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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地处祖国金鸡之冠，大兴安岭与俄罗斯边境
线长786公里，占全省边境线总里程的26％，拥有两个口岸和一
个临时过货通道，辐射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和阿穆尔州两个
地区。呼玛口岸是“一县对三市”，即马格达加奇市、施马诺夫斯
克市、斯沃博德内市，俄罗斯的这些城市都坐落在西伯利亚大铁
路干线上，铁路、公路发达，交通便利。漠河口岸“一县对两州”，
不仅可以辐射到阿穆尔和赤塔两个州，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远
东经济区，两个口岸的经济辐射面积超过 400万平方公里。俄
外贝加尔边疆区和阿穆尔州木材蓄积量达65亿立方米，占全俄
总量的8％以上，矿产资源丰富至极，有俄罗斯最大的乌拉坎铜
矿群，煤炭、铁、石油、天然气、黄金等资源也很丰富。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大兴安岭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为此，他们围绕“一轴两环四通道”经济发展布局，以畅通
对俄远东地区的国际大通道为重点，加快与俄远东地区陆海
联运合作，完善对俄公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使林区由神经
末梢变为欧亚国际大通道的桥头堡和全国对俄进出口的商
品集散地和枢纽站；推进大兴安岭至阿穆尔州、外贝加尔边
疆区、乌沙阔沃运输走廊建设，打造向俄远东开放的重要窗
口；促进通道沿线外向型产业集聚，加强人文纽带联系，推动
对俄由经贸合作为主向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合作
转变，推进中俄毗邻地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把大兴安岭打造
成中俄发展合作的前沿区。

近年来，大兴安岭与阿穆尔和外贝加尔边疆区地区通过森
林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与俄罗斯建立了融洽的合作关系，地区
间不断加强政府、经贸、文化等的交流与合作对俄经贸合作由最
初少量进出口面粉、废旧钢铁和木材，进而进出口大宗原油、木
材、货物，现漠河口岸已成为全省过货量最大的能源战略通道，
累计输运原油 9000万吨，全区境外采伐累计生产木材 636.2万
立方米，加工板材 71.2万立方米，累计出境员工近 2万人次，出
境设备900余台套。

通道建设如火如荼。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加阿公路已竣工通车，哈尔滨至漠河实现

“夕发朝至”，齐齐哈尔至富裕段铁路、龙江第一湾公路等项目均
已开工建设，瓦拉干至西林吉公路办结了前期手续，正在着手施
工准备。洛古河大桥、韩呼黑铁路、古洛铁路二期工程及漠河口
岸恢复开通相关工作也都在加紧推进中。

园区建设效能集聚。在加强对俄贸易大通道建设的同
时，对俄重点项目和园区建设也“渐入佳境”，对俄贸易园区已
累计引进入园项目 60个，投产和试生产项目 32个，在建项目
28个，2016年实现产值 3.76亿元安置就业 2548人。合作区对
林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加突显，已成为扩大就业、转移就业的
重要载体，为全区对俄贸易合作升级筑牢了基础。阿玛扎尔

“林浆一体化项目”，作为对俄投资最大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
投资 30亿元。 本版图片均由大兴安岭地委外宣办提供

彰显区位优势融入“一带一路”

大兴安岭 筑牢绿色长城 加快转型发展
□闫捍江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边境地区，拥有连片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1.91％，是国家生态安全重
要保障区和木材资源战略储备基地，每年仅制氧纳碳、涵养水源、吸收二氧化硫、滞尘和杀菌等生态服务价值就达上千亿元，一
直是我国东北“粮仓”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

几年来，这个素有“中国野生蓝莓之乡”，拥有神州北极、神秘源头、神奇天象与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湿地等垄断性旅
游资源的地区，主动适应林区转型发展新常态，全力以赴保生态、促转型、抓改革、惠民生，创新发展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生
物医药、森林碳汇、水经济、绿色矿业和文化产业“六大产业”，深入实施生态建设、民生改善、基层组织提升“三大工程”，着力营
造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两大环境”，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扬长避短、扬
长克短、扬长补短，扮靓“金山银山”的生态建设，使受停伐影响的重点产业和领域开始实现恢复性增长，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不断涌现，全区经济回暖，实现了生态和经济的双恢复。

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12年增长27.3%；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比2012年增长40.6%；全民创业实现增加值比2013年增
长9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2年1.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2年的1.4倍。

大兴安岭交通便利，机场每天有多次航班进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黑龙江发表重要讲话，“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总书记的
话，如响鼓重锤，既赋予了林区保护生态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又指出了林区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和路径。

大兴安岭地委、行署以“学讲话、谋振兴、闯新路”为契
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找到破解转型难题行之有效的发
展路径，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发展“六大产业”、实施“三大工
程”、营造“两大环境”战略部署上来。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兴安岭借鉴
发达地区先进经验，从旅游地产、养生养老、景区建设、民宿建
设、旅游市场监管和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认真取经，对照整
改，有效地促进了旅游产业的规范化推进。他们在全省旅游行
业创造了“九个第一”：第一家将旅游业确立为支柱产业，第一
家成立旅游项目评审委员会，第一家成立旅游质量安全办公
室，第一家开发“兴安智慧游”APP手机终端，第一家借助旅游
大V自媒体开展旅游营销，第一家开展热气球空中旅游观光项
目，第一家实现旅游推介的全球视频直播，第一家理顺旅游执
法手续，第一家在国家级杂志发表调研文章。

2016年，接待游客 560.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4.33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2.83%，25.12%，成为林区经济增长新亮点。

生态旅游产业被大兴安岭提升到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
位，确定到 2020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突破 88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9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4%、16%。全区新增 3A级
以上旅游景区 20个，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5万人以上的主要预
期目标。

转型发展需要“多条腿”走路，森林生态食品、生物医药、
森林碳汇、水经济和绿色矿业及文化产业等“六驾马车”亦是
风光无限,正奋力拉动林区经济向前。

2016年，围绕做好“三篇大文章”，大兴安岭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在全省推出了低空飞行、热气球旅游观光项目和旅
游公共服务兴安智慧游 APP，举办了“东北亚绿色发展（漠
河）论坛”、全国“跨越险阻 2016”地面无人系统挑战赛、森林
山地自行车赛、中俄国际亲子徒步大赛、中国最冷小镇四季
风光摄影大赛、第 32届中国北极青春诗会和龙江诗人走进大
兴安岭等宣传活动。呼玛连续举办开江主题文化活动周，打
造了“南有钱塘观潮，北有呼玛开江”的界江旅游文化品牌。
与中促旅签署了漠河生态、冰雪健康养老小镇项目，打造了
北极村和加林局两个冰雪乐园。扎实推进了百万头森林猪
养殖加工、蓝源智农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等项目，
有 148个产品获得“三品一标”认证。建成了加林局和呼玛
2个国家级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十八站北五味子和韩家园
菊苣种植加工等项目积极推进。图强、松岭等 5个碳汇项目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夫山泉矿泉水、岔路口钼铅锌多金
属矿等项目进展顺利。呼中龙首洞旧石器遗址经测定距今
1.2~1.5万年，电影《爱的北极光》、《蝴蝶有棵树》、纪录片
《原始秘境·兴安呼玛》、《寻梦塔河》在央视播出，全区文化企
业发展到 100余家。中科众创空间和股权投资孵化基地正式
启动，已有林格贝、绿源蜂业等 8家企业成功上市。目前，六
大产业已经成为转型发展的强劲动能。

转中有进，进在民生改善上。连续 3年为职工涨工资，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和林业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分别比
2013年增长 30.4%和 28.4%，为林业职工首次设立发放了住房
公积金。将城镇居民、林业职工贫困人口全部纳入脱贫攻坚
范围，实施全口径脱贫，职工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随着
这些动能的集聚释放，林区转型发展必将更有活力、更有质
量、更有后劲。

转型破题实现旅游“九个第一”

大兴安岭党建工作高度融入到林区转型发展的各个领域
之中，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抓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以深
化“四型”堡垒创建活动为载体，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集中
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着力打造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
进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几年来，随着商业性采伐的全面停伐，为让党建工作的触
角延伸到林区转型的各个角落，大兴安岭结合全区转型发展
的实际，引导基层党组织探索实施把农村支部建在合作社上、
社区支部建在网格上、企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目前，在具备
条件的农村合作社建立党组织 12个，建立社区网格党组织 242
个，在蓝莓种植、北药养殖等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 56个，基层
党组织作用逐步融入到新兴产业领域之中。同时，针对全面
停止商业性采伐后，林业职工思想不稳定、收入减少等实际问
题，指导基层党组织扎实深入地开展帮扶对接活动，将在职党
员进社区服务情况纳入到重点督办事项，现在，全区万余名党
员到社区认领了工作岗位，开展服务 4万余人次，并涌现出了
许多先进典型，前哨林场等基层党组织先后多次受到中组部
的表彰。

从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督促落实，把县（区、林业
局）、乡（镇、场）、村（社区）“三级双向”述职工作作为落实管党
责任制的有力抓手，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引导全区

党员领导干部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工作政绩。实施“党建+
扶贫攻坚”，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扶贫工作的作用，选派优秀
的后备干部 13人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将扶
贫成效与个人提职任用相挂钩，不仅有效激发了“第一书记”
的工作积极性，还有力地推进了扶贫工作。

在开展建设“双百工程”中，通过“抓两头、促中间”的办
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全区倒排确定 100个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和 100个标准化党支部创建对象，基层党组织的先锋
堡垒作用在合作社上、在网格上、在产业链上闪光。目前，在
具备条件的农村合作社建立党组织 12个，建立社区网格党组
织 242 个，在蓝莓种植、北药养殖等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 56
个，基层党组织作用逐步融入到新兴产业领域之中。

在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同时，大兴安岭地区还积极打造
政治上的“青山绿水”。自中纪委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
来，地委、地纪委紧紧跟进，坚持边学习边实践，既放眼整个

“森林”，又盯住“歪树、病树、烂树”，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实实
在在的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四种形态”成绩单。去年 1~12
月，各级党委、纪委运用谈话函询、廉政约谈、召开民主生活会
等方式，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进行教育提醒 4079人，给予轻处
分 388人重处分 54人，移送司法机关 2人，第一种形态和后三
种形态相关数据呈现“倒三角”的践行态势。

将党建工作融入发展各领域

灵芝养殖。 林区版画创作。

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大兴安岭在没有国家相关政策支
持、每年减收近亿元的情况下，主动调减活立木产量，从 2011
年开始全面停止主伐生产，如今，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积、森林
覆被率连续实现“三增长”，各类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物种
保护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达到28处，总面积98.2万公顷。

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大兴安岭明确要求各地要严密防
范、坚决打击滥砍盗伐商品材行为，切实做到一米商品材不能
采、不能动，决不允许触红线、碰底线。

为深入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大兴安岭从严查处各类破坏森
林资源的案件，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十三五”行动，查处盗伐林
木、毁林开垦、滥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资源林政案件257起，收回
林地2727亩，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

恢复森林重在营林。大兴安岭制定了《营林生产项目检查
验收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营林生产“三级”检查验收管理制

度。并依据各林业局年度计划完成情况、作业质量、专业化队
伍建设、规范化生产作业点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等实行生产计
划动态调控机制，有效地提升了营林生产综合管理水平。

据统计，2016年，大兴安岭完成森林抚育356.3万亩、人工
造林8.7万亩、补植补造46.1万亩，促进了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
高，森林抚育质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三位。

在生态建设工作中，大兴安岭严格落实防火责任，继续坚
持重兵投入、靠前驻防，全年未发生人为火，32起森林火灾均
在 24小时内扑灭，林地过火率远低于省控指标。连续六年没
有发生重特大火灾。

生态建设的加强进一步巩固了“绿色长城”的基石。通过
科学选育，增加了森林植被，优化了森林结构。停伐后，大兴安
岭活立木总蓄积每年增加了 1000多立方米，被确定为国家首
批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营造资源增长生态安全好环境

自国有林区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大兴安岭地区紧密结合林
区实际，牢牢抓住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这一主线，强力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和推出改革成果及举措112个，制定
出台相关方案、办法和意见等 43个，贯彻执行上级改革文件 51
个，切实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生态建设、经济转型、民生改善等各
环节各领域，为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了动力、释放了
活力。目前，2016年初确定的210项改革任务全面落实。

他们制定出台了《大兴安岭地区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推进方
案》，成立了重点国有林区改革领导小组和8个改革专项推进工
作组，《林业集团公司所属林业局职工转岗分流安置的指导意
见》、《大兴安岭国有林管理局机构组建方案》和《加格达奇林业局

改革实施方案》等8个子方案已形成初稿，为有序推进国有林区
改革奠定了基础。管护区划调整全面推开，新增管护区29个，开
辟了职工转岗安置的新渠道，有效缓解了职工转岗分流压力。将
木材经销处整体转为碳汇资源管理部，林产工业处挂全民创业办
牌子，组建了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启动了5
个驻外机构改革，撤销了大连、秦皇岛、深圳3个驻外办事机构，
人员编制统一收回地区管理。科学调整了政府采购职责、配套监
督管理措施和财政资金审批拨付程序，进一步建立明晰高效的财
政支出责任体系，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积极推进“放、管、
服”改革，地本级累计取消无谓的证明、手续120项，最大限度地
精简了各类不合法、不合理、不必要的证明、手续。

抓住主线林区改革稳步推进

绿色食品加工。

珍禽嬉戏。

蓝莓酒窖。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