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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更 多 食 物 走 出 森 林
本报记者 马维维

今年 5 月，随着鲜食玉米播种作

业的开始，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森工集团”）亚

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的万亩鲜食玉米

项目正式拉开帷幕。项目充分利用林区

的土地资源和生态条件，根据森林耕地

土壤条件、林区特殊环境、播种生产采收

排期，为种植户定制化地开展了测土配

肥、生产排期、管理跟踪等技术支持，致力

于打造高品质的有机鲜食玉米生产基地。

龙江森工集团是我国国有重点林区之

一，森林经营总面积 658.57 万公顷，分布在黑

龙江省的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

山等山系，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

河四大水系的发源地和涵养地，也是东北大

粮仓的天然生态屏障。近年来，集团深入践

行“大食物观”理念，向森林要食物，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培育森林食品龙头企业，逐渐形成

了“一场一品”“一局一业”的发展路径。

打造特色森林食品

龙江森工集团的森林耕地腐殖质肥沃、

昼 夜 温 差 大 ，可 以 产 出 品 质 极 佳 的 森 林 农

作物。

近日，记者来到龙江森工集团的北方寒

地羊肚菌种植示范基地，看到 10 栋羊肚菌种

植大棚内栽满了西瓜、豆角、绿叶菜等作物。

龙江森工集团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宝山林

场的技术员梁兆国告诉记者：“我们刚收完今

年的最后一茬寒地羊肚菌，每个棚产出近 600

斤鲜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现在种植的农

作物，主要是改善一下土质，等到‘十一’前后

再种下一批。”

对比黑木耳等传统食用菌，羊肚菌有投

入少、收益快、市场售价高、项目前景好等优

势。为了加快原有食用菌产业升级，经过市

场调研，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把羊肚菌种

植项目列入重点工作内容。

不过，羊肚菌产地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

四川等省份，受种植难度和温度的限制，羊肚

菌在黑龙江属稀罕物。为此，亚布力林业局

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研发团队在四川、湖

南、山东、江苏等多个省份考察学习，成功改

良了羊肚菌二级菌培养基配方，自主提取野

生一级菌进行试种，终于攻克了北方地区羊

肚菌人工栽培关键技术，打造了属于自己的

优质食用菌品牌。

“羊肚菌生产不占用林地、不浪费土地，

还可以增加土地产出率，通过对大棚的环境

调控，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现在羊肚菌人工

培育技术已经十分完善，通过我们的指导，周

边已经有很多农户投入羊肚菌种植。”梁兆国

说，羊肚菌栽培攻克了技术难关，有效推动了

公司食用菌产业的升级换代，北方寒地羊肚

菌与南方产区羊肚菌形成了错季上市，鲜品

的销售价格比较优势明显。

经过 2 年探索，北方寒地羊肚菌“模式可

行、技术可靠、效益可观”的产业优势得到充

分验证。预计 2024 年至 2026 年，龙江森工集

团将逐步实现 200 栋、500 栋、1000 栋规模化

合作种植，到 2027 年将形成中国北方地区最

大的寒地羊肚菌产业集群。

不仅有亚布力的羊肚菌，八面通沙棘、迎

春黑蜂、苇河山野菜、桦南紫苏、穆棱西洋参、

东方红刺五加等食物也在黑龙江的森林中茁

壮成长。目前，龙江森工集团的森林食品产

业已有 60 个项目，开发出 12 大类 160 多个品

种，逐渐有了森林食品“百花齐放”的端倪。

“森林资源是森工的独特优势，由此而生

的森林生态产业也一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

我们要充分认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一

产基础上生成有特色的二产。”龙江森工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冠武表示，要实施“强加

工”计划，深挖森林食品、森林果蔬、中药材等

资源禀赋，谋划生成和引进一批具有森工特

色的深加工项目，努力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不断扩大优势。

持续推进生态建设

在亚布力滑雪场驶向中国雪乡方向的亚

雪公路 507 公里处，远远地就能看见林海中有

一个三产融合示范基地，这是由龙江森工集

团和东北农业大学联合打造的功能完善的森

林级田园综合体。

走进示范基地，一个特殊的养殖大棚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整洁的环境，蓬松的“床

垫”，工人正忙碌地为小猪投放饲料，100 多头

小猪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在这张神奇的垫料床

上解决。这个养殖基地打破了以往对猪舍脏

乱的固有印象。

“这是我们深度研发的生物技术发酵床

生态福利养殖，能够有效变废为宝，促进生物

科技、三产融合循环发展。”亚布力林业局有

限公司惊哲森林食品集团公司经理张雪久向

记者介绍，发酵床生态福利养殖，是利用生物

技术益生菌液与秸秆等有机质垫料做成发酵

床的创新工艺，垫料采用玉米秸秆、稻壳、木

屑、废弃食用菌袋等材料。

张雪久告诉记者，秸秆和废弃食用菌袋

做垫料的发酵床，在微生物益生菌的作用下，

与猪粪便中的有机物、氨氮及磷合成菌体蛋

白，能够降解并消化养殖产生的粪尿及有害

气体，有效解决大规模养殖污染问题，实现了

零污染、零排放。发酵床垫视情况每 1 年至

2 年更换一次，废弃的发酵床垫料还可以作为

最优质微生物有机肥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更好地实现黑土地保护修复。“这种养

殖 方 式 能 实 现 年 出 栏 商 品 猪 3000 头 ，消 耗

600 亩玉米秸秆，分解猪粪尿 1650 吨，还田有

机肥 5000 吨。”张雪久说。

除了发酵床生态福利养殖外，示范基地

中还有多种生态创新模式实践。节能阳光大

棚发酵床养殖，组装快捷、冬暖夏凉，每平方

米建设成本比集约化棚舍节省 62%；秸秆温

室发酵床养殖，以压缩玉米秸秆块为墙体材

料，可移动、不破坏地表，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比集约化棚舍节省 42%；移动式发酵床笼舍

养鸡实现无养殖污染，具备普遍推广价值；发

酵床养猪更是扩展到发酵床养牛、养羊、养

鸡、养鸭、养鹅等多种生态养殖。

生态产业是先进的、环保的、科学的，不

是具有周期性的传统产业，更不是竭泽而渔、

杀鸡取卵的消耗产业。作为务林人，生态建

设始终是森工的主责主业。在向森林要食

物，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理念中，龙江森工集

团持续推进生态建设，推动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做强做大森林品牌

来到龙江森工集团苇河林业局有限公

司，果蔬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派即将收获的喜

人景象。

在水果柿子暖棚，棚内安装有自动卷帘

机，供暖系统、测温测湿系统、滴灌浇水系统等

都有效提高了大棚的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

“今年农历正月十五后栽种的 9 棚柿子，已经

产了 7 万斤。我们与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果

蔬市场签约，销路不是问题。”苇河林业局有限

公司森林食品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勇告诉

记者。

每 年 秋

冬 季 节 ，黑 龙

江的蔬菜水果

市场大都被外省

产品占领。少了

气候优势，怎样让本土果蔬有市场？苇河林业

局有限公司的种植秘诀就是“抢前抓晚”——冬

春季早育早收，夏秋季晚育晚摘，同时打出“森

林果蔬”品牌。

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的果蔬大棚建在原

贮木场空地，从最初的西红柿、辣椒等蔬菜，

到如今的葡萄、板栗、南瓜等，越来越多的高

附加值作物入驻果蔬大棚，棚内四季常青。

在龙江森工集团的森林食品展销中心，

展示柜上的森林食品琳琅满目：冻干松茸，比

传统晒干松茸更保留了食物的原鲜；短梗五

加口溶膜，厚度薄于口香糖便于携带；紫苏油

胶囊，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充分保留

了紫苏的活性成分；还有山核桃仁、香菇脆

片、红松子仁、野生蓝莓果干等，都成了独具

龙江森工林区特色的高端旅游伴手礼⋯⋯无

一例外，产品包装上都印有代表龙江森工森

林食品的“森”标。

现在，龙江森工集团的“森”标和“黑森”

自主品牌森林食品已经进驻 600 余家大型连

锁商超，48 款产品获得“黑土优品”“九珍十八

品”黑龙江省级公用品牌使用权。

“各林业局都有自己的好产品，我们公司

就是做龙江森工集团森林食品的‘销售总端

口’。”黑龙江森工森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英明表示，今年，将聚焦主责主业，做大

市场销售份额，做强品牌销售价值，进一步扩

大“森”标、“黑森”品牌影响力，打造商超、展销

中心、社区电商、专区团购一体化销售体系，不

断扩大市场份额，逐步将贸易性收入转变为生

产性收入和品牌销售收入，基本实现“森”标高

端系列产品全部落地和充分市场化销售。

织密海洋生态

﹃
保护网

﹄

温济聪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保护

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着建设美

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加强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也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辽宁大连、山东青岛

等地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

复力度，以美丽海湾建设为统领，

大力实施海洋综合治理，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部最

新发布的《2023 中国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管辖海域

水质总体稳中趋好，近岸海域水

质持续改善，优良（一、二类）水质

面积比例为 85%，同比上升 3.1 个

百分点。监测的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7 处呈健康状态，17 处呈亚健

康状态，无不健康状态。

不过，我国近岸海域环境容

量有限，海洋生态系统脆弱的状

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海洋生

态保护依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大力实施海洋综合治理，推

动美丽海湾建设。优化空间布

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美丽海

湾建设提供空间保障；总结美丽

海湾建设经验，梯次推进美丽海

湾建设与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动海湾生态环境质量不

断改善；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等重大生

态项目，开展岸线和海岛的整治

与修复，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水

平。例如，大连以庄河、太平湾等

重大生态修复项目为抓手，持续

推进岸线和海岛的整治与修复。

坚持依法治海，巩固拓展海

域清理整顿成果。应全面开展非

法违规占用海域、滩涂、岸线问题

清理整顿工作，真正还海、还岸、

还景于民，不断提升市民和游客

的获得感、幸福感。举例来看，截

至目前，大连市共清理养殖用海

问题 15560 个，整治海域面积约

13.72 万公顷，全市依法用海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

加强陆海统筹，积极推动陆上生态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上。实现海洋生态

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陆上”而不在“海里”。不仅要严

把建设项目准入关，严禁产业政策淘汰类项目在滨海布

局，还要建立完善海岸线日常巡护巡查机制，排查整治农

村面源、城市生活源、工业园区等污染源。

要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努力实现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双赢。高水平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海洋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应牢固树立“海洋

经济+海洋生态”融合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海洋绿色

经济转型升级。

河北平泉——

探 索 生 态 资 源 价 值 转 换
本报记者 宋美倩

夏日，站在河北省平泉市海拔 1738 米的

山顶上极目远眺，只见崇山峻岭间密密实实

的森林竞相绽放浓浓绿意。

“平泉的最高峰叫光秃山，过去山坡上不

长树。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昔日的荒山

秃岭已是绿树成荫。”平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

长翟海雁说，目前平泉市的森林覆盖率达

60%以上，更可喜的是通过生态资源价值转

换，在全市形成了年产值达百亿元的生态经

济链条。真正走出了荒山变青山、青山变金

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平泉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冀、辽、蒙三

省区交界处，全市总面积 3294 平方公里，总

人口 47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近 30 万人，耕地

面积 72 万余亩，平泉市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的典型山区农业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中确定的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生态建设对平泉来说有着无与伦

比的重要性。

“山是和尚头，雨多洪水流，有

山无柴烧，用材更发愁。”恶劣的

自然环境加上多年粗放发展，平

泉生态林一度下降到不足总

面积的 3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平泉进行

植树造林，还创新实施了围山转、围田转、围

水转、围川转、围矿转的“五围”生态治理模

式，全力让荒山披上绿装。

平泉西北部的黄土梁子镇有 25 万亩山

场，但森林覆盖率仅有 0.6%。在这样的艰苦

环境中，国有林场员工们带着辖区内 8 个乡

镇 35 个 村 庄 的 农 民 起 早 贪 黑 进 行 植 树 造

林。如今，黄土梁子林场林地面积已经达到

22 万亩，覆盖率超 88.1%。

目前，平泉所有宜林用地均被绿化，只剩

立地条件极差的石质山。石山上还能不能搞

绿化？爱琢磨的平泉人与北京林业大学、河

北林科院展开合作，选择了一些既耐干旱、耐

瘠薄、耐寒冷，又能给老百姓带来经济收益的

树种，开始了区域内绿化造林的最后冲刺。

经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树种选育和栽种试

验，可以采收果实的山杏和可以轮伐作为食

用菌基质的刺槐进入了专家和农民的视野。

截至目前，当地山杏面积达 67万亩，刺槐面积

65万亩，两者占全市绿化面积的三成以上。

如今，平泉市林地面积达到 298.6 万亩，

森林蓄积 75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60.4%，

先后获得了全国绿化模范县、河北省绿化先

进单位、中国山杏之乡的荣誉称号。

凌晨 5时，黄土梁子镇龙潭社区农民薛凤

东经营的食用菌基料生产基地已经忙碌起来，

趁清晨天气凉快，员工们把一节节树干、树丫

及农作物秸秆分别投入不同的粉碎设备，绞成

细碎块，然后装袋点菌来生产香菇基质。

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立强说，食用菌是一

个变废为宝的产业，一般采用林业三废（采伐

剩余物、造材剩余物和加工剩余物）及农作物

秸秆作为原料生产食用菌，生态效益转换率

可达 1∶1 以上。“我们通过荒山绿化，在村子

的后山上栽植刺槐 1 万多亩，这种植物越伐

越旺，因此一直被当成发展食用菌产业的重

要辅材，每年用量超过 1200 吨，助力全社区

年产食用菌 7000 多吨，总收入 1200 多万元。”

“生态发展，最重要的是让山场既长出叶

子，又长出票子。”平泉市市长何会岭说。

基于这样的认识，平泉市与中国农科院、

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 6 家院校合

作，搭建了 16 个科创平台，培育了 300 多名技

术人员，在平泉市先后建成了刺槐、杏扁、农

作物秸秆等 6 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其中，

仅 食 用

菌 年 产

量 就 达 63

万 吨 ，总 产 值 82

亿元。不仅获评国家级

食用菌产业园区，同时还拉动周边县市 58 个

乡镇 487 个村进入食用菌产业链条，带动农

户 17.3 万户。

除了发展刺槐产业链条外，全市通过 67

万亩的山杏种植及深度开发，在市域内形成

了年交易 6 万吨、交易额近 10 亿元的大市场，

带动全市 19 个乡镇 2.5 万余户农户实现增

收，年实现加工产值达 9.98 亿元。

据了解，平泉市利用生态资源生产的高

精尖产品还有很多。比如，承德欧亚果仁有

限公司与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合作，大力开

展对山杏产品的深度开发，其中仅利用杏仁

脱苦废水提取有益物质一项，每年就能生产

杏仁苷油膏 500 吨、杏仁苷精粉 25 吨；杏林春

晓承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沈阳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结成创新联盟，投资 3300 万元建设超

临界苦杏仁萃取生产线，每颗杏仁的利用率

达到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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