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几场大雪，让兴安盟阿尔山市好森沟国家
森林公园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

“别看下雪了，又是疫情防控期间，防火责
任依旧重大，可不敢马虎。”天刚亮，张陆军和
郭丽芳夫妇就爬上海拔 1300 多米高的望火
楼，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他们是兴安盟五岔
沟国有林管理局好森沟林场的护林员，已经守
护这片绿色 10 余年。

这里的山顶没有水源，夫妻俩的水、粮食、
生活用品都要从山下往山上背。从山脚到山
顶，单程要将近两小时的路程，身材娇小的郭
丽芳每次上山都要背着一个装满生活物资的

大包，张陆军心疼妻子，就自己把水背到山顶，
再下来接妻子的包裹。其实这还不是最困难
的，让两人担心的是五六月份的蜱虫，被叮咬
的人很容易患上森林脑炎，而这里没有医疗设
备，他们被叮咬之后只能用土办法治疗。

护林员的工作艰苦而又枯燥，但他们从不
懈怠。也正是夫妻俩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才能
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清晨，第一时间在望火楼
上瞭望到起火点并及时上报，使火情及时得到
控制。由于工作出色，张陆军 1994 年被评为
单位先进工作者，郭丽芳 2018 年被评为五岔
沟国有林管理局“最美森林卫士”。

在五岔沟国有林管理局，像他们这样的绿
色卫士有 700 多名。该局始建于 1959 年，地
处大兴安岭中段南麓，是大兴安岭岭南八局之

一，辖区东西长约 120 公里、南北宽约 100 公
里，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苍山育翠、沃土藏金，有着 300 多种
珍贵的中草药和 300 余种野生动物。

建局之初，五局人就把绿色当成自己的
信仰。创业时，几代人白了黑丝，绿了荒山；
转型时，爬坡过坎，勇往向前；改革时，乘风
破浪，破旧立新。历经 60 多年艰苦卓绝的
生态建设，截至目前，五岔沟国有林管理局
施业区经营总面积达到 58.6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为 61.98%，同比增长 19.98%。

护绿，更要添金，只有让绿水青山充分
发挥经济社会效益，才能实现“绿富美”的同
频共振。在这里，林下资源逐渐变成了林下
财富，美丽风景正绽放出美丽经济。

好森沟国家森林公园，就位于五岔沟国
有 林 管 理 局 好 森 沟 林 场 境 内 ，总 面 积
37.996 公顷。公园内森林茂密、山势险峻、
自然物种丰富，无数险崖怪石、清潭冰瀑掩
映 在 巨 树 密 林 之 中 ，素 有 大 兴 安 岭“ 小 桂
林”之美誉。

近几年来，五岔沟国有林管理局依托好
森沟国家森林公园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已开
发麒麟峰、麒麟峡谷、许愿桥、帝王峰、天河
峡谷等众多景点，还建了林俗博物馆。春游
踏青、夏来避暑、秋赏硕果、冬观积雪，生态
旅游发展得风生水起。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但释放出来
的效益却大不同。以前是油锯一响黄金万
两，现在是保护森林价值更高。

“过去是裸根育苗，自从改为营养杯育苗，
成活率能到 95%，育成的苗子局里直接收购用
于雨季造林。这样一来，不但造林效率高了，我
们育苗户的收入也上来了！”育苗户刘君笑得一
脸灿烂，2019年他家光育苗这项收入就达到了
10万多元。

在五岔沟食用菌养殖园区，15 栋钢筋骨
架的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年种植黑木耳、赤
松茸、灵芝等各类菌棒 60 万棒，带动了 120
余名贫困户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生态产业消耗低、污染少、可循环发展，
是典型的“绿富美”产业。借力“生态+”，逐
梦“绿富美”，让产业链串联致富链，五局人越
来越认识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
山”，保住了绿水青山就是保住了财富之源。

“绿富美”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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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获悉，近日，阿拉
善左旗公益林管理站组织
10 名技术人员，完成了国家
级公益林管护责任区划分工
作。据了解，在此次管护责
任区划分中，技术人员结合
各苏木镇草场图将每个管护
责任区涉及牧户全部标注清
楚，更加明确了护林员的管
护范围，为护林员选聘及开
展禁牧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
的依据。2019 年，阿拉善左
旗国家级公益林落界面积共
909.01 万亩，其中新增国家
级公益林面积 131.24 万亩。

□本报记者 石向军

春 节 前 ，以 清 水 河 沙 棘 为 原 材
料、依托支付宝“蚂蚁森林”树种开发
的第一款生态产品“Ma 沙棘”饮料正
式上线售卖，每瓶“Ma 沙棘”除去原
料采收、厂商生产加工成本外，其余
款项将全部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专
项基金，用于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保护及脱贫增收。

“ 没 想 到 种 了 十 来 年 的 酸 刺 刺
（沙棘），现在倒成了我们脱贫致富的
好东西啦。”58 岁的清水河县北堡乡
老牛坡村村民余二小说。十几年前，

清水河县北堡乡开始种沙棘，那时候
单纯为了防流沙。近几年有人收购
沙棘，村民种植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刚开始只是零散收购，价格不高，沙
棘纯果只能卖到每斤 0.3 元；去年有
了蚂蚁金服固定收购，沙棘果连枝卖
每斤 0.9 元、纯果每斤 2.5 元，翻了 8
倍还多。入冬后，许多村民上山采沙
棘，一冬天就能挣 2 万多块，村民们
多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64 岁的村民郭润虎和老伴儿与
老牛坡村村民一样，夏天种玉米、莜
面、胡麻等杂粮，30 多亩地一年的收
入也就 4000 多元，一儿两女嫌种地
不挣钱，都跑到山西朔州打工去了，
老两口靠国家粮食补贴和儿女接济

度 日 。 去 年 ，仅 靠 采 摘 沙 棘 郭 润 虎
夫妇就挣了 3 万元。采沙棘至少要
在 零 下 15 度 进 行 ，是 个 辛 苦 活 儿 。
郭润虎回忆说：“采果往往要在凌晨
气 温 最 低 时 从 家 出 发 ，摸 黑 去 沟 里
寻 找 沙 棘 ，剪 下 枝 条 再 背 出 山 沟 装
车 。 一 次 背 100 多 斤 ，走 两 小 时 山
路。运回村里还要赶在天亮气温回
升 前 把 冻 结 实 的 果 实 敲 落 ，沙 棘 果
价格才高。”

为了保护生态、脱贫致富，清水
河 县 依 托 蚂 蚁 金 服 的 支 持 ，在 老 牛
坡 村 大 力 种 植 蚂 蚁 森 林 沙 棘 林 地 ，
目 前 已 种 植 沙 棘 4 万 亩 ，当 地 村 民
采摘沙棘人均可增收 2 万元。“经过
两 年 多 实 践 ，清 水 河 的 老 百 姓 确 实

从 沙 棘 林 的 保 护、种 植 上 得 到 了 好
处。今年还要再种 2 万亩沙棘。通
过这种模式，把支付宝的广大用户、
蚂蚁森林的会员吸附到我们的生态
扶贫上。”清水河县委副书记、县长
亢永强告诉记者。

2018 年 ，蚂 蚁 森 林 与 清 水 河 县
合 作 成 立 了 野 生 沙 棘 保 护 地 ，有 计
划 地 种 植 沙 棘 经 济 林 。 目 前 ，清 水
河 县 森 林 面 积 已 达 129.28 万 亩 ，森
林覆盖率达到 30.6%，被评为全国绿
化 模 范 县 。 据 悉 ，全 球 共 有 5 亿 网
友在蚂蚁森林参加了攒能量种树活
动，共种植 1.22 亿棵真树。其中，网
友 的 3.6 亿 次 浇 水 变 成 了 清 水 河 县
的 20 万株沙棘。

酸刺刺变成富果果，山老区趟出脱贫路

低覆盖度羽翼袋沙障
及其铺设机械
研发成功

本 报 2 月 17 日 讯 （记 者 施 佳
丽）近日，低覆盖度羽翼袋沙障及其铺设
机械研发项目在呼和浩特市通过成果鉴
定，该项成果达到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
平。

低覆盖度羽翼袋沙障是内蒙古低覆
盖治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低覆盖度治
沙理论的基础上研发而成的，是一种固
阻兼顾的新型沙障。经风洞和野外测
试，新型沙障平均防风固沙效果比网格
沙障增加 40%，输沙量减少 80%，风蚀
量减少 40%左右。

为提高羽翼袋沙障的铺设效率，内
蒙古低覆盖治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
了专用装备，集取沙、偏心振捣、成型导
向、封袋于一体。与人工铺设草方格作
业相比，机械铺设效率提高 80%以上，
节约施工费用 70%以上。鉴定专家认
为，项目成果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在治
理流动沙丘方面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乌兰察布市

建立 121 家
粮食应急企业

本 报 2 月 17 日 讯 （记 者 钱 其
鲁）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近年来，乌兰察布市积极构建粮食保
障应急网络，初步构筑起保障有力的应
急网络体系。

按照“整合资源、合理布局，坚持标
准、严格监管，服务为本、便民利民”的原
则，目前该市已建立 121 家粮食应急企
业，确保了应急之需。并及时建立市级
应急成品粮和食用植物油储备，结束了
该市没有应急成品粮和食用植物油储备
的历史。该市还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市县
一体的粮食价格监测体系作用，及时发
布当地及周边地区粮油供求及粮油市场
价格信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为宏观调
控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开鲁县

贫困人口全部
嵌入产业链条

本 报 2 月 17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通辽市开
鲁县坚持走规模化、标准化、基地化、组
织化、合作化产业扶贫发展之路，健全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创新扶贫资产管理机
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基础。

该县紧紧扣住“特色鲜明、带贫面
广、竞争力强的扶贫产业，突出规模化、
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完善产业扶贫项目库建设，培育
140 万亩标准化玉米、60 万亩红干椒、
26 万亩林果、25 万亩蔬菜、37 万头肉
牛、100 万只肉羊、100 万口生猪、20 万
千瓦光伏、10 万对肉鸽、乡村田园综合
体十大优势扶贫产业，形成多极支撑的
扶贫产业体系，推动贫困人口全部嵌入
产业发展链条，实现村村都有特色产业、
户户都有增收项目。

该县还把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同谋划、同部署，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市
场需求产业、金融支持产业，规划入库了
一大批辐射面大、带动力强、前景好效益
高的产业项目，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和
贫困户。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
者 李晗）记者从自治区供
销合作社获悉，近日，通辽市
振兴家乡专业养殖合作社联
合社在科尔沁区成立。该联
合社由科尔沁区供销合作社
指导，4 个肉羊养殖专业社
发起，带动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辽宁等省区 45 家肉羊
养殖专业合作社，辐射养殖
户达 2500 户。联合社成立
后，将主要提供统一品种、统
一饲料供应、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销售的“四统一”服务。

不砍树，也能致富，这是五岔沟人给我最
直观的感受。作为国有林区，兴安盟五岔沟
国有林管理局是如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
资本，进而变成发展资本，真正释放出生态红
利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有取有舍，就是

他们的答案。
当 60 多年的伐木史一朝终止，一场巨大

的变革在这里已然开启。“严格执行全面停伐
政策，切实落实红线保护制度，高质量开展生
态建设工作。”该舍弃的，五岔沟人毫不犹豫。

这里，榛果、蘑菇、药材等林下资源十分
丰富，巨树密林、清潭冰瀑、奇花异草等秀美
风光数不胜数。靠山就得吃山，五局人找到
了新吃法：他们大力发展林木种苗产业、食用
菌产业和生态旅游业，砍树人变成了绿水青

山的守护者和绿色食品的推销员。
从生态环境优势到生态经济优势，五岔

沟人有进有退，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标配，在绿水青山间逐梦

“绿富美”。

□本报记者 李晗

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
鞍山村村民马金豹过得充实而忙
碌，他先后卖了 6 头牛，顾不上仔
细清点收入，就又全身心投入到
公益岗位的工作中。“以前真是人
穷志短。现在，有脱贫资金和这
么多产业，只要勤劳肯干，何愁脱
不了贫，过不上好日子呢？”略显
腼腆的他说起未来的生活，眼神
里充满了希望。

如今，全年全天候种养殖、开
办农家乐、家门口务工等多渠道
增收方式在喀喇沁旗渐成声势，
以产业兴家庭的意识在这里蔚然
成风。

去年喀喇沁旗脱贫摘帽后，
继续强化落实产业扶贫政策，进
一步巩固扩大产业扶贫成果，通
过继续实施菜单式产业扶贫，为
新识别贫困人口提供产业发展资
金 1.1 万元，累计发放菜单式产业
补贴资金 3495.1 万元，实现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奖补政策
全覆盖。

同时，继续实施“扶强带贫”
产业项目。去年，喀喇沁旗共投
入扶贫资金 6880 万元，实施“扶
强带贫”项目 76 个，通过项目实
施，新建日光温室 1517 亩，冷棚
1272 亩，发展经济林 648 亩。在
产业发展的同时，“扶强带贫”项
目 经 营 主 体 通 过 带 动 贫 困 户 务
工、流转贫困户土地、贫困户参与
生产经营等方式使贫困人口增收
脱贫，“扶强带贫”项目共发放工
资 223 万元，带动吸纳贫困户务
工 447 人，年人均增加收入 5000
元。

“产业这么多，
何愁不脱贫”

◎画中话·HUAZHONGHUA

◎消息树·XIAOXISHU

夫妻俩经营着四个大棚。

采摘期可持续采摘期可持续 55 个月个月。。

□本报记者 袁溪 摄影报道

卢全锁侯引弟的草莓大棚里，暗香涌动。侯引弟说这香气来自“圣
诞红”。

“抗疫时期，我们从春节起就及时调整了经营思路，以前是顾客来大
棚采摘，现在是我们按需上门送货，保证非常时期顾客能吃上安全放心
的有机果蔬。”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舍必崖村现代农业特色观光
园区金灿草莓采摘园里，卢全锁侯引弟夫妇正忙着采摘草莓准备送货。

卢全锁侯引弟夫妇是舍必崖村原住民，经营着四栋自己的大棚，除
了一棚种着获得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证书的冬草莓新品种“圣诞红”外，
其余三个大棚还种着番茄、黄瓜、芹菜和水果萝卜等大陆菜。侯引弟是
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她丈夫卢全锁言语不多但心中有数。他们的果蔬种
植形成轮作梯队结构，除了栽种季需要几个人帮手，其余时间都是夫妻
俩自己打理，园子经营得整洁漂亮，再加他们诚信经营，被顾客称为“最
美采摘园”。

“种良心菜，卖平易价。疫情当前，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所能为社会
做贡献。”卢全锁说。

最美采摘园最美采摘园

及时摘除残病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