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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鸟鸣啾啾。4 月 1 日国际爱鸟日前夕，吉林

白城莫莫格湿地内，鸟儿飞翔的身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

面上，映出春日里的勃勃生机。

“看！那就是白鹤，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摄影

爱好者姜海涛兴奋地指着远处飞起的鸟群，“我最近在莫

莫格湿地看到的白鹤就有 200 多只，我还拍到了东方白

鹳、白枕鹤、苍鹭……鸟儿齐齐‘返乡’，春天真的来了！”

枝头染绿，鸟儿衔来春讯
春风拂过莫莫格湿地，原本干瘦的树枝变得柔软，树

皮泛出绿意。走进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姿态各

异的鸟儿随处可见———白鹤漫步浅滩悠闲觅食，黑尾塍鹬

成群结队展翅翱翔，一对灰雁正准备在芦苇湿地筑巢……

“每年春季，会有大量候鸟从南方飞回，来到莫莫格湿

地停留、繁殖。”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

科科长王波介绍。大多数候鸟的繁殖地在北方的湿地、草

原。北方冬季天气寒冷，食物来源减少，候鸟便飞往南方水

草丰茂的区域越冬。天气转暖之后，候鸟们再纷纷北归，回

到繁殖地繁衍后代。

随着候鸟迁徙高峰期的到来，王

波的工作也愈发忙碌。“现在我们每天

都要把适合候鸟栖息的地方跑一遍，

观测东方白鹳等重点保护鸟类的数

量、种群构成、栖息地生态环境，以及

有无人为干扰情况等。”王波说，据监

测，截至目前，在莫莫格湿地迁徙停歇

的鸟类约 7 万只，其中重点保护鸟类

有 77 只东方白鹳、308 只白鹤、1700
只灰鹤等。“从数据来看，经过多年扎

实的保护工作，来到莫莫格湿地的白

鹤、灰鹤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

迎来大批候鸟“返乡”的，不止是

莫莫格湿地。吉林省地处东亚—澳大

利西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鸟类种

类繁多，已记录到的候鸟达 320 余种，

是我国候鸟停歇和繁殖的重要栖息

地。每年 3 月中旬开始，成群候鸟就由

越冬地北迁至吉林，为北方大地衔来

久违的春讯。

植物丰富，保证食物来源
雪融冰消，万物复苏。树杈上，一只苍鹭正在补巢。

“近年来，随着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候鸟

选择在莫莫格湿地繁殖。”王波说。

莫莫格湿地位于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交汇地带，

是吉林省西部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的湿地类型保护区。保

护区 14.4 万公顷的土地上河网密布，有着多种典型优势

湿地植物群落，为诸多候鸟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场所。

万鸟翔集的景致，吸引了许多像姜海涛一样的摄影爱

好者。“最近几年，每年到莫莫格停留的鸟类一共有 298
种，包括白鹤、丹顶鹤、大鸨、东方白鹳等 22 种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灰鹤、白琵鹭等 49 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谈起鸟儿，姜海涛如数家珍。

“这里面，我最喜欢拍摄白鹤，特别是展翅飞翔的白

鹤。”姜海涛兴高采烈地展示着他拍到的照片，“那时能看

到白鹤的黑色翅尖，像露在白袍外面的一节黑袖。”

白鹤是莫莫格湿地的“名片”。“我们保护区入口就有

白鹤的雕塑。”王波介绍，成年白鹤体长可达 1.3 米以上，

头顶和脸部是鲜红色。一般为群居，喜欢在浅水湿地漫步

觅食。

白鹤主要以水生植物的根茎为食，莫莫格湿地内的大
藨量 草为其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如今，莫莫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大大小小的河湖泡沼，到处可见白鹤的踪

迹，高峰期时一天最多统计到 3800 余只白鹤停歇。

“来到莫莫格湿地的鸟主要以雁鸭类、鸻鹬类为主，还

有白鹤、东方白鹳等鹤鹳类。”王波说，“让候鸟来得了、吃

得好、留得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综合整治，维护栖息环境
“20 年前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遇见白鹤是件稀罕事

儿。”王波说，过去，因气候变化、上游水库限流等原因，莫

莫格湿地的水域面积连年缩小，藨草等植物数量骤减。食

物不易寻觅，候鸟越来越少。

为了恢复生态，吉林省启动河湖连通工程，以西部现

有大型水利工程为“主动脉”，打通湖泡间的“毛细血管”，

来自嫩江的活水涌入莫莫格湿地，恢复了湿地水文连通

性，持续增强湿地生态稳定性。与此同时，莫莫格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禁牧、禁耕，

推动实施退耕还草还湿等工程建设。多措并举下，莫莫格

湿地面积增加约 5000 公顷。

湿地恢复生机，鸟儿飞回这里，保护也在持续。“我现

在还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吉林白城护飞队副队长

呢。”姜海涛说，2018 年，白城市 10 余位摄影爱好者牵头

成立了候鸟护飞队，在候鸟停歇区域志愿开展巡护、宣传。

如今，护飞队已发展到 200 多人。“经过多年宣传，当地居

民的候鸟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今年，我们志愿者团队

打算划分网格开展候鸟保护，为候鸟创造更好的栖息环

境。”

王波说，近年来，一升一降的两个数据最令他欣慰。

“升”的是数量，来到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白鹤从

20 年前的几百只，发展到如今的 3000 多只，数量大大提

升。“降”的是比例，3000 多只来到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白鹤，占全球白鹤种群数量的比例由此前的 90%以上

降至 60%左右。“数量多了，比例降了，说明整个白鹤的种

群数量在提升，许多白鹤飞到了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王波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春回大地，东方白鹳在莫莫格湿地衔枝筑巢，苍鹭在

查干湖上翩翩起舞，绿头鸭在天桥岭林区梳理羽毛……北

飞的候鸟如同跳动的音符，谱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妙乐章。

“吉林省监测到的中华秋沙鸭数量已经由 2018 年时

的不足 300 只增长到 600 余只。”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汪永兴介绍，吉林省坚持维护生物

多样性，多措并举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划定并公布 32 个

重要候鸟迁徙通道，全天候开展护鸟工作，组织开展 2023
年度迁徙期水鸟同步调查，深入开展受伤野生鸟类收容救

护等，维护候鸟栖息地安全。 汪志球 孟海鹰 门杰伟

筑牢绿色屏障 打造金山银山
———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十周年

阳春三月，暖阳高照。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鄂西南山区的湖北

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栗子坪村，只见

茶树吐新翠、玉兰绽娇颜，与散布山间的土

家吊脚楼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

乡村秀美画卷。

产业转型
五峰全境皆山，森林覆盖率达 81%，域

内平均海拔 1100 米。连绵不断的山脉为五

峰带来了丰富的矿藏。全县已发现的煤、铁、

重晶石、方解石等矿产地达 137 处，其中高

磷赤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达 1.78 亿吨。

五峰长乐坪镇桥坪村曾因煤富甲一方，

也因煤“伤痕累累”。曾几何时，莽莽群山把

人们困住，面朝黄土背朝天，仅仅兜住了柴

米油盐。长乐坪镇桥坪村党支部书记邓锋

说：“那时候的山就像癞皮狗身上长了癣，遍

布褶皱、到处黑洞，天上乌云飘、地上黑水

流，越野车在路上跑出了蹦蹦车的效果。”

无序开采导致生态恶化，让山河失色。

五峰壮士断腕———县内煤矿企业全部

关停，淘汰煤炭过剩产能 42 万吨，整体退出

煤炭行业；关闭非法矿山企业 60 余家，矿山

规模压减 60%以上；铁合金厂、矿石加工厂

全部关停，全县化工企业归零。过去 12 年

间，除建设必需的砂石料外，五峰未批 1 家

矿企。

矿场关闭后，桥坪村成立合作社，引导

村民种植经济林木，林下再种植草本中药

材，周边配套养殖中华小蜜蜂，发展起“林药

蜂”立体生态产业，扩大亩产收益。短短 3
年，该村从以前的“煤矿村”变为“全县中药

材第一村”。

截至 2023 年底，五峰全县拥有茶园 22
万亩，产值突破 12 亿元；中药材 35 万亩，产

值超 10 亿元；中蜂 10 万群，产值达 1 亿元

以上。

“以前是坐吃山空心没底，现在是绿满

山乡地生金。”谈及产业转型带来的变化，邓

锋感慨地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山

林如今已成为大家眼中的“金山银山”，五峰

走出了一条有山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花满山乡
治山不能忘理水。

在五峰境内，有渔洋河和天池河两大流

域，最终流入清江汇入长江。当地县、乡、村三

级河长既巡河治河又管河护河，先是全面拆除

横跨天池河面的天龙市场，随后又叫停仁和坪

镇计划投资 700 万元的养殖肉牛项目。

仁和坪镇是畜牧大镇，养殖场选址在渔

洋河高处，遇到暴雨就有面源污染隐患。五

峰对此态度坚决，渔洋河是五峰的母亲河，

更是清江一级支流，绝不能让流域内的任何

一条河流被污染。

仁和坪镇痛定思痛求转型，通过加大产

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提档升级、加速生产

方式转变：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应用“生物发

酵床”技术，破解污染难题；“农业废弃物转

化沼气”技术，实现变废为宝；“粪污综合利

用”技术促进生态循环，实现了全镇生态循

环养殖模式，畜牧产业不降反增。

仁和坪镇业产坪村党支部书记彭业涛

介绍，被当地人称为“全县生猪养殖第一村”

的杨家淌村，已不是曾经的臭气熏天，取而

代之的是红艳艳的鲜花和百亩“甜心李”果

园，错落有致的岩板屋办起了农家乐，全县

还成立了首家旅游产业合作社。春暖花开时，

合作社经营的古树山庄农家乐日日爆满。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五峰分局佘克坤说：

“十几年来，五峰在发展中始终坚持把‘生态

立县’放在首位，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已成为全县干部群众的共识。”

近年来，五峰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坚持将 41.8%的县域国土面积划定为生

态“红线”。全县在生态建设与保护上的投入

已近 20 亿元，先后捧回了“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全国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金字牌匾。

春到土家
春到土家，茶香四溢。五峰是全国重点

产茶县，有着“中国名茶之乡”的美誉。近年

来，五峰确立“提升绿茶、复兴红茶、拓展茶

链”的产业发展战略，把生态环保的理念贯

穿到种植、加工的全流程，大力推进茶产业

转型升级。

“五峰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

发，但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关键是如何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发展之路。”五峰

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李伦华说，茶叶是五峰

的传统支柱产业，眼下五峰正奋力创建全国

“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县，茶产业是重中之

重，但五峰不能只吃传统的“茶叶饭”。

怎样突出重围？五峰深挖资源推进产业

融合，拓展产业链条。除了遍布山间的生态

茶园外，该县还瞄准县内中俄蒙万里茶道起

源地 300 余里古茶道、宜红茶茶源地等历史

文化资源，做好“以文为魂、茶旅融合”顶层

设计，号召较大的茶企因地制宜，将茶厂改

造成茶庄，将生态保护和文化融合，留住更

多游客。

汲明茶业紧邻万里茶道重要节点“汉阳

桥”，负责人梅元红投资 300 多万元改建后

山，建设茶园廊道，将土家文化和茶文化融

进茶园。茶树间，步道若隐若现，楠竹、浮雕、

瀑布、吊脚楼形成别具一格的小型景观。茶

庄里，宽敞的自助茶室古色古香，扫码即可

进入体验，游客络绎不绝。

良好生态引来人气，火爆人气带来销售

红利。“游客采茶品茶、体验制茶后，几乎每

个人都会选购几提茶叶。”梅元红说，茶文旅

融合后，销售额连年增幅 20%以上。

汲明茶业并非个案。以融合促转型，目

前五峰“茶文旅”综合产值已超过 50 亿元。

“围绕茶叶、中蜂、中药材‘一茶两中’特色产

业，我们正全力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李伦华说，五峰还将充分利用峡谷地

形、季风气候，大力发展风力发电、抽水蓄能

等清洁能源，努力打造鄂西南清洁能源基

地，将“两山”理念实践创新在五峰持续推

进。 董庆森 柳洁

湖北五峰坚持生态立县———

绿满青山地生金

三五成群的狍子、野猪在广袤的林海雪

原恣意驰骋；品类丰富的蓝莓、白桦树汁等

林下产品加工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放下斧锯

的林区职工直播带货、办起农家乐……黑龙

江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兴、产业旺、生活美，焕

发出勃勃生机。

4 月 1 日，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迎来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十周年。十年来，

当地龙江森工集团、伊春森工集团、大兴安

岭集团锚定资源增长、林业增效、职工增收

三大目标，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筑牢北疆绿

色屏障，端起“生态饭碗”，收获“金山银山”。

厚植“生态底色”，

莽莽林海重焕生机
走进伊春森工集团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观松大道两侧的红松巍然耸立，林间草木茂

盛，不时传来阵阵鸟鸣。登上观涛塔，一望无

际的林海令人陶醉。

“随着森林管护持续加强，这里的红松

长得越发粗壮，有些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五

营国家森林公园经理助理崔健华说，“因为

及时停伐才留住了这些宝贝”。

在几十年的开采历史中，超 6 亿立方米

木材从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发往各地，支援

全国经济建设。然而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

这片林区森林资源大幅减少，一度陷入“资

源危机、经济危困”的境地。

2014 年，这片全国最大国有林区全面

“禁伐”，林区生态由此出现转机。

“从前是树木一条条，现在是林子一片

片。”大兴安岭集团塔河林业局瞭望员李春

梅说，近些年眼看林子越长越高，野生动物

也越来越多。

沿着松嫩平原一路向北，汽车驶入大兴

安岭林区，不时有猞猁、野鸡等动物在林间

道路上穿过，留下密密麻麻的脚印。

森林茂密了，野生动物更愿意“回家”。

黑龙江省小兴安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研究

中心主任崔岩说，随着生态环境向好，野生

动物栖息地破碎化、自然保护区孤岛化等问

题逐步化解，就连东北虎都频繁“现身”。

全面停伐以来，东北虎在这一区域活动

范围逐步扩大，仅龙江森工集团施业区内的

活动范围就由原来的 9 个林业局扩大至 14
个，大、小兴安岭也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发现

野生东北虎。

“老虎处于食物链顶端，对栖息地条件

要求极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草局

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张明海表示，东北虎

频繁出现，说明这里能给它们提供大量食

物，也证明林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恢复。

狍子跑进市中心“逛街”、黄喉貂到厨房

“偷走”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肉……近几年，人

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明显提升，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

徐徐展开。

“以前造林重数量，现在更重质量。”捧

着翠绿的小树苗，大兴安岭集团图强林业局

中心苗圃主任纪东亮说：“这是用轻基质杯

培育的，能大大提升成活率，今春已备好

200 万株幼苗，再暖和点就进山造林。”

十年来，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依托停、

管、抚、造等多项措施保护大森林。

林地面积增至 2162 万公顷、森林蓄积

量达 21.58 亿立方米、陆生野生动物达到

500 种左右……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和林业

人的悉心抚育，中国北方最大森林屏障得以

重筑，莽莽林海中再现勃勃生机。

做强“生态产业”，

双轮驱动林区转型
停伐前，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走的是单

一消耗资源的木材生产和加工之路。

十年后，依托绿水青山，林区旅游和林

下经济等生态产业遍地开花。

每年夏季都是林区旅游旺季。“南方骄

阳似火，但那里天气凉爽、空气清新。”即便

过去小半年，回忆起龙江第一湾景区，游客

石女士仍啧啧称赞。

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子密了，人气也旺

了。“春节前后游客就没断过。”大兴安岭图

强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石春说，

十年来，游客数量翻了 8 倍左右，景区收入

也从全年几万元提高至 1350 多万元。

湛蓝的天空下，列车穿过小兴安岭腹

地，带领乘客穿越林海，体验“林都”伊春深

度游……这就是 2023 年爆火的“林都号”旅

游列车。

“不仅外观上将红松、山石、雪花巧妙融

合，列车内还设有酒吧、茶室、娱乐车厢。”列

车服务管家林红玉说，跟随列车，可以将小

兴安岭的森林盛景尽收眼底。

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栾林

说，去年当地接待游客 1567.6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114.2 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 50%。

夏有凉风冬有雪。东北大秧歌、篝火晚会、

雪野蹦迪……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无

数游人在中国雪乡感受冰情雪韵的魅力。

以前，雪是这里的灾。雪乡所在的双峰

林场因为雪大，木材外运困难，人们常望着

漫天大雪愁眉不展。

停伐后，原生态的雪景吸引了摄影爱好

者和游客的目光。林区人抓住机遇，打造出

驰名中外的雪乡景区。

“森林里的景色，对林区职工来说就是

一笔财富。”民宿老板潘德国说。在刚刚过去

的冰雪旅游季，雪乡共接待游客 130.9 万人

次，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 62%以上。

不止旅游，借助丰富的森林资源，黑龙

江重点国有林区的蓝莓酒、桦树汁等一系列

林产品走入市场。

“第一次喝用蓝莓酿的酒，味道香醇。”

来自福建的游客在大兴安岭集团阿木尔林

业局北极岛景区内品尝过当地酿造的蓝莓

酒后赞不绝口。林业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穆臣

伟说：“我们成立了集采摘、加工、观光于一

体的北极冰蓝莓酒庄，去年完成销售收入约

400 万元。”

走进伊春桦肽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车间，

桦树汁发酵的香气扑鼻而来。“桦树汁是从

白桦树中提取出来的无色或微带淡黄色的

透明液体，现在是生产旺季，正在进行桦树

汁饮品灌装。”公司总经理胡子涵说，公司已

研发出桦树汁饮料、面膜等一系列产品，去

年产值 5000 万元左右。

近年来，黑龙江三大重点国有林区贯彻

“向森林要食物”理念，重点发展小浆果、桦

树汁和中药材生产等一大批生态产业，加速

提升林区绿色生产力。

端牢“生态饭碗”，

职工生活蒸蒸日上
停伐后，数万名林业工人放下斧锯，很

多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王凯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依旧每天上山，但工作是紧盯森

林火险和盗采盗伐。”龙江森工集团卫星林

场护林员王凯说，“虽然不伐木，但收入反而

增长了，这片林子就是我的饭碗。”

同为卫星林场职工的潘德国曾是一名

运木材的拖拉机手，随着林场采伐量逐步减

少，他和爱人建起民宿，如今生意有声有色。

“一个冬天挣的钱，赶上过去运木材一年的

收入了。”潘德国说。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黑龙江重点国有

林区大力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改善职

工生产生活条件，带动职工增收致富。

谈及十年来的生活变迁，阿木尔林业局

林场职工孙立森说道：“工资翻了一倍都不

止，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以前在山上睡觉

都冻脑袋，现在有了暖和的砖房，冰箱、彩电

也一应俱全。”

“身边不少老朋友都吃上了‘生态饭’。”

孙立森说，工作之余，不少职工开起了农家

乐，当上了导游，还有的搞直播带货。

生态恢复引得游客纷至沓来，管护站成

了人们的落脚点。

“游客尝了我们的特产后都想买，我就

帮大伙把采山带回的林产品一起销售出

去。”阿木尔林业局龙河管护站管护员何喜

艳说，林业局还给职工免费培训、购置直播

设备，“现在靠着直播售卖林产品每年能增

收 2 万多元”。

多年前，伊春森工集团退休职工刘养顺与

妻子仅靠退休金维持生活，自从 2016 年开办

了农家乐后，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起初的 10 张桌，到现在的 18 张桌，

年接待游客上万人，增收十几万元。”刘养顺

说，旅游收入让一家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新变

化，越来越有干劲了。

“再攒几年钱，想给民宿房间升级一下，

让游客体验更好。”“有时间想去周边林场走

走，挖掘点好产品，带动更多职工增收。”“今

年准备把隔壁的菜园租过来，游客就爱吃自

家种的青菜。”

广袤林海，踏实肯干的林区人满怀憧

憬，正一步一个脚印，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

障，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新华

伊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