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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区群众铺就幸福路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纪实

□刘玉荣

多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坚定不移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林区职工从拿起斧头到放下伐具，借助
信息技术守好绿水青山的“颜值”，利用好金山
银山的“价值”。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提升
了林区生态建设水平，为守护好森林这个‘水
库、粮库、钱库、碳库’提供了科技手段，为林区
森林灾害预警监测系统提供了传输通道，为林
区旅游监控平台、林下产品研发平台提供了强
有力支撑。”内蒙古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闫宏光表示。

随着汽笛长鸣，内蒙古阿里河国家森林公
园里一列森林蒸汽小火车拖着长长的白烟，穿
梭在相思谷的茫茫山林。笔者乘坐的蒸汽小
火车，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运送木材的主要交通工具。进入 21 世
纪，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从伐木转为护林，这
些蒸汽机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这列退
役的“林业功臣”担负起拉动林区旅游业的新
使命，变身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网红“时光机”。

据内蒙古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景区建设初期，只有2G信号供游客语
音通信，制约了生态旅游发展的速度。景区
4G信号全覆盖以来，游客们乘坐森林小火车
在原始森林中穿梭时，就能将千里兴安的生态
画卷通过手机与网友分享。景区还开设了慢
直播，使百万人通过网络云游，每年吸引大量
游客慕名而来。

生态本身就是价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据中国林业科学院最新发布资料显示，内
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总价值达每年7858亿元。

初秋时节，菌菇飘香，蓝莓、榛子迎来大丰
收。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人家，每年都要趁丰收
季节采山货增加收入。

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信息中心主任秦志
疆告诉笔者，以前山里没网，每年前去深山老
林里采山货的“老山耗子”经常在山里失联。
现在大家基本配备了手机，即使遇到危险或者
迷路，也能通过网络和GPS定位与亲朋好友取
得联系，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滋润。

“这次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设好以后，森
工公司发展电商平台，无论是蓝莓、榛子，还是
食用菌，电商平台都能帮老百姓把林场采的山
货卖出去。”秦志疆憧憬道，“只要有了网络，无
论是森林旅游，还是林区农特产品，林区百姓
致富路都会越走越宽。”

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在
内蒙古大兴安岭这片奔涌的绿色中，随着通
信网络的覆盖，将为森林防火预警监测系统、
森林旅游监控平台、智慧林业云平台等信息
化建设项目提供传输通道，有力提升内蒙古
森工集团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向智慧林业目
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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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场的
全国人大代表周义哲提交了关于改善林区交
通和通讯条件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
关注。

多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通信建设受
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及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2020年 8月 29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研组深入林区开展专题
调研，建议将林区纳入国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范围。

内蒙古森工集团党政主要领导多次主动
赴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力争将林区纳入国家电
信普遍服务范畴，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自治区
的高度重视。

2021年 3月 2日，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下达
《关于做好 2021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申报
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纳
入申报范围。

2021年 4月 2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明确批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4G 通信基站
121个，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项目正式获批。自此，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拉开了大幕。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是一项服务林业、
造福林区的重大工程。如何把这项利国利民
的大好事办好？

内蒙古森工集团高度重视，成立了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将项目纳入“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民生项目清单，明确各
部门、各单位分工和职责，建立多项联络推动机
制，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积
极与运营商工作对接，建立了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协调机制，成
立联合工作组，明确职责和时间进度，工作超常
规推进，任务超常规落实。

——为加快场场通、节点路光缆传输引接
工程建设，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信息中心印发
了《电信普遍服务工作指南》，列出了工作任务
时间、预进度计划安排表，完善了开工报告、进
度日报、变更等业务传递程序，不断强化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

——在占用林地审批上，内蒙古森工集团
相关部门专人专责，密切配合，分别联络运营
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通过会议对接、现地
商议等形式，多方密切合作，积极推进占用林
地调查、占地可研规划的实勘和编制等工作。

——内蒙古森工集团各单位积极提供防
火证办理、防火安全培训、专人跟班作业等保
障措施，对施工困难的站点派出装甲运兵车、
全地形车、装载机、吊车等特种车辆，林业职工
人抬肩扛把设备物资运送到基站点位。

据统计，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电信普遍
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内蒙古森工集团累计投
入配套资金3300万元、铺设光缆302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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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覆盖率近

80%，功能区面积大、人口少，冬春季节天寒

地冻，夏季经常暴雨连绵，而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项目大多位于道路湿滑泥泞、荆棘遍布的

山沟中，大部分地区机械设备无法施工，完全

要靠人工肩挑背扛，困难和挑战非常人所能

想象。

五六月间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积雪融

化、山水纵横。初融的冰雪，上层为积雪薄

冰，下层为消融的河水，通信人多次踩断冰冻

层掉入水中，又无数次摔倒、爬起、继续前行。

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森工公司高地管护

站，距镇区 39公里，因地段偏远无可用杆路

资源，无法实现主干光缆共享，只能采用自建

杆路的方式进行配线光缆接入，满归森工公

司信息中心承担了光缆杆路架设任务。

“如今的通信建设和过去相比，要求更

高、难度更大。”满归森工公司信息中心技术

股长张国繁介绍道，尚未通宽带的地区，大部

分是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通信建设极为艰苦

的攻坚难点，要经历“山高水远”的跋涉，在深

山里铺设光缆的速度不及在镇区的一半。

铺线、熔接光缆、挖基站和光板底座基坑

……自项目开工建设，林区大地处处活跃着

林区干部职工的身影。起早贪黑，加班加点，

摸索在崎岖泥泞的山道，一天坚持13个小时

作业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肩扛、手拽、人

抬，清障、刨沟、深埋……每一处施工现场，都

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和汗水。

深秋时节，笔者跟随根河森工公司信息

中心的干部职工们历经 1个小时的颠簸，抵

达位于根萨沿线 23公里处的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项目施工现场。

站在山脚下，透过树木枝叶的缝隙看到，

一个个扛着光缆线、背着工具微微有些弓腰

的身影，穿梭在山林中，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

渐行渐远，林间隐约传来“一二、拽，一二、拽”

的号子声。由于刚下过雨，走在遍布荒草碎

石的山路上，更加泥泞湿滑，稍有不慎就会摔

倒，没走几步就打湿了裤脚。

出纳员、党支部干事、企管员……这支23

人服务于林业电信普遍服务项目的队伍中，女

职工就有5名。他们每日穿梭于莽莽林海，承

担铺设光缆、光缆熔接、线路管理和维护等工

作，爬山、过河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面对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群众的殷切期

盼，林区广大干部职工勇挑重担，冲在前、做

在先，一个个身影奔忙而坚定，一张张面孔果

敢而坚毅。最终使一座座基站屹立在茫茫林

海中，把千里兴安和大千世界紧密连接起来，

用心用情用力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推动林

区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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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电信普遍服务的实施，提升
了绿色生态保护及防火通信保障能力，有效摆脱林场
只能通过对讲机与外界对话的困境，同时也解决了林
场职工的现代化通信需求，改变了地处偏远的管护站
和瞭望塔职工在山上的生活方式和通信需求，稳定了
护林队伍，提升了林业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

2016年成立的内蒙古甘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鄂伦
春自治旗，总面积 3964.95公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完
整，功能完善，生物资源丰富，湿地景观优美，是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东部森林沼泽的典型代表。

2022年 9月 4日，是湿地公园管护员李国难以忘
怀的一天，因为盼望已久的4G基站正式开通了！

“公园成立之初，我就在这儿负责管护和监测。以
前没有基站，手机没有信号，一线防火驻防全靠电台联
络，遇到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固定电台或者到公路上寻
找通讯信号，工作非常不便！”李国告诉笔者，有了 4G
基站，不仅随时能与上级单位甘河森工公司沟通，而且
公园内的气候监测、水文监测等数据传输也从之前的
两三天人工采集变成数据实时更新传输，减轻了管护
员的工作量，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

顺着内蒙古甘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监测员李国手指
的方向，笔者看到远处的山头被一片青烟笼罩。初春三
月到冬季落雪都是林区的防火期。“像现在9月这种天气，
山头上经常会形成雾气。”李国告诉笔者，这无形中增加了
巡护监测员们防火的难度。以前，只要发现难以识别的
情况，李国就得骑一个多小时的摩托上山检查，误报在所
难免。自从林区有了4G网络，并搭载高清摄像头后，拍
摄到的画面和监测到数据便能实时传回管护站。无论雾
气还是火源，李国在管护站办公室里一目了然，使他的瞭
望工作变得轻松多了，准确度也提高了不少。

874.2兆/秒，这是鄂伦春自治旗移动分公司芦银平
的手机上显示的基站数据传输速度。“这个速度代表了
啥？一个2小时高清影片下载只需十几分钟，像瞭望塔上
的森林火警监测电子眼，高清画面传输在10兆/秒以下，
满足公园的生产、生活通信需求完全没问题。”芦银平说。

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工公司开拉气林场主要承
担生态功能区内的森林防灭火、森林管护等工作，林场
调度员霍维力记得，2021年 6月的一天雷电交加，这种
天气让林场防火挑战倍增，值班的霍维力接到巡护员报
告，距他所在的管护站约两公里的地方，雷电将电线劈
折在地，“电线在水下直冒泡，咕噜咕噜响，火光一直在
蔓延。”这是立刻赶到现场的霍维力看到的景象，“我马
上拍照传给供电所，他们马上派人拉闸断电。”

“因为有了信号，可以直接发给供电所对接人员，
避免了一次火灾。”霍维力说。

通网前，遇到“雷击火”，护林员只能用双脚和时间
“赛跑”。在内蒙古森工集团阿尔山森工公司苏河林场
工作近40年的护林员赵国东记得，2017年的一天，发
现“雷击火”的他跑了1个多小时、10多公里，才将火情
汇报。“现在基站建成了，对森林防火管护和职工生活
都能起到相当好的作用。”

过去，层叠的山林长久阻隔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
大量信息传递只能依靠传统的对讲机或双脚。如今，
电信普遍服务实施后，城市习以为常的“即时传输”在
这里也成为现实。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70年来，始终坚持“先生产、后生活”，导致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水平相对滞后。特别是受位置偏远、地广人稀、经济基础薄弱
等因素影响，重点工作生活区域电信公网覆盖率仅为10%左右，大部分管护站、防火检查站和瞭望塔“没有信号”，通信落后成为制约林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经济
转型和民生改善的关键因素。

自2021年 5月“深山基站”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电信普遍服务打通深山“通信难”的力度和速度空前。10.67万平方公里的兴安大地上，处处
活跃着林业电信人的身影。他们勇挑重担，冲在前、做在先，穿草丛、蹚河水、爬高山……每一处施工现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和汗水。通信网络如同一把钥匙，打
开了林业信息化建设的大门，更让林区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拥有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基站太阳能电源板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基站太阳能电源板。。

深山架设光缆深山架设光缆。。
沿公路敷设地埋光缆沿公路敷设地埋光缆。。

深山瞭望塔通了深山瞭望塔通了 44GG 信号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