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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这里的绿色，至关重要。作为我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面积、蓄积
均居全国重点国有林区之首。10.67万平方公里的林海维系着呼伦贝尔大草原、东北粮食主产区乃
至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不可多得、不可复制。

这里的绿色，值得骄傲。经历近17年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建设
走在国有林区前列，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较开发建设初期分别增加了191万公顷、2.9亿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提高17.34个百分点，几代务林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筑起了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玉荣 《林海日报》记者 刘洪林

本期内蒙古党报联盟
成员合作单位：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
潜力。而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无疑是自治区“绿色”“生
态”版图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2017年2月20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重点国有林
管理局挂牌成立。转向维护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的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阔步
迈向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2014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边陲的阿
尔山林业局看望林业职工群众，到生活在棚户区的郭永财
家中，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坐炕头……详细了解务林
人的生活情况。

林区政策会越来越好，林区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语，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也为新时期林区改革发展勾画出一幅光明的蓝图。

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带领林区各
族干部职工全力投入到国有林区改革工作中。按照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自治区党
委、政府印发了《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总体
方案》，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扎实稳健推进改革工作，进一
步推动社会融入地方，经济融入市场，确立发挥生态功能、
提供生态服务、维护生态安全的基本定位，建立有利于保
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和民生、有利于增强
林业发展活力的国有林区新体制。

2016年隆冬时节，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深入根河
林业局，踩着厚厚的积雪，走进茂密的林子，走进职工宿
舍、餐厅，与进行森林抚育作业的工人亲切交谈，询问全面
停伐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下大力气抓好国有林区改革。要坚持生态
保护与经济转型并举，大力发展木材深加工、特色经济林、
森林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李纪恒书记铿锵有力的话
语，浓缩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推动林区发展稳定的殷切
希望，体现出对林区改革的高度重视。

2017年2月20日，必将载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发
展史册。这一天，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正式
挂牌成立，标志着林区改革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也
是国有林区向党中央交上的第一份“改革答卷”。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管理局成立
仪式现场指出，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的成
立，标志着我区国有林区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内蒙古
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先行一
步、做出表率”的要求，不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如今，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按
照发挥生态功能、提供生态服务、维护生态安全的国有林
区基本职能，聚焦生态主业，正在全力保护建设大兴安岭
这个天然优质水塔、北国之肺。

新时期的生态保护建设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生态保
护建设实现新跨越：“十三五”期末，森林蓄积量增加8000
万立方米，达到9.3亿立方米以上，活立木总蓄积达10亿
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提高0.86个百分点，达到78.3%；
林地保有量951.36万公顷，湿地保有量120.35万公顷；林
业自然保护面积占林区总面积比例达到20%，全力打造
生态保护示范区。

多育苗多植树 护好林守好绿

7月 16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绰尔林业局古营河林场
110林班现场作业区，挖坑、移苗、扶正、压实、浇水……百
名干部职工荒山荒地造林忙，看着一排排刚刚栽植的樟子
松树苗，森林经营管理处主任孙新杰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容。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挂牌成立
的第一年，孙新杰和同事们完成了职责转换——持证上
岗，成为森林经营专业队伍的一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
标，那就是成为生态建设主力军。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好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真正把生态建设的重担挑起来，把责任担起来，保护
好、建设好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谈及近日自治
区党委书记李纪恒来林区调研，孙新杰说出了几个月来的
感悟。

时间回溯到今年春节到来之际，根河林业局014工队
的工友们一心想把他们的业绩向李纪恒书记汇报，于是，
一封承载着林区一线职工扎根林区、植绿护绿的“生态保
护建设成绩单”从深山飞向呼和浩特。

4月份，在林区春季植树造林季节到来之际，李纪恒
书记给根河林业局014工队工友们回了信，这也是对林区
万千一线职工的关心。多育苗、多植树、护好林、守好绿的

嘱托，让务林人牢记心间。
时至今年7月8日，李纪恒书记再次来到重点国有林

管理局调研，查看林地一张图地理信息系统、听取防火通
信系统的汇报、观看林区开发建设65年成就展、详细了解
林区当前的改革发展情况、慰问雷击火场一线的干部职工
……

李纪恒书记指出，大兴安岭是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
宝贵资源，要担负起神圣使命，把大兴安岭管好、护好、经
营好，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我们将牢记李纪恒书记的嘱托，继续铆足劲儿把本
职工作做好，让祖国最北方变得越来越绿，林区越来越
美。”014工队职工张建伟说出了全体务林人共同的心声。

万亩荒山荒地披新绿，一株株新栽植的树苗迎风而
立、错落有致、摇曳多姿，近山、远山，处处散发着树木的芬
芳……进入5月，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自南向北拉开了植
树造林的序幕。

最是一年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时。人们欣喜地看
到，从城镇到林场、从荒山到大地、从重点路段到旅游景
点，到处是植树的身影，到处是绿化的战场，上下齐动员，
干群齐上阵，造林绿化的热潮在林海深处涌动。

图里河林业局组织全局12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义务
植树，共栽植樟子松12.9万株，累计栽植面积近800亩；毕
拉河林业局组织中心苗圃，将5个花卉品种2.7万株幼苗
移植到容器杯中，为局址环境美化增添亮色；满归林业局
孟库林场组织职工开展“城镇镶嵌森林，森林拥抱城镇”房
屋拆迁旧址绿化工作，经过前期整地、挖坑、备土等准备工
作，植树绿化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据统计，林区上半年完成植被恢复1.72万亩，为计划
的51.2%；人工造林完成1.51万亩，为计划的50.3%；完成
森林抚育162.3万亩，完成补植补造7.29万亩，育苗生产
444.2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更令人欣喜的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将绿色与民生
紧密联系。为彻底改善林区职工群众的生活条件，让幸福
全覆盖、无死角，林区依托棚户区改造政策启动了深山远
山搬迁，这一举措放大了林业棚户区改造工程效益，让职
工居民享受到城市文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同时，深山
远山搬迁扩大了林区腹地无人区面积，减少了森林腹地的
人为干扰和火灾隐患，降低了森林资源管护成本，森林资
源生活消耗大幅降低，恢复造林地8.4万多亩，生态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几年来，已有5.22万户生活在森林腹地的职工居民
搬出大山，万千林业职工群众圆了安居梦，过上了新生
活。而深山远山拆迁区迎风摇曳的片片新绿，树起的是一
座座林区各族干部职工爱绿、植绿、护绿的丰碑。

坚决防控森林灾害

进入林区，防火第一。森林防火工作关乎生态安全，
历来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森林面积辽阔、集
中连片、农林交错，林间植被茂密，地被物厚，春秋两季干
旱少雨，风大、风多，且干雷暴天气频繁，林区被列为国家
一类重点森林火险区。

今年入春，持续干旱、大风天气令森林火险等级一再
攀升。一场突来的大火给多年来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的
大兴安岭林区敲响了警钟。危急时刻，9430名扑火人员
迎难而上、勇战火魔。火场指挥和扑救人员打了一场森林
扑火的经典战役，过火森林面积仅有1.2万公顷，保住了大
兴安岭万顷林海和周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起森林火灾，动用兵力之多、火势发展之快、火灾影
响之广是林区近些年防扑火工作所未见的。痛定思痛的
务林人认真梳理防火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进
一步夯实防火工作的管理基础。

用最深刻的教训提升防火意识。对此，内蒙古大兴安
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把森林防火当做
重要政治任务，从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的高度落实防火工作领导责任制，全面强化
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生态理念和森林灾害防控意识，从
根本上筑牢防范森林火灾的第一道防线。

用最严格的手段加强火源管理。编制印发了《内蒙古
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火源管理工作细则》和《林区森林
防火工作手册》，对林区火源管理和防扑火常识提出明确
要求。在防火期间除森调、营林、重点工程建设等允许恢
复作业以外，林区其它生产活动全部停止；防火期内林区
全部实行封闭管理，清除一切非法入山人员；对垃圾焚烧、
电网管理、燃烧物残渣处理提出了更加细致严格的要求，
制作防火箱1229个发放到各野外作业点。

用最严密的措施强化制度建设。对《林区森林火灾应
急预案》进行再修订、再完善；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森
林防火工作的意见》《林区开展森林防火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成立专项调查组，在全林区范围开展3个月的集
中专项整治，全面提升森林防火工作整体水平。积极开展

实战演练和培训，提升各级防扑火指战员的战斗力；严格
调度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严格执行火灾“零报告”制度。
各单位主要领导对防火工作必须亲自研究部署，分管领
导、包片领导、督导组成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对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到位、隐患不整改、扑救不得力以及隐瞒不报
告火情等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切实
提高各级干部的危机感、责任感。

用最科学的方法提升综合能力。针对火灾暴露出来
的林区防火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争取自治区支持，购买
两架M-171航空护林飞机；自筹资金2千多万元，对于林
区的断头路、危旧桥涵进行维修，初步缓解林区防火道路
质量差的问题。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紧急采购一批防火
通讯设施设备，包括车载中继台、摩托罗拉对讲机、GPS定

位仪、铱星卫星电话、大疆悟2无人机等。
森林病虫害一旦大规模爆发，其危害不亚于森林火

灾。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务林人把森林病虫害作为
“无烟的火灾”加以重视，时刻保持着对森林病虫害的高度
警惕。

今年6月，一次自开发建设以来规模最大的飞机防治
在这里展开，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调集5架
作业飞机，对阿尔山和库都尔林业局带齿舟蛾、模毒蛾进
行飞机防治工作，完成飞防面积154.8万亩。自1981年
以来，林区已累计开展飞机防治9次。

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方针，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
不断加强有害生物预报监测，推广无公害防治技术，连续
多年完成国家森林有害生物防治“四率”指标。同时，开展
森林保险业务，有效增强灾后再恢复、再生产能力。

一定要把保护好这片大森林的重担挑起来，把责任担
起来。对此，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信心百倍。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定规划、转机制、强基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新成
立的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确立了新时期改
革发展的主基调。

该局围绕国有林区职能定位，从长远和宏观视野重新
谋划，制定完善了《森林经营内部购买服务试行方案》《森
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方案》《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规划》《林
区旅游业发展指导意见》《林区森林资源管护方案》等一系
列规划方案，提出中长期改革发展的思路目标，打好改革
发展基础。

对于绰尔林业局瞭望员郑洪山来说，他有的只是上塔
下塔和塔上13个小时每隔两三分钟的瞭望巡查。

大黑山，海拔1600.2米，呼伦贝尔境内第一高峰。这
里，气候环境恶劣，高寒、大风，山上的树长不高，几乎不超
过10米，人称“老头树”。今年49岁的瞭望员郑洪山在
这座瞭望塔上已瞭望31年。

在大黑山，春季、秋季气候变换交替时，一个月中，不
刮风的天气只有四五天，山下五六级风，这里能达到七八
级，瞬间风力甚至达到10级以上。“风大时，不能下塔，一
是这正是工作紧要期，得时时观察森林情况，二是人也下
不去，感觉风能把人吹跑。有时也想打退堂鼓，可又一想，
谁都不愿意干那这片林子谁瞭望？”郑洪山说。正是有了
像郑洪山一样工作生活在深山里的管护人员的默默坚守、
无私奉献，才换来万里林海的安宁。

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把林地保有
量、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增长、无重大资源林政案件等
指标纳入责任书考核体系，责任落实率始终达100%。今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围绕健全森林管护
管理体制，进一步探索“全员大管护”管理模式，完善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4级管护网络责任体系；开展森林经营
购买服务试点工作，建立管护成效与各级管护机构、人员
收益挂钩的市场机制。

按照“保生态、保民生、保发展”的原则，将人力、物力、
财力优先向生态保护建设倾斜，重点保障一线职工工资和
机构正常运行费用、重点生态建设项目资金配套。今年上
半年，又有好消息传来，已争取到中央财政管护站点用房
建设资金9000万元，计划分3年新建和改造管护站443
个，进一步提高管护站点密度，完善功能。

一手管护、一手打击。打击毁林开垦专项行动在内蒙
古大兴安岭林区已开展多年。自2012年开始，该局持续
开展林地清理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毁林开垦、蚕食林
地、偷猎盗采等危害生态资源安全的行为。同时，在北部
原始林区开展武装“三清”行动，杜绝非法采金和猎捕野生
保护动物的行为。结合林政执法大检查和国家林业局开
展的“绿盾系列行动”等活动，联合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
安局严厉打击毁林开垦、乱捕滥猎等违法犯罪行为，极大
地打击了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和违纪行为，案件总量呈
下降趋势，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

总结多年来打击毁林开垦工作的经验，当前，内蒙古
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正在探索建立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的长效机制。针对毕拉河、大杨树等生态保护矛盾比
较突出的区域，推广发展沙棘、蓝莓、榛子等经济林果种植
模式，转变林农的致富观念，缓解林农、林牧矛盾，巩固林
缘红线。

山还是那片山，林还是那片林。不同的是，林海中务
林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革，从“砍树”到“看树”，转变的
不只是行动，更是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保护管理好大兴
安岭这片绿色林海已成为所有务林人的共识。

让大兴安岭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在行动。

防火瞭望。 栾维敬 摄

快扑队员训练。 冬梅 摄

在林区无忧无虑生活的石兔。 刘玉荣 摄

达尔滨罗杜鹃湖畔。 刘玉荣 摄

浩瀚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浩瀚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刘玉荣刘玉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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