永清对未来充满期待。

一、半世纪采伐现危机

散步回来，孙朝省走到窗
前向外望去，一条窄窄的马路
对面，就是父亲曾经工作了几
十年的贮木场。

1956 年，孙朝省的父亲孙
殿聚从山东老家来到内蒙古大
兴安岭林区，成为根河林业局
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也是老孙
家第一辈林业职工。那年，根
河林业局刚刚建立第 2 个年头，
正 是 林 业 生 产 热 火 朝 天 的 年
代。随后，成年的孙朝省也从
老家来到内蒙古，成为上央格
气林场108小工队一名普通的林
业工人。几十年过去了，依然
乡音未改的孙朝省回忆道：“那
个时候，林业人脑子里只有一
件事儿，就是完成生产采伐任
务。”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生态
功能区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
木材采伐曾是整个内蒙古的经
济支柱。

1992 年，孙朝省的大儿子
孙德勇参加工作，父子俩在同
一个林场的不同伐木小工队。
后来，两个女儿也相继成为林
业工人。彼时，经过几十年的
采伐，木材生产的辉煌时代几
近尾声，大自然已经为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亮出了黄牌。

“那些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采伐任务一年比一年少，林业
工人的绩效工资是按照采伐量
计算的，随之而来的是收入越
来越低。”孙德勇说。

孙德勇 （右） 和杜永武在林
间进行日常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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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40 周年。
据国家林业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三北地
区防护林体系已初具规模，生态状况显著改
变、生态面貌大为改观，风沙危害和水土流
失得到初步控制，三北工程为改善三北地区
生态环境，提高土地承载力，促进区域绿色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年九旱，不旱则涝。”在我国的西
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风沙和水土流
失制约着这一带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生
态建设也构成了严峻挑战。1978年，为从根
本上解决三北地区的生态危机，中国政府做
出了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大战
略决策。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指在中国西北、
华北、东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
程。按照工程建设总体规划，从1978年开始
到205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共

需造林5.34亿亩。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横跨东北、

华北、西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
全的生态功能区，是三北地区重要的生态防
线。但同时，这里也是全国沙化土地最为集
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内蒙古的生态
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
展，也关系东北、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
态安全。

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将 三北防护林工
程作为科技示范工程，不断增加投入，丰富
和发展抗旱造林系列技术，从源头上保证林
草成活率和保存率；加大针叶和绿化美化树
种等优质林木新品种的引繁力度，增加育苗
科技含量；加强科技培训，采取典型劳动、
现场演示的办法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科技水
平；集中精干力量，针对不同立地情况，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课题攻关，研究相
应的治理措施，以实现适用技术和攻关技术
的连续交替，增强工程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
的能力，提高林地的综合效益。

据2017年召开的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透露，截至目前，三北
防护林工程已累计完成造林 2918.53 万公顷，
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建设初期的5.05%提高至
13.02%，森林蓄积量由起初7.2亿立方米增加
到20.98亿立方米。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遏制了荒漠化扩展趋势，从
根本上扭转了荒漠化扩展的局面。三北地区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连续 10 年呈现“双缩
减”。同时，三北防护林工程还对防治水土流
失发挥了积极作用。

苍茫林海今胜昔苍茫林海今胜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勇勇

二、“天保”让山林焕新颜

直到1997年孙朝省退休，大兴安岭林
区依然以木材生产为主业。为缓解木材资
源危困，1998 年天保工程开始实施。这
时，已经参加工作的孙德勇经历了由以往
的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

2014 年，当上 209 工队队长已 2 年的
孙德勇没有活儿干了，他主动申请转到森
林管护站当一名普通的护林员。让他感到
意外的是，不伐木了，他的收入却逐年增
加。“像孙德勇一样的职工，收入之所以
能够不降反升，主要得益于天保工程。正
是因为国家以战略性眼光实施的天保工程
投入了大笔资金，才没让林业职工受冻挨
饿。”根河林业局组织部部长刘顺起告诉
记者。

也是在2014这一年，孙朝省的外孙李

永清大学毕业后考入林业局工作。在林区
出生的李永清听着伐木的油锯声长大，待
他进入林业系统，林业局的职能又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转变。父辈参加工作时都是从
伐木工干起，但李永清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下央格气林场当护林员。

现任根河林业局副局长的于海俊，是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首屈一指的林业专家
之一，他曾全程参与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的调查、
数据汇总、指标确定和编制过程。他说，
林业职能的转变正是始于1998年天保工程
的实施。

“天保工程的目的是对木材生产进行
大幅度调减，我们当时确定的是‘两林三
划分’。‘两林’就是按照生态的脆弱程
度，把林区分为公益林和生态林。‘三划
分’就是进行分类区划、分类指导和分类
施策。”时任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

划院规划设计室主任的于海俊几乎走遍了
林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回忆，制定实施方
案的过程也是林区不断进行抉择的痛苦过
程——不仅要达到调减木材产量的目的，
还要兼顾森林资源管理、林下资源开发利
用商品林建设、富余人员分流安置、企业
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天保工程资金投入估
算和效益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

20年来，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林区
生态和民生建设啃下了一块又一块难啃的
骨头。森林资源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但得
以大幅度提升，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维护
了呼伦贝尔草原、东北粮食生产区生态安
全作用。

据统计，天保工程一期国家累计投资
1186 亿元，使林区成功度过艰难时期。职
工尽管还是低收入，但实现了广就业、保稳
定的安定局面。同时森林资源得以休养生
息，森林面积和蓄积实现了稳定性增长，生

态建设成效显著。
2013 年第八次全国森

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通
过 天 保 工 程 森 林 资 源 管
护、中幼龄林抚育和后备
资源培育，1998-2013 年，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
面积净增 89.92 万公顷，达
到 826.85 万公顷；森林蓄
积 净 增 2.12 亿 万 立 方 米 ，
达到 8.52 亿立方米；单位
蓄积量净增 17.94 立方米，
达 到 每 公 顷 104.74 立 方
米 ； 森 林 覆 盖 率 增 加
8.3%，达到 77.44%。天保
工程实施第 20 个年头，记
者走进这片山林，看到的
是林区生态、林业职工生
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历史
性转变。

曾经繁忙的贮木场已被闲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勇勇摄摄

三北防护林护出好生态
冯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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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清晨的阳光播撒大地的时候，一位老人便准时来
到住处附近的电视塔山前，深情地注视着山上一片片绿色
的松林。他叫孙朝省，现年74岁，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根河林业局退休职工，他的一家四辈人都是林业职工。天
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使新时代林业人的主要任务从砍树
变成了护林。像林区千百个家庭一样，孙朝省一家人见证
了苍茫林海重新披上翠绿底色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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