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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张丽娜
安路蒙 徐壮

盛夏时节，大兴安岭腹地草木繁
盛。穿过层层叠叠的青松白桦，一排
排褐色双层木屋映入眼帘。屋外，老
人惬意喝茶；屋内，妇女们烤列巴、做
鹿皮画——这里是内蒙古敖鲁古雅鄂
温克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鄂温克
人下山定居，过上现代生活，实现历史
性跨越。

从原始狩猎到转型旅游，从离群索
居到文化交流，鄂温克族的沧桑巨变，
成为各民族携手前行的缩影，在奔向小
康的征程中留下精彩篇章。

走出山林，拥抱新生活
“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

们”。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
之一，不足4万人，分为索伦、通古斯和
使鹿3支部落。

最有特色的使鹿部落居住在根河
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长期生活在大
兴安岭原始森林，世代打猎为生，被称
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新中国成
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产生活
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着用木杆和桦
树皮搭建的“撮罗子”，过着与世隔绝的
生活。

提起曾经的日子，79岁的中妮浩老
人用鄂温克语喃喃回忆：“住在山上，经
常没有粮食吃，冬天连条秋裤都没有。”

1958年，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第一
个鄂温克族乡在额尔古纳市成立，猎民
们的生活开始与现代接轨。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
化，鄂温克猎民沿袭多年的游猎方式，
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只有下山定居，找到新的发展方
式，才能使这个族群发展壮大。”敖鲁古
雅鄂温克族乡乡长张万军回忆道。

2003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将
鄂温克猎民的定居点南迁至根河市附
近。

62户、200多名猎民告别山林，搬
到了新居点。等待他们的，是每家独栋
的现代化双层木屋。屋内集中供暖，做
饭可用液化气。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
台一项项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各级各方着力解决鄂温克猎民
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看病
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搬下山后的生活超乎想象的好。”
鄂温克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
房子是国家盖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
便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方便了；离
城市更近，就业渠道也拓宽了，家家户
户收入可观，开上了小汽车。

新中国成立初期鄂温克族人口平
均寿命43岁，目前平均寿命达到75岁，
80岁以上的鄂温克族老人有上百人。
开办民族工艺品店的老板索云生了二
胎，她说：“我们现在身体健康，啥也不
缺，这就是小康生活。”

绿色转型，迎来新契机
过去，鄂温克人用皮毛产品以物易

物，如今，网络销售、电子支付等已成寻
常。一些头脑灵活的鄂温克人勇闯商

海，很多人当上了“老总”。
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鄂温克族青

年诺日放弃一线城市的高薪职位回到
家乡鄂温克族自治旗。如今，他已把原
来年产值40万元的牧民合作社发展成
产值超过上千万元的养殖、旅游企业。

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和民族文化
特点，不少鄂温克族人投身旅游业，寻
求古老民族绿色转型。

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的松林深
处，盛夏的骄阳穿过嫩绿的枝叶间隙，
投下斑驳光影，鄂温克族青年古木森正
在熏烟，为驯鹿群驱赶蚊虫。

这是古木森在山林中的驯鹿放养
点。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驯鹿放养
点，同时还是旅游景点。眼下的旅游旺
季，每天都有好几拨游客到访。古木森
说：“靠着卖门票和鹿茸、手工艺品等，
现在每天能收入1000多元。”

“走出山林后，很多人曾担忧鄂温
克人再也没法养驯鹿了。”根河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于兰说，为实现猎民生产生
活的转型，根河市投入1亿多元，充分
利用独有的驯鹿文化和自然优势，全力
打造旅游业。

如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旅游
招牌名声大噪，游客络绎不绝。

很多年轻人像古木森一样，返回山
林，养起驯鹿。驯鹿种群从定居前的
100多头壮大到上千头，驯鹿放养点从
6个发展到14个。

如今，政府给猎民专门养驯鹿的地
方配备了帐篷或宿营车，搬家很方便，
车里安装的太阳能板可以带动冰箱、电
视。乡里隔一段时间就往山上送菜和
日用品。

依托旅游业，不少猎民在山下定居
点经营驯鹿产品店、家庭民宿等，每年

也有不错的收益。据统计，鄂温克族猎
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1277元，提
高到现在的20000元左右。

在于兰看来，放下猎枪搞旅游，鄂
温克猎民实现成功转型。借助驯鹿的
知名度和文化独特性，旅游产业将成为
重要支柱产业，助力鄂温克族在全面小
康路上焕发新生。

传承文化，追梦新征程
今年7月，来自敖鲁古雅的鄂温克

族姑娘李梓昕在高考中取得了584分
的成绩，成了乡里的“状元”。

“我想上中国农业大学或者中国传
媒大学。”李梓昕憧憬地说，“学农，毕业
后我可以回来养驯鹿；学传媒，我可以
回来做报道敖鲁古雅的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从民族教育
专项经费中除正常拨付专项经费以外，
专门划出一定经费，用于三少民族自治
旗民族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及民族特色
传承。同时，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语言
教材建设经费，“鄂温克语教程”“三少
民族民歌教学”等校本课程，逐渐成为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承发扬民族文化
的特色尝试。

2019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本科上
线率达 52%、高职高专以上上线率达
99.7%。今年，旗里有518位考生报名
高考。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将像李梓
昕一样，走向祖国各地求学。

年轻人的传承，是鄂温克族文化最
珍贵的火种。

德柯丽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
制作桦树皮手工、缝制鄂温克族服饰等
传统工艺。

为了保存珍贵的鄂温克文化，她成
立了一间民族工艺制作大师工作室，发

动众多年轻人积极参与，为传统技艺注
入活力。

工作室里，一幅幅刻有鄂温克族图
腾标志的驯鹿皮毛剪刻画格外引人注
目。“鄂温克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要把自
己民族的文化传递下去，这些图腾符号
能发挥作用，我现在已经刻好 100 多
个，打算整理成册，传承给我们的年轻
一辈。”德柯丽说。

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寒冷的森林
里，鄂温克人非常崇拜太阳。他们用皮
毛和彩色石头做成类似太阳的吉祥物
佩戴，这就是鄂温克族文化中的另一个
重要符号——太阳花。

古老的太阳花，如何在现代放出新
的光芒？鄂温克族年轻人的答案是，将
太阳花作为艺术符号，开发成文创产
品。

“90后”鄂温克族姑娘艾吉玛便是
其中一员。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大学
毕业回到家乡，建起电商平台，帮助母
亲卖太阳花产品。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达1万
多个。艾吉玛说：“传统文化很受欢迎，
我想通过不断创新，为太阳花增添养
料。”

为支持民族文化绽放更大魅力，
鄂温克族自治旗还着力打造民族文化
产业创业园，吸引了 118 名非遗传承
人和创业者入驻，鄂温克传统服饰、五
畜绳、皮雕等各种传统技艺在园区竞
相繁荣。

呼伦贝尔学院教授斯仁巴图表示，
民族文化是最好的名片。在融入现代
社会的过程中，鄂温克人不忘传承创新
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全国各族人民交往
交流交融，共创美好未来。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日电）

走 出 山 林 奔 小 康
——鄂温克族迎来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日益严峻的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中央政府的心。应特
区政府的请求，中央已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赴港协助开展大规
模核酸检测筛查，帮助香港加快建设临时隔离及治疗中心，并就
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表示理解和支持。祖国后
盾，伟岸如山。每一次香港遭遇困难，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总是
义不容辞地“出手相挺”，这一次亦不例外。

犹记 2003年初春，香港暴发“非典”疫情，特区政府带领社会
各界全力投入抗疫行动，内地也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支
援。凭借港人的齐心协力和内地的无私援助，这场持续数月的疫
情终被成功控制。此后，香港经济因“非典”疫情陷入低谷，中央
又及时果断出手相助，推出“个人游”，为香港市场注入“源头活
水”。回归20多年间，香港还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界的全力支持
下，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事实有力证明，祖
国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最大底气所在。正是在中央政府
的全力支持下，香港不断战胜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本已饱受“黑暴”
“揽炒”摧残的香港社会雪上加霜。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着眼全国防疫大局和香港实际
情况，给予香港特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指导和有力支持。
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通报机制，帮助香港及时了解和
掌握疫情信息，到协助向香港出口大量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支持配合特区政府加强口岸管控；从在稳定货源供给、提
高通关效率、严格检测水质、平稳电力供应等多方面保障香港
同胞生活需求，到为滞留“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香港同胞提供
紧急药品和生活保障……中央政府始终将香港居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心上，“为香港抗击疫情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成为
最为温暖人心的承诺。

7 月以来，香港暴发以本地病例为主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
情，核酸检测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大规模筛查需要，医疗设施、
隔离场所日益吃紧，医疗系统负载已近饱和，防控形势十分严
峻。香港特区政府为此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获得支持。中央
政府又一次及时伸出援手！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迅速
组成，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从省内20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60名
临床检验技术人员，其中7名“先遣队”队员已于2日赴香港协
助开展实验室工作。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香港抗疫的内
地专业队伍。国家卫生健康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
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支持。同时，“内地方舱医
院支援队”也已组建，由湖北省武汉市选派 6 名有“方舱医
院”实战经验的专家，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舱医
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人命关天之际，
中央正在用实际行动解决困扰香港的紧急问题，为香港抗击疫
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态势，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这一决定体现了对科学防控疫情的尊重，
体现了对广大香港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责任担当。中央政府第
一时间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宣布对于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情
况下如何处理立法机关空缺问题，将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委会作出有关安排，使之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在“救人
胜救火”的当下，中央的及时表态与全力支持，又一次为特区
政府和香港各界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免除后顾之忧、提供坚实保
障。这也正是香港必将最终战胜疫情、经济社会必将回归正轨
的底气所在。

时刻心系香港，处处关爱香港。无论香港遭受多大的挫折与
磨难，中央政府始终守护在 700万香港同胞的身边；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伟大祖国都是香港战胜疫情和一切风险的坚强后盾。
同胞有爱，风雨同舟。我们坚信，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内地
各界的大力援助下，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带领香港社会
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古木森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内的驯鹿放养点喂驯鹿（7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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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8 月 2 日电 （记者
侯文坤）记者日前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油
料作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油料作物基因
组学与抗病性改良创新团队成功破译
了油菜基因组的全转录信息密码，构建
了油菜10万余个基因的转录全景图，
使得油菜功能基因研究第一次有了相
对标准的可参考的基因转录数据库，为
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该项研究

成果日前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The Plant Journal》上。

据参与该项研究的相关科研人员
介绍，油菜基因组包含约12亿个碱基和
10万余个基因，如何解读这些海量的基
因组信息成为功能基因研究的重要任
务。根据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基因
通过转录形成mRNA（信使核糖核酸）
再翻译成蛋白质。由于基因的转录通常

存在多种可变的剪切方式，一个基因可
以形成许多种不同的mRNA。此前，由
于技术和资源的限制，油菜一直缺乏全
基因组水平所有基因的转录mRNA数
据库，导致油菜功能基因研究缺乏可查
询和可参考的基因注释信息。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中国农业科学
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油料作物基因组学
与抗病性改良创新团队采用最新的三

代测序技术准确测定了油菜全长转录
组，并自主开发了一套用于多倍体油菜
复杂基因组的分型方法，成功绘制了油
菜基因组的转录全景图，构建了油菜基
因转录数据库。该研究成果更新了人
们对油菜基因和基因组的认识和理解，
将为甘蓝型油菜功能基因和遗传改良
研究，及基因组设计育种提供数据基础
和理论指导。

中国科研人员构建油菜基因转录数据库

8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航天科技人员在现场工作。8月2日7时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3000牛发动机开机工作20秒，顺利完成第一
次轨道中途修正，继续飞向火星。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3周年，一些中国驻外大使
馆日前举办交流会、线上招待会等活
动。外国军方人士也以各种形式祝贺

“八一”建军节，并表示中国在国家建设
和军队建设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老挝国防部长占沙蒙日前在中国
驻老挝大使姜再冬、武官陈永靖的陪
同下，来到老挝人民军103医院，慰问
支援老挝应对新冠疫情的中国军队医
疗专家，共植携手抗击疫情纪念树，以
此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占沙蒙说，中国党、政府和军队无
论在老挝过去的战争时期，还是现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一直给予老挝
帮助。新冠疫情出现后，中国是首个
支持老挝抗击疫情的国家，对此老方
表示衷心感谢。

南非国防军司令肖基日前发表视

频讲话，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
周年。他表示，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军
队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南非
永远珍视与中国的情谊。包括南非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会永远铭记中
国提供的援助。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日前举行庆
祝“八一”建军节线上招待会。土耳其
总参谋长居莱尔、空军参谋长居内伊卡
亚等多位军官以不同方式向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3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中
国驻土耳其大使邓励在致辞中说，93
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不畏牺牲，砥砺前行，为赢
得民族独立、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守护中国人民的安宁和幸福、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参与记者 章建华 荆晶 郑
思远 施洋）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中国在军队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多国军方人士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8月2日，杨振国在家中向小朋友介绍草编技艺。河北省曲周县白寨镇鲁新寨村
草编制作技艺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今，这些草编制品不再单是生活日用品，还
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手工艺品。今年61岁的杨振国是鲁新寨村草编技艺传承人，自
幼跟随父亲学习草编制作技艺。农作物秸秆等原料经过杨振国的巧手，变成诸多精
美的工艺品。杨振国说，从事草编这个行当，不只是为挣钱，主要是割舍不下这门老
手艺。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学习草编，把手艺传承下去。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草编技艺传承人杨振国：割舍不掉的老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