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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工作上有担当，吴
保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丈
夫患有脑梗十余年，没有工作
能力，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广
东工作，家里的一切全靠她一
个人扛起来。

她每月的收入仅有 3000
多元，还要拿出 2000多元给丈
夫打针吃药。为了提高家庭收
入，她在忙完责任区域清扫工
作后，利用午休时间去“小饭
桌”兼职做厨师，晚上再到个体
加工厂打更。在生活的重压之
下，瘦弱的她却挺直了脊梁，用
辛勤的劳动支撑着这个家。

2015年，事迹突出的吴保
英获得了“感动森工”十大人物
荣誉称号。荣誉吴保英欣然接
受，但说什么也不肯要 1 万元
奖金。“作为普通的环卫工人，
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我非常
满足了，奖金不能要，我现在不
缺钱，应该把奖金给更需要的
人。”朴实无华的话语让人不禁
动容。

工作原因，吴保英时常会
捡到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总
金额累计超过 8 万元，而每次
失主要表示感谢，都被她一一
谢绝。

“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
水玉为神。”吴保英用平凡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诠释着、传承着
一个个大写的“爱”。就像龙江
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旭东说的那样——“龙江最美
劳动者”称号，是你的荣耀，也
是全体森工人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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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陈一博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五一”小长假，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威虎山
九寨新鲜开园，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万顷林海的天
然氧吧，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春游热情与体验。

绿荫葱葱、清泉潺潺，灵秀山水吸引了大批
游客纷至沓来，如诗如画的原生态美景让人流
连忘返。走进威虎山，感受春意正浓；畅游山水
间，品味“生态大餐”。

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威虎山景区逐步
形成了以威虎山九寨景区为龙头，兼顾森林观
光、水上乐园、莲花湖游船、威虎山漂流的旅游
产品格局。景区将威虎山生态文化、红色文化、
民俗文化融入景点之中，让每一处景点都有故
事、会说话，让新游客有回忆、老游客有欣喜。

据介绍，景区紧抓春防与常态化疫情防控
不松懈，制定应急预案，排查各类隐患，力求为
游客提供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

游客纷至沓来。

威虎山上品生态大餐

□文/摄 张秉一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来枯河沟北药谷，呼
吸空气也大补。”这是当地
人的一句口头禅，而这片大
补之地的“诞生”离不开一
个人，他就是2021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八面通
林业局有限公司枯河沟经
营所主任许延臣。

1985年，许延臣来到枯
河沟经营所工作，一转眼 30
多年过去了，他在这里扎下
了根，一直“深耕”着这片土
地。

每年的春秋两季森林
防火工作中，值班、宣传、执
勤，许延臣白天晚上连轴
转，没时间回家成为常态。
春季造林、耕地，他带头参
与，想方设法帮助大家保质
保量提高工作效率；在生态
林场所建设中，挥锹铲土，
植树护绿，同样少不了他的
身影……

2014年，许延臣任枯河
沟经营所主任，此时恰逢森
工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
伐。面对林区主业变更，他
因势利导，充分结合本单位
实际，带领林业职工“向土
地进军要效益”，结合国家
补充耕地项目的实施，将经
营所 3000 多亩土地改造成
了高标准农田。

如今，在这 3000亩土地
上，苍术、白鲜皮、人参、板
蓝根等道地北药长势喜人，

“枯河沟北药谷”的声名远
播。来自“寒地黑土”的道
地药材远销全国各地，年销
售收入 100余万元。土地亩
产效益得到大幅提升，转型
中的林业工人“钱袋子”鼓
了起来。

“职工的收入增加了，
生活环境也要提升，一定要
让林场的职工群众对自己
生活的区域有归属感和幸
福感。”许延臣说。

说到做到，许延臣积极
响应林业局公司党委“打造
美丽林场所”的号召，带领
大家投身到环境建设中来。

如今走进枯河沟经营
所，笔直干净的柏油路，道
路两侧花草树木相互掩映，

职工群众在广场上惬意休闲，一幅生态林区的优美
画卷映入眼帘。

“原来我们场不是柏油路，一下雨大坑套小坑，
小坑套水坑。现在平坦的柏油路，满眼的绿色，心里
真敞亮。”枯河沟的居民说着当地的变化，脸上露出
幸福的笑容。

从 2014年开始，枯河沟经营所不断更新“环境
建设图片”，居民区自来水管道、维修供电线路、修整
场区道路、绿化美化街边环境，全部都进行了“提档
升级”。

枯河沟经营所在 2016 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
位”，2019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知道什么对老百姓重
要，反正我就一个心思，就是领着大家伙儿挣钱，过
好日子。”看着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得到了职工
群众的认可，许延臣的信念更坚定了。

多年来，枯河沟经营所累计完成森林抚育面积
2.3万亩，植树造林1500余亩，退耕还林3000亩。许
延臣用实际行动在基层岗位上守护着林区的绿水青
山，体现了“森林卫士”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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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凤凰山越野跑挑
战赛在龙江凤凰山景区激情
开跑，同时拉开了凤凰山国
家森林公园开园纳客的序
幕。来自五常稻花香跑步协
会、五常凤凰山跑团近百名
跑步爱好者参赛。

此次凤凰山越野跑挑战
赛的主题是“健康、运动、绿
色、环保”，选手们沿着大石
头河溯溪而上，在山水相间
的赛道上奋力驰骋，同时也
享受着视觉美景和“森呼吸”
的乐趣。

崔栋博 本报记者 马一
梅 李健摄

凤凰山凤凰山
越野赛越野赛
开跑开跑

□文/摄 高海生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利用原有基础扩大规模、利用
成熟技术稳中求进、利用土地优势
获取订单农业……绥阳林业局有限
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产
业、上项目，科学开发利用森林资源，
着力培育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使资源变成效益。

今年，河湾林场在原来的基础上
扩大大榛子的种植面积。种植地点选
择在河湾施业区28林班内，面积为50
亩，种植3600株。该场党支部负责人
贾立斌给记者算了笔账：此次大榛子
前 3年总投入 8.755万元，第 4年开始
挂果，按预计产量 80斤/亩计算，总产
量 4000斤，按 15元/斤计算，产值为 6
万元，可实现利润4万元。第4年之后
投入的费用已经非常少，产量却可以
逐年提高，可谓是“坐享其成。”

道河林场还充分发掘自身山野菜
加工厂的潜力，开发黏玉米加工的新
项目。黄松、三节砬子、柳桥沟、暖泉
河等林场所，利用绥阳局多年积累的
先进技术，发展黑木耳产业，适时在生
产中推广新做法、新技术。

向岭经营所和沙洞公路管理处利
用土地优势，选取了订单玉米作为立
场项目。园山林场则是和一家食品加
工厂签订了黏玉米（绿糯8号）种植作
为立场项目。太平川土地资源丰富，
选取了黑农 38作为有机大豆的种植
项目。

双桥子林场充分利用辖区内旅游
资源，大力开发康养游项目。万宝湾
发展万袋木耳、万株山葱、万株云杉及
水曲柳绿化树苗。三岔河则走了木耳
精深加工的路子，利用其已有的三岔
河牌精加工木耳，加大电商销售力度，
不仅可以将本林场的木耳卖上好价
钱，还可以带动其他林场的木耳销售。

八里坪经营所走的是创新路——
栽种橘红心白菜。此种白菜口感好、
档次高。八里坪经营所已经与东宁和
绥芬河高档饭店签订了供销合同，预
计将有不错的收益。

如今的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正
努力形成一场一品、一场一特、多点支
撑、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

“一场一品”
提升经济效益

本报讯（魏晓燕 记者马一梅 李健）为深入推进
社区平安建设，有效控制、积极预防安全事故的发
生，近日，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各社区积
极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的形式，走进沿街
门店商铺，查看店铺是否配备消防器材，消防器材是
否能正常使用，并逐户宣传消防安全常识，手把手教
商户们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提醒商户要增强安全意
识，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针对老旧小区存在墙皮脱落、高空坠物、居民用
电用气安全意识较差等问题，本着“排查不漏户、告
知不漏人”的工作原则，社区各网格工作人员采用张
贴安全提示须知、电话通知和入户调查等方式开展
地毯式排查工作，对辖区内老旧小区、房顶及家中老
旧电器等安全项目逐一排查登记，建立一户一档安
全排查记录，做到及时排查、及时登记、及时汇报。

通过此次排查，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安全
意识和安全自救意识。下一步，通北局街道各社区
将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努力营造人人“学安全、
懂安全、用安全”的氛围，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

消防安全排查不漏户 本报讯（徐丙伟 记者马一梅 李
健）近日，由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

“2021 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地区）太极拳网络大赛”成功举行。
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 13个国家及地
区和国内共973位选手参赛。海林林
区武术协会选手曹恩娟、代秀梅在比
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据了解，本次大赛在报名阶段受
到了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国家（地区）
各武术协会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国内
外近千个比赛视频。在网络投票阶段
获得大量关注，共有 127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700万网友参与投票，大赛官
方全球访问量约2300万人次。

海林林区武术协会两位选手曹恩
娟、代秀梅入选黑龙江省代表队。曹
恩娟在规定套路 24式太极拳比赛中
以 8.72分的成绩获得三等奖，代秀梅
在规定套路 32 式太极剑比赛中以
8.61分的成绩获得三等奖，为我省及
森工林区赢得了荣誉。

海林林区

国际太极拳
网络大赛获佳绩

许延臣在工作中。

吴保英（中）在清理垃圾。

小扫帚大管家
访首届“龙江最美劳动者”、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吴保英

山野菜加工。

矮小的身材、黝黑的脸庞、质朴的眼神……在林
口林业局有限公司，有一位普通的女性，她，待人诚
信、爱岗敬业、自强不息，早已成为林口林区街头巷尾
的“美谈”。她就是吴保英，林口林业局街道办事处退
休返聘环卫工人。

5月6日，在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
总工会共同主办的首届“龙江最美劳动者”颁奖晚会
上，吴保英荣获“龙江最美劳动者”荣誉称号。多年
来，她用浓浓的真情，温暖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用柔弱
的双肩，担起了人性的真善美；用暖暖的爱心，在林区
大地上谱写了生动大气的奉献之歌。

□文/摄 刘夕营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在当地，吴保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钥匙管家”，林口局局址地区共有 62栋楼，
她的身上就有其中10栋楼，36户居民家门的
钥匙。

说起 36把钥匙的由来，吴保英害羞地笑
了，“这都是邻居对我的信任，能够在关键时
刻帮到他们，心里感觉暖暖的。”

多年来，吴保英就像一台预警器，谁家的
窗户没关，谁家需要浇花，谁家老人独居，谁
家孩子无人照看……这些都清晰地记在心
里。

疫情防控期间，当大家“谈疫色变”的时
候，吴保英主动为居民收拾垃圾、在楼道里喷
洒消毒剂，每天只要听到楼道里传来环佩叮
当的钥匙碰撞声，居民就知道吴保英来“家
访”了。

一次，吴保英到林口县城办年货，邻居张
大妈突然打来电话，说下楼买醋的时候不小
心把钥匙反锁在了家中，屋里只剩下不满 2
岁的小外孙，电话里张大妈急得直哭。林口
县城距林口局局址 10 公里，吴保英想都没
想，花 30元打了一辆车就赶了回来。打开张
大妈家门，她的小外孙还在睡梦中。“保英，看
来把钥匙放在你手里就对了，实在太感谢你
了。”张大妈要把打车钱给她，吴保英说啥也
没收。花 30元打车对于吴保英来说是特别

“奢侈”的事情，但是在帮助别人面前她毫不
犹豫。

36把钥匙既是一份感情，更是一份信任
和重托。她的邻居都说：“保英是个大好人，
不管大家在哪儿，钥匙放她手里，都是一百个
放心。”

吴保英正是用真心打破了城市冰冷的钢
筋混凝土，拉近了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
离，让生活充满了阳光和温暖。

吴保英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只知道家
乡需要我、邻居需要我，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
下去！”吴保英目光坚定，笑意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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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英身高只有1.4米，瘦小
的身材担负着林口局局址人流最
密集的地区——1.5万平方米兴
林广场的卫生。从早晨晨练到晚
上跳广场舞、遛弯，兴林广场上的
人来来去去从不间断，为了保持
广场卫生，吴保英手里的活儿也
从不间断。

每天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
吴保英总是第一个到达清理区
域，迅速投入到一天忙碌的工作
当中。

偌大的广场，吴保英每天要
清扫 4次。有人问她，这么大的
工作量累不累？她微笑着回答
说：“累点也值，我就看不了这么
好的地方不干净。”

从搬进楼房开始，吴保英一
直坚持义务清扫 27号楼道，从未
间断。只要认识吴保英的人都知
道，无论什么时候，找她帮忙肯定
是有求必应。帮别人拎东西、买
生活用品、腌菜……这些生活琐
事吴保英做起来驾轻就熟。“我这
人就是待不住，越忙活越轻松。”
吴保英将助人为乐当成了自己的
信念与习惯。

退休之后，吴保英本可以寻
求薪水更高、劳动量更少的保姆、
家政等工作，这样她每个月可以
增加四五千元的收入。但她深感
环卫工作的重要，放不下手中的
笤帚。结果，她义务坚持在原责
任区域里巡护打扫。她的行为深
深打动了所在单位，经过向林口
局党委反映，为她办理了公益性
岗位，让她在退休前管理的责任
区域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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