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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
严勇、赵珮然)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 日
向外界发布，该所科研
人员设立在西藏自治区
墨脱县境内的红外相机
首次拍摄到野生孟加拉
虎活体照片。科研人员
认为，这表明当前墨脱
县生态环境能够承载野
生孟加拉虎种群的生存
和繁衍，也说明西藏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据了解，在西藏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的许可和
支持以及林芝市、墨脱县
林 草 局 的 帮助下 ，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
类生态与进化学科组副研
究员李学友带队在墨脱县
境内开展哺乳动物调查研
究，并沿海拔梯度安放了
48 台红外相机，旨在通
过调查监测掌握墨脱县珍
稀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及分
布。

墨脱县地处西藏东南
部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深

处，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受通行条
件限制，墨脱大部分地区人为干扰程度低，
生态系统原真性保存完好。近年来，有村民
反映在该县境内发现有疑似虎的脚印，但未
有确切证据表明孟加拉虎活动在我国西藏东
南部自然环境中。

李学友介绍，此次公布的野生孟加拉
虎活体照片是今年 1 月份拍摄到， 4 月
份回收红外相机后发现。这构成了我国
境内野生环境中分布有孟加拉虎的直接
证据。此外，红外相机还记录到了云豹、
金猫、云猫、豺等 14 种珍稀、濒危食肉
类动物。丰富的偶蹄类动物数据表明墨
脱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承载野生
孟加拉虎种群及其他食肉类动物的生存
和繁衍。

李学友认为，科研机构仍需继续加大对野
生孟加拉虎种群的调查和监测力度，相关部门
可进一步开展社区保护宣传教育等工作。

新华社郑州 8 月 7 日电(记者李鹏)“再不
采不行了。”在林场干了 30 多年的王德满没
想到，作为曾经以砍树为业的林场人，如今会
因为“树太多”而烦恼。

“以前愁的是，树长得太慢，没树可伐，
但现在树多了，不想伐却不得不伐。”王德满
是河南大别山区新县国有林场的副场长。1988
年参加工作时，他的工作是“砍树”，而迈入新世
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林场改革加速，他
的工作变成了“护树”。

“已经五六年没有砍过一棵树了。”王德
满说，林场每年本来有近万方的可采伐指标，
但不采伐是因为所有林场人“从内心里舍不得
砍”。树越来越多，王德满有了新“烦恼”：
“再不采伐，不仅采伐指标会被收回，而且小
树长不大，也不利于林场资源持续更新发

展。”
对砍树有着“黑色”记忆的王德满而言，

即使是科学采伐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曾见
证 20 世纪 80 年代林场“砍树卖树”时代的
“辉煌”。当时，新县林场是河南省人数最多
的国有林场之一，也是全县效益最好的单位，
最多时有 800 多名职工。

王德满说，那个时候，外表虽然风光，但
其实矛盾并不少，“林场大采，群众偷采，树
少了，自然灾害就多了，林场与群众的争采矛
盾、环境矛盾都开始显现。”

20世纪 90 年代，新县林场“砍树卖树”
的粗放发展走到了尽头。“木材价格低迷，而
种树成本一直上涨，效益越来越差，工资发不
出来，许多工人分流下岗。”树倒人散，是王
德满最深刻的记忆。

2000 年，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新
县提出全县禁伐。“如果说禁伐是强制林场变
轨，而国家林业体制改革则为林场找到了新出
路。”2003 年，新县国有林场加挂金兰山国家森
林公园的牌子，2005 年林场内的连康山保护区
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县提出发展全域旅游，
新县国有林场的两块新牌子变成了“金招牌”。
“国家每年有公益林补贴、生态林补贴，近两年
又改制为全供事业单位，林场已经不再为钱发
愁。”王德满说，而树多林密之后，依托国家森林
公园建设，林场的人气也更旺了，“每年有 40 万
客流，之前没用的歪脖树变成景观树，也成了景
区的‘香饽饽’”。

林密人聚，让林业人有了新活力。林场老
庙护林站的施业忠 1992 年参加工作。当时，

因为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养蜂、种天麻反
而成了护林员施业忠的“主业”。而如今，
待遇有保障，施业忠把家搬上山，一边护林
巡逻，一边钻研野生动物保护，成了人工繁
育白冠长尾雉的“土专家”。

林场之变，也在影响着周边群众的生活
方式。住在林场深处云息寺村的老人黄成
功，跟着林场打了一辈子工，“主要是砍
树”。禁伐之后，老人的伐木手艺用不上
了，搞起了农家乐。“四五十只柴鸡，七八
头牛，数十箱蜂，原料都是自己的，一年能
挣好几万元。”老人说。

“虽然树多也烦恼，但我们打心里不想砍。”
看着因为林场之变，越来越多的人放下砍树的
斧头，吃上“生态饭”，王德满说，“这是林业人最
有尊严和自豪的事儿。”

在
墨
脱
拍
摄
到
野
生
孟
加
拉
虎
活
体
照
片

“树太多了！”河南一家林场的幸福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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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迎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
“山绿、人乐、虎归来”：黑龙江国有林区“绿色转型”见闻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强勇、王松)黑龙江
省地处我国北部边陲，肩负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的重大责任。 2014 年 4 月，黑龙江在全国第
一个启动国有林区全面停伐天然林，加快“绿
色转型”。几年来，成效彰显，“山绿、人
乐、虎归来”的画卷徐徐展开。

伐木工变身护林者

58 岁的刘进国曾是伐木工人，现在成了
护林员。这位伊春市翠峦林业局解放经营所的
林业工人，和同事巡护着 10000 多公顷山林，
每天都要走上两三万步。“山里树多了、草密
了、空气更新鲜。”他说。

伊春市是我国重点国有林区，一直为国家
建设提供优质木材。长期采伐，破坏了林业资
源。“停伐前，可开采林木仅占 1/10 。”伊
春市林草局副调研员吴立生说。

2013 年 12 月，伊春在省内率先全面停伐。
不少像刘进国一样的伐木工，成为育林人、护林
人，林区生产职能也由木材生产转为资源管护、

森林培育等。停伐以来，伊春林木蓄积量增至
3 . 48 亿立方米，建立自然保护区 20 多处，入选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全面停伐意味着黑龙江向森林过度索取时
代的终结。昔日满载原木呼啸奔驰的森林小火
车驶进历史，“林区迎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
醉人”成了新时尚。仅 2018 年，有林地面积
占全省天然林面积约 4 成的龙江森工集团，森
林抚育达 521 万亩，森林覆被率增加 0 . 17 个
百分点。

生态趋好 虎豹频现

今年 5 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绥阳
林业局工作人员整理年初远红外相机数据时，
在 4 个不同监测点 5 次发现 1只母虎带着 3只
幼虎。专家鉴定，这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
以来，黑龙江首次在野外拍摄到东北虎家族。

东北虎一窝一般产仔 2-4 只，受野外环
境限制，存活 3只幼虎的情况少见。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绍春等专家判断，

3只幼虎为半岁左右，并经过影像比对，确定
携带 3只幼虎的母虎是该地区多次拍摄到的定
居虎之一。

停伐以来生态环境趋好，黑龙江森工系统
所属 23 个林业局中，已有半数以上发现虎豹踪
迹。仅绥阳局，近两年在园区内发现至少 10只
东北虎出没，数量是此前 10 年的两倍多。

黑龙江同时打出停伐、恢复植被、建设保
护区等组合拳，加紧修复生态系统。国家林草
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姜广顺说，东
北虎处于食物链顶端，生存地区须有完整食物
链，停伐等举措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环境。
据绥阳局监测，野猪每平方公里增至 1 . 79
只，狍子增至 2 . 8 只，野生动物种群呈恢复
性趋势。

借“绿”生金 坚定共识

斧锯入库，森林食品、药材种植、生态旅
游……记者了解，“绿色转型”改变了黑龙江
林区长期以来靠山吃山的传统发展方式。林区

从单纯开发木材走向综合开发非林非木资源。
龙江森工集团在保生态、促转型发展思路

下， 2018 年实现总产值 389 亿元，同比增长
8 . 6% 。其中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1 . 5% ，森林
食品业同比增长 16 . 1% ，均大幅提升。

伊春市发展森林旅游、食品、药材等 5 大
新产业，其增加值占 G D P 比重提高至
47 . 6% 。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森林经营所 3 年
前只有 1家农家乐，现在达到 34家。曾是伐
木工人的刘养顺变成经营农家乐的能手，年接
待游客 1 万余人、纯收入 12 万元左右。“收
入是过去好几倍。”他说。

通过向林中转、林下转、公益岗位托底
等，停伐后伊春 7 万多林业富余职工的大部分
已得到安置。翠峦区设立了省级生态经济开发
区，承接林业经济林中发展项目，入驻规模较
大企业 35 户，产值 14 . 2 亿元。其中蓝莓园
种植蓝莓 8600 亩，带动种植农户 450 人，季
节性用工 600 余人。

虽然提高林区职工生活水平的任务仍然繁
重，但绿色发展已成为共识。

左图：8 月 7 日，志愿者在指导小朋友进行垃圾分类。当日，安徽泗县花园井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公益小课堂，志愿者向社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让居民增强垃圾分类意识。新华社发（黄博涵摄）
右图：8 月 8 日，党员志愿者在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桃源溪村用快板表演的方式向村民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由基层党员志愿者组建的“乡村流动课堂”活跃在太阳镇
的各个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学习垃圾分类

共建生态文明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张超群)1300 多只
野生大熊猫生活在四川，占全国总数的 74%。
四川积极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努力把大熊猫的栖息地变成生态天堂，为“国
宝”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障。

合理划界 建立三级管理体系

规划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为 27134 平
方公里，四川片区 20177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4 . 36%。

针对此前划入公园部分区域熊猫活动少、
人类生产生活设施多的问题，四川按照“把最应
该保护的地方完整地保护起来”的要求，在
2017 年国家公园勘界基础上，对范围做了再确
定和微调，调整后的国家公园内有野生大熊猫
1205只，做到“总面积不减、栖息地面积不减、
保护大熊猫数量不减、核心区比例不减”。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29
日正式挂牌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11 月加挂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牌子，2019 年
1 月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7 个分局同
时在成都、绵阳、雅安、广元、阿坝、德阳、眉山挂
牌，标志着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包建华介绍，

四川明确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初步探索
形成“国家局—省局—管理分局”三级管理机构
体系，相关运行机制和职能职责正进一步细化
落实。

让科研走在前面

51 岁的谭迎春是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保护站研究员，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
间在海拔两千米到五千米的山林里，采集野生
动物的粪便、安装红外相机。他说，“最大的愿望
是在路上遇见它们。如果遇见了，我们也不会去
打扰它，只是静静地观察它。”

像谭迎春这样的研究人员遍及四川各大保
护区，他们常年在深山里追寻大熊猫的足迹，做
相应的科学研究。

科研是四川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的重
要内容，四川瞄准科研前沿领域，组织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社区
共建等重点领域研究，突出生态保护、生态机理、
生态监测和信息化建设，运用细胞学、遗传学前
沿成果，加强大熊猫谱系、基因库、数据库建设。

打造入口社区 生态成果共享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国
家公园广元管理分局的挂牌单位。无论哪个季节，
人们在这里都可能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期
而遇，觅食的扭角羚、嬉闹的金丝猴、精灵般的绿
尾虹雉，甚至大熊猫，每一次际遇都让人兴奋。

这得益于唐家河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点上
聚居、线上游憩、面上保护”的模式。唐家河通过
引导保护区内原住居民搬迁到入口社区集中居
住，将广阔自然重还野生动物，保护区与入口社
区“共建共管”，实现协同发展。

青溪镇落衣沟村是唐家河内现有唯一的行
政村，村民经济收入偏低，曾深受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矛盾困扰。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沈
兴娜告诉记者，为解决这个矛盾，管理处编制社
区共管规划，改变村民生产生活方式，让村民承
担起了“生态护林员”“劳务输出员”“共建共管员”
等角色，当上“熊猫公园人”，共建共享生态成果。

今后，四川将建立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尽可能将碎片化的大熊猫
栖息地连通起来，收归到一个管理主体下，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开创大熊猫保护新局面。

让大熊猫栖息地变成生态天堂
四川积极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探索

挥洒汗水，铸就人生辉煌
（上接 1 版）时光倒回至 2013 年的 5 月，在实训

中心先进制造加工技术实训车间内，高端数控机床
嗡嗡响动，3 名学生一边仔细听取王传龙对操作规
范的讲解，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各式原料被切削、塑
造成精巧的零件。

正在天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实训
课堂调研。看着眼前专注教学的师生，总书记没有打
断，而是耐心等着王传龙讲完课后才来到他身边，微
笑着同师生们握手、交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结果还让总
书记等了那么久，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那天的情
景，王传龙记忆犹新。

从机床的加工性能，到教学方法，再到学生的就
业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细致的询问，让王传龙深受鼓
舞。“总书记那么忙，问得还特别细，让我感受到了他
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王传龙回忆说。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加
强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
作，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缓解结
构性失业问题。

“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稳走实，善于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总书记的话语既是关心技
能人才发展的郑重嘱托，也是不断鞭策王传龙前行
的动力源泉。

近年来，有 8000 多名经他培训的院校学生、教
师、企业职工走向全国各地，在不同领域和岗位发光
发热，3 名学生还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的殊荣。在
全国，一批像王传龙一样的职业技能培训教师正加
速创新实训技术教学，为大规模开展技能人才培养
打下基础。

“未来，我一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更
多人能够通过培训掌握技术，去更为广阔的天地闯
荡，收获属于他们的人生意义。”说话时，王传龙神情
坚毅，眼神明亮。

【记者手记】
依靠吃苦耐劳，不断提升个人技能，持续培育社

会英才，用持续奋斗换来获得感、幸福感的满足。对
王传龙来说，这是他的“劳有所得”。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二〇
一九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饱含热情礼赞为
幸福和梦想拼尽全力的奋斗者，满怀信心寄语用信
心和实力勇敢踏上新征程的追梦人。

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使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通
过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实施方案……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
教育，为广大劳动者依靠奋斗开创美好生活增添助
力。

勠力同心，逐梦前行。想要踏踏实实干一辈子职
业技能培训的王传龙虽已“桃李遍天下”，但他依然
希望能够为更多的学生带去光和热。

【故事三】劳动成就梦想，“大国工

匠”不改初心

7 月末，骄阳似火。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 7200 余平方米大吨位焊接车间内，37 岁的张
怀红穿着厚厚的焊接防护服，手持焊枪，豆大的汗珠
不时从他脸上滑落。但他始终弓着身子，全神贯注进
行焊接操作——— 他的身前，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
球最大吨位全地面起重机徐工 1600 吨 9 桥起重机
的主吊臂。

从 1999 年到徐工集团实习，到成为身怀绝技的
电焊高级技师，张怀红在电焊岗位一干就是 20 年。
纵然工作“苦脏累”，但能够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
定，能够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再苦
再脏再累，张怀红也从无怨言。

2017 年 12 月 12 日，冬日的苏北，寒风凛冽，却
敌不过徐工集团职工们的热情。党的十九大后，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赴基层考察，来到江苏徐州，调研第一
站就深入徐工集团。

张怀红永远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广
大企业职工要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使命
感，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

“总书记给我们上了一课：企业要发展，作为员
工最基本的就是把本职工作做到精益求精。”张怀红
说。

为了达到焊接时“做手术”般精准，张怀红每天
第一个到岗，平焊、立焊、横焊、仰焊，一项一项地练；
站、仰、蹲、趴，一招一式地做。为了最大限度增强焊
接时的稳定性，他在手臂上捆沙袋、举砖块，以此提
高胳膊的负重能力。

不知疲倦地奋斗与钻研，换来的是超越他人的
技能本领：2016 年第三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上，凭
借“独门秘籍”，张怀红一举夺冠；在焊接徐工 1600
吨 9 桥起重机时，张怀红的创新工艺，让焊接时间缩
短一半；他总结的分散焊新工艺，把吊臂下挠度控制
在 2至 3 毫米之间……

获得诸多成就和荣誉，却更加沉淀了张怀红的
品性：“我是一名普通工人，唯一坚持的就是脚踏实
地把每天的工作做好，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获得感。”

【记者手记】
钻研攻坚业务难题，推动企业进步和国家发展，

将个人价值融入时代跳动的脉搏。对张怀红来说，这
是他的“劳有所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
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点燃了各行各业劳
动者在新时代奋发向上、拼搏奋斗的热情，激励着全
体人民向实现中国梦的美好前景不断进发。

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
案》、制定《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一系
列举措密集出台，为实现劳有所得、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提供有力保障。

一个国家的非凡成就，总是由点滴平凡构成；一
个国家的繁荣强大，总是建立在人民只争朝夕的奋
斗之上。正是因为劳动与奋斗，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
就；同样依靠劳动与奋斗，我们必将创造更加辉煌的
明天！

(记者叶昊鸣、樊曦、王晖、宋瑞、陈刚)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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