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 冷极村里，木栅栏围着的农家院落，高高挂起

大红灯笼，喜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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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深处积雪盈尺,踩在上
面嘎吱作响。湛蓝的天空映衬着挺拔
的落叶松，深吸一口气，感到从里到外
的纯净。

2 月 3 日,我们走进内蒙古自治区
大兴安岭林区的乌力库玛林场，黑底
红字的牌子上铭记着一个难忘的日
子：2015年 4月 1日！

林区从这天起全面停伐。六台履
带式拖拉机，排列在松树林里，依然保
持着“出征”的样子，但已成了人们参
观的“文物”。停锯挂斧让这里发生着
历史性变化，大兴安岭林区宁静地迎
来全面停伐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踏
雪访问林海，探寻林业转型发展脚步，
最难忘的是人们会心的笑声。

“冷极村”笑迎山外客

到达根河市金林林场时,天已经
黑了下来。一面照壁般的雪雕上刻着
几个字，“零下 58 度的问候”。因为极
寒，这个只有 6 户人家的林场 2012 年
注册了一个新名字：冷极村。

程秉玺老人安顿我们在他家住
下。过了这个春节，老程就是 82 岁
了。这位河南濮阳籍的老人，从抗美
援朝战场上回国后，与 1000 多名战
友来到这茫茫大兴安岭林区。“当时
都 是 树 ， 不 见 人 ， 我 们 吃 盐 都 困
难。”老人说，1959 年来到金林林
场，再没有离开过。“现在全面停伐
了好，我就养养鸡，种种蘑菇，帮着
小儿子招呼一下客人。”

老程有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只有
小儿子程善忠还留在林场。1989 年
林校毕业之后，程善忠接过父亲手中
的斧锯，走进了森林。“我伐木时间不
算长，不到 10 年。”程善忠一边往炉子
里加柴，一边和我们聊。国家天然林
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大兴安岭林区先
后两次大幅调减木材产量，实现了以
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
性转变。

村里 6 户人家，都像程善忠一
样，是第二代伐木工人，很多人名字
里都带着“林”和“树”字：树林、
树红、永林等。他们在伐木声中长
大，跟随父辈扛锯进山，又随着林业
改革的步子，一步步走出森林，在林
业转型中调整着自己。2013 年 10 月
开始，程善忠领着全家人经营起“冷

极人家”，和村里人一起发展生态旅
游 。 2015 年 4 月 1 日 全 面 禁 伐 之
后，他们重新改造修整了房屋，为
的是留住游客住宿。“去年一年，我
家光旅行团就接待了 50 多个。”他
说，全年客人在 1000多人。

“人往哪里去，是每一次改革必
须回答好的大问题。”内蒙古森工集
团副总经理宋德才告诉我们，大兴
安岭林区在岗职工 5.4 万人，在册
职工却有 9.4 万人。“停伐直接影响
从事木材生产的几万名职工的就业
和生活。我们要让工人走出森林，
还得给他们找好出路，让他们生活
得更好。”打造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基
地就成为大兴安岭林区转型发展的
目标之一。

50 岁的第二代伐木工人梁宁，
2012 年到金林林场担任主任，现在
又 有 了 一 个 新 头 衔 ：“ 冷 极 村 村
长”。他说，让伐木工停斧，大家都
愿意，但生活怎么办，心里很忐
忑。金林林场不大，除了森林，就
是冬天的寒冷。“在上级领导启发
下，我们发现冷也是资源，因此注
册了‘冷极村’这个名字，试着发
展旅游，看来真是不错”。

我们住在冷极村的这个晚上，室
外温度超过零下 40 摄氏度。一早起
来，趁着晨光打量这个小村落，六个

小院排成两列，房前都点起了红灯
笼，格外喜庆。拍照时，相机和手机
一会儿就发出“超低温”提示！村里
人以“冷极”为自豪。“冷极驿站”“冷
极幸福人家”“冷极美食人家”“冷极
森林人家”⋯⋯家家取了一个与“冷”
有关的名字。虽近年关，村里依然客
人不断。老程家背后的尚永林家，当
晚还住着从广西南宁来的游客。

在 大 兴 安 岭 ， 冷 的 不 仅 是 气
温，更有其他环境所没有的产品。
用好“冷资源”也就成为大兴安岭
林区转型的一个重要思路。根河林
业局专门成立了冷极商贸公司，先
后推出“冷极印象系列产品”“冷极
春晖系列产品”等。根河林业局局
长高希明说，“有了转型产业，斧锯
才能停得下，停伐才能稳得住，工
人才能富起来”。

棚改区笑谈新生活

在根河市惠泽馨苑小区一栋楼
房的三层，张凯显然对我们的到来没
有准备。敲开门时，这位 40 多岁的
林场职工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背心。
他笑着说：“屋子里暖气足，温度高。”
房子虽然只有 40 多平方米，但收拾
得十分干净。

张凯 18 岁从父辈手中接过油锯

上山砍树，一砍就是 20 多年。去年
停伐后，他来到根河林业局下辖的
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做起房车营
地管理工作。他告诉我们，现在的
收入比停伐前还高些，每月收入能
有 4000 多元。“房子个人基本没有
花钱，靠国家、自治区、林管局的
各级补贴就够了”。

惠泽馨苑小区是根河市第一批
棚改小区。张凯是 2010 年搬进来的
第一批住户。大兴安岭林区申报改
造 15.26 万户棚改，已经开工 14.28
万户。高希明说，根河林业局在今
年 秋 天 就 可 以 全 部 解 决 棚 户 区 改
造。住过棚户区、住过“地窨子”，
张凯现在搬进楼房，最大的感受是

“用燃气和上厕所都比原来方便很
多”。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2008 年就
启动了棚户区改造试点，2009 年全
面启动棚改工程。棚户区改造对于
森 林 工 人 来 说 ， 并 不 是 简 单 地 把

“板夹泥”房换成砖瓦房。大兴安岭
林业是在“先生产、后生活”中开
始的，几十年来，林业工人因开采
需要，散居在深山密林之中，形成
大大小小的居住点。林区把棚改与
生态移居结合起来，将地处偏远的
山上林场、居民点都撤下来，拆除
旧房，植树造林。 （下转第二版）

大 兴 安 岭 深 处 的 欢 笑
本报记者 徐如俊 陈 力 魏永刚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台湾南部地区
发生 6.7 级地震高度关注，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习近平指出：6 日凌
晨，台湾南部地区发生 6.7 级地震，造成台湾同胞生命财产的重大损
失。我们对灾情表示高度关切，对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亲切慰问，对不
幸遇难的台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愿
意提供各方面的援助。

习近平对台湾6.7级地震
受 灾 同 胞 表 示 慰 问

鞭炮声、问候声、祝福声，声声入耳。

这是新春佳节最美好的声音！

时代风尚花样翻新，节庆文化悄然嬗变，最温暖最朴素的团圆

情怀依旧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超过 29 亿人次从地球的各个

角落奔回故乡，喜庆热烈的中国红照亮了千家万户，欢乐祥和的笑

容装点了每一张面孔。在无怨无悔的漫漫回家路上，在每一个风

俗习惯的传承之中，真切地体味着传统情怀的美好与伟大。

回家也是寻根。期盼已久的团圆大餐，吃的是亲情和关爱，吃

的是安心和熨帖。故乡是医治乡愁的特效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

人安泰，拥抱大地母亲就会获得无穷的神力。故乡如母亲，可以告

诉漂泊天涯的游子，你来自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她养成了你的口味

滋养了你的心灵。故乡如父亲，可以告诉在外打拼的孩子，我包容

你的磨难挫折，我支持你的梦想坚持。那一餐一饭的心意，那一草

一木的亲切，那一言一行的教诲，都将化作明日追求的不竭能量。

中国事、小康事、复兴事，事事关心。

这是新春佳节最深沉的动力！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激流漩涡中保持中高速增长，每天数以万

计的新企业诞生，全年 1300 多万人走上就业岗位，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蔚然成风，结构调整亮点纷呈，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有了更多

回报。这份来之不易的沉甸甸的成绩单，是我们掂在手上揣进兜

里的获得感。

羊年的故事已成历史，猴年的征程壮丽开启。幸福不会从天

降，迎难而上与改革创新共赢，补齐短板与整体推进并重，道德风

尚与财富增长同行，才能绘就时代宏图的坚实底色。当个人的追

求与时代的呼唤同步，当个人的创造与民族的梦想合拍，将在中华

大地上写就激情四溢的中国故事。

春来福到 家和国兴
姜 范

本报讯 猴年春节期间，经济日报
新媒体为广大用户准备了丰富的“视觉
大餐”：从今天起到农历正月初六，经济
日报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jjrbwx）、法人微博同步推出“中国名片”
系列报道，每天一期，全面展示中国高
铁、中国桥梁、中国无人机、中国卫星、中
国手机、中国家电的骄人成就。该系列
报道全部采用 H5 技术精心制作，酷炫
动图，展示“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传递
亮丽的“中国名片”！

本报新媒体今起推出“中国名片”系列报道
欢迎扫描二维码

，下载安装

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关注经济日报

微信公众号

。

右图 82 岁的程秉玺和 77 岁的老伴王素梅，沾着两

手白面，为客人准备晚餐。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二月七日

，农历除夕

。贵州锦屏县新

化乡化所村村民在新居门口挂灯笼

，贴

春联

，红红火火喜迎新春

。
李必祥

摄

二月七日

，农历除夕

。广州市民在天

河花市逛街买花

，喜迎新春佳节

。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2 月 7 日，西藏拉萨城区张灯结彩，披上节日的盛装，喜迎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图为布达拉宫广

场上悬挂的大红灯笼。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农历除夕，地处武夷山余脉的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
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这些自称“山哈”的畲民们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白天打麻糍、做年饭、贴春联，晚上则在
自家门前烧上一堆熊熊的大火，用本民族独特的方式迎接新
年的来临，祈福新年生活红火、事事兴旺。

在樟坪乡樟坪村上坪组靠路边的一幢新房前，“山哈”兰
瑞林一家吃过年夜饭后，便围坐在家门口一起“烧旺火”，红红
的火光把一家三口的脸映得通红，映得更红的是他们暖暖的
心。脱贫致富、住新房、娶媳妇，接踵而至的喜事让兰瑞林觉
得特别幸福。

这几年，政策的阳光照进了兰瑞林的家乡，通过产业扶贫
和移民搬迁，小山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乡里对进村道路做了拓
宽硬化，又从浙江引进了竹材加工厂。路通了，加工厂建到了
家门口。”兰瑞林边往火堆上添柴，边向记者介绍。这两年，乡
里引导村民发展毛竹丰产林和林下经济作物套种，他家的100
多亩毛竹林收获颇丰，去年光卖毛竹、春笋、冬笋就获利4万多
元。勤劳的兰瑞林还瞄准市场，买来一辆农用车，做起了毛竹
运输生意，每运一车毛竹到山下加工厂就能挣五六百元。

喜事一拨接一拨，兰瑞林说，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他们
全家打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大山里爆竹声此起彼伏，兰瑞
林家的旺火烧得越来越旺。“‘烧旺火’对畲乡百姓来说是很重
要的习俗，火烧得越旺，预示来年生活越红火。”兰瑞林说，新
一年他还有很多愿望要实现。 （更多报道见三版）

“山哈”烧旺火 生活旺又火
本报记者 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