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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7岁的护林员于九江，一到旅

游季就变身马车夫。他驾着马车在白狼

镇穿行，拉着一茬又一茬的游客进山入

林，领略大兴安岭的林区美景，自己也奔

向幸福生活。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镇，地

处大兴安岭中段岭脊南，是新中国成立

后，林区开发者最早的定居地之一。

阿尔山林区沟深林密，开发建设初

期，马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于九

江是土生土长的白狼镇人，18 岁时，他

当上了林业工人，学会了赶马车。

在内蒙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伴随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许多像

于九江一样的伐木工人，放下了手中的

斧头。林区禁伐、林业转产转制后，曾经

的伐木工变成了护林员。

“护林主要在春秋两季，旅游主要在

夏天。”于九江看到林区逐年热闹起来，

便重操旧业赶起了马车，当上了导游，他

的生意越做越好，收入逐年增高。

“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端上了‘金

饭碗’。”越来越多的林业工人像于九江

一样搭上了旅游发展的“顺风车”，在内

蒙古林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转

型，在护林守绿之外，经营多种产业，日

子越过越红火。

伐木女工变成了女画师

地处大兴安岭林区腹地的阿尔山，

由于多年开采，森林可采林木资源已近

枯竭。

2011 年 7 月，阿尔山市被纳入大兴

安岭南麓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也是从这时起，阿尔山开启了发展旅游

业的脱贫之路。

10 多年来，阿尔山从默默无闻的

边陲小镇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新

兴 地 。 2021 年 ，全 市 接 待 游 客 498.63
万人次。

曾经的贫困户顾长云是林区女子采

伐队的一员，伐木的艰辛顾长云记忆犹

新，“冬天特别冷，我们就一直砍树，一停

下来就冻得受不了。”顾长云说，当年早

出晚归，装几个馒头当干粮，“馒头都裹

在裤腰里，不然就冻硬了。”

现在，伐木女工变成了女画师。

2017 年，“林二代”谢彩云担任阿尔

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她下决心要让树皮画“走出去”“火

起来”。

桦树皮画是一种特殊工艺品，以白

桦树上剥落的树皮为原料经精细加工制

成。它以中国山水画、界画构图，通过精

细的剪贴技术制成精美树皮壁画。桦树

皮画永不褪色，适合收藏。

请老师、改工艺、搞创新……近些

年，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白狼镇

树皮画。树皮画林俗文化产业带动了全

镇 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两年前，顾长云开始学习树皮画制

作，如今她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她平均

每个月工资 2000 多元，多的时候能挣三

四千元。

“男人们由砍树人变成护林人，搞

起林下旅游。女人们收集掉落的白桦

树皮，同样描出了新生活。”谢彩云说。

为旅而农 为旅而牧

白狼镇鹿村的任红梅曾经也是一

名伐木工人。退休后，她在当地林业

部门扶持下开始养鹿。如今她不仅开

起了客栈，还拥有一家售卖当地土特

产的小商店，同时种植木耳，一年收入

有十几万元。想起这些变化，她笑得

合不拢嘴。

阿尔山市自 2002 年开始实施禁牧

退 耕 ，2012 年 在 林 区 实 施 全 面 禁 伐 ，

“为旅而农、为旅而牧”的理念不仅让

曾经的伐木工人转型过上了好日子，

更让阿尔山的森林越来越茂密，绿色

越来越浓厚。

如今，阿尔山获得脱胎换骨般的重

生。2013 年，阿尔山被列为国家“生态

旅游示范区”。2016 年，成功进入全国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森林覆盖

率从建市时的 69％，提高到了森林资源

普查时的 81.2％。

阿尔山林区的变化只是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近 20年

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累计完成人工

更新造林 2000万亩。

老林区换新貌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中国最大的

国有林区，拥有中国最大的寒温带明亮

针叶林区，森林资源面积 837.02万公顷，

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10.67万平方公里，森

林面积、蓄积量分别占中国重点国有林

区的近 1/3。
1952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开发建

设 ，肩 负 起 新 中 国 经 济 建 设 的 使 命 ；

“天保工程”实施后，内蒙古大兴安岭

于 2015 年 全 面 禁 伐 …… 从 拿 起 斧 头

到放下伐具，这片林海见证了时代的

变迁，也见证着老林区换新貌的点点

滴滴。

2019 年，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

一条消息，让内蒙古大兴安岭务林人无

比骄傲。全国第九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数据显示，1998年至 2018年“天保工程”

实施 20年间，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

林区森林面积增加 138.74万公顷。天然

林保护工程提供了 4.6 万余个直接就业

岗位，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惠及林区

20多万人。

内蒙古大兴安岭首次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成果显示：以 2018 年为核算基

准年大兴安岭林区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总价值为每年 6160 亿元，其

中，森林生态系统为 5298.82 亿元、湿地

生态系统为 860.92亿元……几组详实的

数据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内蒙古每年

完 成 林 业 和 草 原 生 态 建 设 任 务 超 过

1000 万亩、3000 万亩，均居全国前列；年

均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1200 万亩，约占全

国治理面积的 40%。

内蒙古大兴安岭务林人驾着马车奔向幸福生活——

守住“绿水青山”端上“金饭碗”

（上接第 1版）

“我是企航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

匡 素 春 ，受 巴 南 区 总 工 会 的 安 排 、委

托，来收集企业的服务需求。”6 月 20 日

上午，巴南区龙洲湾街道辖区内多个

工会会员单位的负责人接到了匡素春

打来的电话，向他们了解下半年的社

工服务需求。

电话接通后，各企业负责人纷纷提

出了各自的需求，其中，对职工进行心理

疏导、传授减压技巧、提升职工归属感等

需求出现频率最高。

“了解企业职工需求是我们社工‘上

门’服务的第一步。”匡素春告诉记者，每

年项目开始前，她都和街道工会的工作

人员一起到企业收集服务需求，制定全

年活动计划，同时根据区总工作安排、服

务效果及企业职工新需求对活动计划进

行调整。

巴南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负责人

介绍，自项目开展以来，区总工会就以

企业职工“点单”，工会、社工携手上门

“出菜”的方式进行。

“ 如 此 一 来 ，既 延 伸 了 工 会 服 务

‘触角’，让企业职工享受专业的公益

服务，又提升了工会的知名度，使工会

快速 在 企 业 职 工 中‘ 出 圈 ’。”该 负 责

人说。

企业“减负”职工受益

“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工会活动少了

很多，巴南区总工会‘服务职工心贴心’

项目，不仅弥补了这一短板，还提升了活

动内涵。”采访中，龙洲湾街道多家企业

负责人坦言，今年以来，企业主动把工会

活动融入该项目，在社工的帮助下，公司

职工逐步消除了因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

健康问题，对企业的归属感、岗位的认同

感在逐步增强。

该街道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介

绍，物业管理工作繁杂，还经常得不到业

主的理解，不少职工背负了沉重的心理

压力。如何疏解职工心理压力、留住人

才，也就成了公司发展路上必须解答的

难题。

就在该公司为此事发愁之际，龙洲

湾街道总工会和社工主动上门，在了解

企业需求后，专门组织了一场职工心理

疏导服务活动，为该公司职工的“心”健

康“把脉开方”。

“活动中，我们发现物业管家陈梅

（化 名）心 理 压 力 亟 待 排 解 。”匡 素 春

说，“陈梅今年才转行做物业管家，一

时 间 难 以 适 应 ，我 们 决 定 采 取‘ 一 对

一’的帮扶方式，让她走出困境。”经过

匡素春 15 次的线下“一对一”疏导以及

线上跟进，陈梅的心理压力得到了有

效排解。

这是巴南区总工会携手社工组织服

务企业职工的缩影。巴南区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说，“服务职工心贴心”项目有效

填补了基层工会服务企业职工的“缝

隙”，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解锁了

职工的幸福密码。

昔日“受助者”今日“志愿者”

据了解，巴南区总工会与企航社工

“联姻”后，该区的企业职工众多“急难

愁盼”得到了解决，职工素质也有显著

提升，不少职工还从“受助者”转变为

“志愿者”。

今年 32 岁的侯文（化名）是龙洲湾

街道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工，今年 4月，他

参与了一场以职工素质拓展为主题的社

区活动。

侯文说：“参加活动让我进一步了解

到工会、社工的工作意义。”当看到企航

社工招募志愿者时，他主动报名参与

志愿服务。

目前，候文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

了巴南区多场疫情防控走访和服务

职工活动。在巴南区，像候文这样从

“受助者”转变为“志愿者”的职工还

有 23人。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已协助

社工累计走访、服务职工群众 1500 余

人次。

该服务项目开展一年多以来，不

仅让职工企业双受益、工会“火出圈”，

还促成职工主动反哺社会。接下来，

巴南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服务体

系建设，撬动和汇聚各类社会资源，进

一步扩大工会服务职工的深度和广

度，为职工成长和企业发展贡献工会

力量。

“五社联动”解锁职工幸福密码

（上接第 1版）

非首都功能谋减量，高质量发展聚

增量。“这也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

了更大空间。”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

同办相关负责人说，北京科技、商务、文

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的新设市场主体

持续增加，占比由 2013 年的 40%升至

2021 年的 62%，全市常住人口规模连续

5 年、城乡建设用地连续 4 年、建筑规模

连续 3 年减量，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比

由 2014 年的 60%左右下降到 2021 年的

50%左右。

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加大

老城保护力度；陆续实施“回天地区”

三年行动计划、城南行动计划促进城

市南北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取得重大标志性进展……

近年来，北京“四个中心”首都功能进一

步强化。

狠抓两件“关键小事”

2020 年 5 月 1 日，新版《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施行。目前，北京市有 2
万余名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下沉社区

参与“盯桶守桶”。

北京市统计局的最近一次调查结果

显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满意度达到

92.2%，较《条例》实施前的 2020年 1月大

幅提升 34.8 个百分点，有 97.2%的被访

者认为所在小区（村）垃圾分类工作与

《条例》实施之前相比有好转。

生活垃圾分类是刚刚结束的北京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狠抓两件“关键

小事”中的其中一件。

另一件“关键小事”是社会治理。

今年 5 月 1 日，5 名在西城区工作的

保安员通过 12345 服务热线反映，公司

拖欠 1 月到 3 月的工资，金额在每人 1.5
万元左右。受理诉求后，值守的劳动保

障监察员迅速与诉求人所在保安公司联

系，并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很快，5 月 5
日，该公司支付了保安员被拖欠的工资。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

董小华介绍，去年，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接到拖欠工资或涉报酬类的诉求，

呈现总量攀升的趋势。今年以来，诉

求量有所下降，但仍在各类诉求中排

名靠前。

面对群众的诉求，北京市人社局会

同市政务服务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推动

建立服务业拖欠工资或涉报酬类诉求办

理机制。同时，人社部门发挥牵头作用

及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能，开展根治欠薪

夏季、冬季专项行动，加大查处力度，进

一步强化根治欠薪联动机制。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 服务

热线只是近年来北京创新党建引领首都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数据显

示，3 年来北京接诉即办共受理 5199 万

件民意诉求，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2018 年，北京市以赋权、下沉、增效

为重点，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

革；2019年，探索形成以 12345市民服务

热线为主渠道的“接诉即办”机制；2020
年，狠抓“七有五性”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落实，出台首都社区治理 20 条措施；

2021 年，建立“每月一题”机制，出台接

诉即办工作条例，着力推进主动治理、未

诉先办；2022 年，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

治理体系。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穿过古朴雅致的门廊，青砖灰瓦

的四间房怀抱一座小院儿，院中央的

杨树虬枝盘曲，居民悠闲地晒着太阳，

话着家常，曾经四合院里的风貌又展

现在眼前。

胡同、院落焕然一新的“秘诀”是老

城复兴。近年来，北京在老城保护更新

上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打造“共生

院”新概念，即通过对腾退空间重新设

计，与老胡同形成建筑共生，创新推出保

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申请式退租和改

善等政策，保护性更新历史文化街区和

老城平房区。

2015 年起，东城区以南锣鼓巷地

区雨儿胡同为试点，探索“共生院”等

老城保护复兴新路径。在开展雨儿胡

同修缮整治提升工作时，东城区搭建

了 雨 儿 胡 同 设 计 平 台 ，坚 持“ 一 院 一

策、一户一设计”，全程跟踪整治实施、

保证设计成果的落地质量，用“绣花”

功夫织补出新旧共生的“老胡同的现

代生活”。

为进一步加强对老城的整体保护与

复兴、强化对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北京市

近年来出台了系列办法。2019 年发布

的《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

设计导则》，规范了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在

风貌保护与更新中的“宜”与“忌”，使街

区在具体规划、设计及建设时有规可依、

有章可循。

在高质量发展中，首都北京不断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以“绣花功夫”和

工匠精神盘活存量空间资源、推动城

市面貌全面提升……这些深刻的变化

让北京市民幸福指数飙升。

曾几何时，雾霾一度成为首都市

民的“心肺之患”，偶有的蓝天让人欣

喜不已。如今，蓝天白云已经越来越

常见。

近 10 年来，北京市以“一微克一

微克去抠”的精神抓生态环境治理。

数据显示，2021 年北京 PM2.5 平均浓

度 33 微克每立方米，首次实现 6 项空

气质量指标全部达标，较 2013 年下降

63.1%。

“北京蓝”成为常态，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将之评价为“北京奇迹”。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北

京市的环境质量持续得到改善，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功能更优化、生态更优美的古都画

卷徐徐展开。

千年古城的十年蝶变

新华社记者 白瀛

4 月中旬以来，中央主要媒体深入革命老区和边

疆地区，开展行进式、互动式采访报道，生动讲述新时

代“老区新貌”“大美边疆”的精彩故事。

报道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和边疆

地区的深深牵挂和深切关怀，深入反映了革命老区和

边疆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显著成就

和感人故事，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和

边疆地区的新风貌新变化新成就，深情表达了全国各

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愿，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专版专栏，全面展现老区边疆成就变化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报道中，

各媒体都开辟专版专栏，推出重点综述文章，讲好革命

老区和边疆地区发展故事，反映成就变化，凝聚发展信

心，展现奋斗图景。

人民日报在相关栏目中每期推出“1 篇要闻版通

讯+2个特别报道版”系列报道，推出综述《让乡亲们日

子越过越好》《万里边疆展新颜》，充分展现革命老区和

边疆地区加快发展的巨变，展现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人

民良好精神风貌和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愿。

新华社开设专题专栏，已累计播发各类报道 500余

条（组），从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保障

和改善民生等多角度，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引领时代变革的真理力量

和实践伟力，生动展示新时代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

展、标志性成就，充分彰显中国人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的精神风貌，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中国日报开辟专栏刊发重头综述稿件，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对边疆地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展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边疆地区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并依次刊发东北

地区、北部地区、西北地区、西藏地区、西南地区稿件，配

发地图和重点数据，直观展现该地区的发展亮点。

突出特色，多角度讲好老区边疆故事

用百姓话说百姓事，以点滴细节打动人，以真情

实感触动人。报道中，各媒体发挥各自优势，突出自

身特色，深入老区、边疆一线，聚焦基层变化，反映百

姓获得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深入基层和现场，从百姓

的吃住行切入，带领观众走进现实生活。在革命圣地

延安，报道突出“新”字，讲的是赵家岸的农民搬到新民居后，通过将土窑洞翻新、打

造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农家乐来增收致富的故事。在宁夏闽宁镇，今年 67岁的移民

谢兴昌，用 Vlog 自拍的形式，自己拍、自己说，展现出了当地的点滴变化和群众的

幸福自信。

经济日报凸显经济特色，精选产业带动能力强、老区群众生活得实惠的报道对

象。有的报道聚焦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发展红色旅游增收致富，传承弘扬红色文

化的做法和成效；有的报道聚焦西延高铁、延长石油等项目或企业的发展，并以点

带面展示延安市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中新社依托特色栏目策划深度稿件，聚焦民族融合和不同文明交流话题，结合

“新疆棉”等涉疆议题推出一批作品，其中直播报道《实地体验新疆棉花如何种》请

棉农现场讲述棉田里“种”出来的幸福生活，总播放量逾 600 万；短视频《世界棉花

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网友点赞评论“喜欢咱们新疆棉”“新疆的棉花抢都抢不

到，世界最好的优质棉”。

融合创新，提升老区边疆成就传播实效

好内容支撑好创意，好形式点亮好内容。报道中，各媒体注重融合表达、加强

融合传播，令主题宣传有意义、有意思，增强了主题传播实效。

光明日报在微博品牌栏目中，发布相关图文、视频稿件近 30条，【#西藏林芝桃

花有多美#】【#新疆那拉提万亩杏花次第开放#】【#沂蒙老区的绿色发展#】【#太

行革命老区的新面貌#】等阅读量超过 300万次。其中，#今天的新疆有多美#、#让

边疆百姓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等多个话题登上同城热搜榜。

新华社以图表漫画、虚拟现实、Vlog 等方式手段，策划制作了一批融合产品，

组织“老乡，来全民拍唠唠村里的新变化”等全民拍互动征集活动，邀请基层群众以

视频、图片方式展现家乡新变，反映时代新貌，全网浏览量超 150万人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直播报道中介绍龙岩上杭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时，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记者走入老照片，漫步在老厂房中，仿佛穿越回到了 30多年

前，充满视觉强烈对比地展现了上杭老区的新貌巨变。

中国日报重点推出“一分钟看大美中国”系列双语短视频之“边疆篇”，在海

外引发网友热议。网友 Kao CT 在“脸书”帖文下方留言：“云南，彩云之南。据我

们家族的家谱，上溯 20 代，我们家族可能就是从这里移民过来的，大约是在明朝

初期。” （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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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境内，地处一个四面环山的高原盆地，浩
门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

油菜，是门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全
县种植面积多年来保持在 60万亩。盛
夏时节，盆地内遍地是盛开的油菜花。

依托油菜产业的花海旅游，让很多农
牧民吃到“旅游饭”。7月初刚刚通车的张
汶高速门源段，使门源的交通变得更为便
捷。依托独特的花海资源，门源县开展了

“青海人游门源，周边人游门源，门源人游
门源”活动，还开拓“周末微旅游”等方式，
打造“西宁后花园”，以及全省“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的北部高地”。

图为7月9日，游客行走在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油菜花
海中。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摄

高 原 油 菜 花 开
铺就“金色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