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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沉睡千
年的莽莽大兴安岭，曾是难以涉足的高
寒禁区。

60年前，嘹亮的“伐木号子”叫醒
了林海雪原，大兴安岭成为国家重要的
木材生产基地。

10年前，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让森林静了、绿了，大兴安岭现已
成为我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水
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
库。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
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下让老百
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

从1964年开发建设，到2014年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再到如今
林下经济和旅游业并举，大兴安岭正
加速把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在高
质 量 发 展 、 可 持 续 振 兴 路 上 阔 步
前行。

生态优先 从“一木独大”到多业
并举

“住帐篷房，睡小杆床，吃红高
粱 ， 喝 ‘ 三 省 汤 ’ （ 省 油 、 盐 、
菜）”，一句顺口溜还原了1964年大兴
安岭开发建设初期的真实情景。为了支
援国家建设，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者突
破万难，累计生产优质木材1.26亿立
方米。

铁道兵第九师四十五团一营退伍军
人周汝山感慨，在他们的埋头苦干下，
加格达奇至塔河段的铁路很快就通了
车，良材流转各地，化作万千广厦，有
力支援国家建设。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这片林区
森林资源大幅减少，一度陷入“资源危
机、经济危困”的境地。2014年，大兴
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区
生态由此出现转机。

停伐后怎么办？林区人给出了
答案。

“特产蓝莓干、沙棘汁、偃松仁，
进来瞧一瞧啦……”走在大兴安岭地区
塔河县的街头，一个个浆坚果商户的高
声吆喝让人应接不暇。在县城边上，一
家名为大兴安岭益康野生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的企业格外醒目，多个大型厂房在
此规整分布。

“小时候就吃着蓝莓和松子等野生

浆坚果长大的。”益康公司董事长喻在
林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森林里的“好东
西”不少，早些年由于地处偏远，有些
资源没能利用好，“现在政府大力支持
我们建厂、搞深加工，交通物流等基础
设施也不断完善，家乡的特产卖向了全
国。”

大兴安岭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力
勇说，大兴安岭共分布野生经济植物资
源达49种，他们最大程度整合用好生态
产品资源，林产品加工厂、北药种植园
在大兴安岭遍地开花，发展模式也从
“一木独大”向以森林食品、药材加工
等为主导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转变。近
两年来，生态旅游更是在全国爆火
出圈。

“这里气候格外凉爽，最北的地
理位置也很有意义。”初次来到大兴
安岭地区漠河市的上海游客陈丽感
慨，她和家人一路过来，途中的森林
和界江风景无不令人赞叹，当地一些
关联“最北”的景点和文创产品也别
具 匠 心 ， “ 既 避 了 暑 ， 还 ‘ 找 了
北’，明年还想来。”

夏有凉风冬有雪，捧出绿色就醉
人。近年来，北极珍品汇、龙江第一湾
等各类旅游景点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兴安
岭涌现。“今年入夏以来景区天天爆
满。”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生态旅游发
展公司总经理安石春说，除了打造新景
点，他们还不断完善餐饮、住宿等旅游
配套产业，景区年收入从开始的几万元
提升至千万元。

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大兴安岭
地区共接待游客218.92万人次，旅游花
费19.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57%、
88.48%。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局长杨影表示，大兴安岭地区下一步
将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深化文旅融合，
构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

全力守护 筑牢北疆生态屏障

“独自守在塔尖，瞭望着眼前一座
座青山，为了国家森林资源，守好每分
每秒时间……”一首由大兴安岭集团呼
中林业局瞭望员柯明伟自创的歌曲，将
林区群众十年如一日地悉心守护最北生
态屏障的护林工作娓娓道来。

柯明伟的工作地点在位于大兴安岭
腹地海拔1404米的04号瞭望塔上。“通
常每半个小时用望远镜瞭望一次。”柯
明伟说，如果处于防火紧要期，干燥和
大风天气增多，为了能及时发现火情，

每隔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瞭望
一次。

“对林子肯定有感情，但时间长了
难免会寂寞。”在过去十几年的守塔岁
月里，为了消解孤独，柯明伟将对工作
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一句句歌
词、一段段旋律，在层峦叠翠间唱出护
林人的坚守与坚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造林与
护林并重，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
然，决不能让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
之功毁于一旦。

为了确保发生火情后，能“打在
早、灭在小”，每年进入防火期，大兴
安岭各地都会组织扑火队员进行集训。
“除了每日体能训练，还会不定时进行
扑火演练，锻炼实战能力。”漠河市漠
河林场党委书记徐柏林说，通过不懈努
力，当地已连续多年实现“人为火不发
生，雷击火不过夜”。

2014年全面“禁伐”以来，大兴安
岭通过停、管、抚、造等各项措施，让
森林得以休养生息。

一手抓护林，一手抓育林。抚育对
于林区生态的恢复也尤为关键。“春季
我们会将培育好的优质树苗带上山进行
补植补造，冬季则要耐着极寒深入林间
进行中幼林抚育。”徐柏林告诉记者，
抚育是利用森林休眠期，集中清理病倒
枯死木，从而增强森林透光性，促进林
木生长。

十年前，从塔上远眺，是明晃晃的
城镇和稀稀拉拉的树林，如今再看，建
筑已被繁茂的树木遮蔽，目之所及，尽
是绿意。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总经济
师胡守庆说，自2014年停伐以来，活立
木总蓄积、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实现
“三增长”，分别达到6.44亿立方米、
688.52万公顷、86.26%。

据介绍，大兴安岭森林和湿地生
态系统年服务功能总价值已达7975.03
亿元。中国最北森林屏障得以重筑，
野生动物也纷纷重返家园。憨憨的狍
子在路边和游客对视、成群的绿头鸭
在河水中嬉戏……莽莽林海焕发出勃
勃生机。

富民强边 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
两业并举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
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
马，一呀一杆枪，翻山越岭打猎巡逻护
呀护山林……”一首鄂伦春小调带我们

穿越至世居于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鄂伦
春族几十年前的生活场景。

随着大兴安岭生态持续恢复和产业
转型发展，有着大兴安岭“最后猎人”
之称的鄂伦春族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帮助下，走出深山，实现了从居无定所
到安居乐业。

走进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鄂
伦春族乡，在森林的怀抱中，一座座五
颜六色的小屋整齐排列。“刚下山时，
住的是用圆木盖成的‘木刻楞’房子；
后来，政府为我们盖了砖瓦房、楼房和
特色新居。”鄂伦春族老人孟淑卿说，
她生在传统的游动性住所“撮罗子”
里，她的女儿在“木刻楞”房子里出
生，到外孙出生时，全家都已经住进了
砖瓦房。

漫步白银纳鄂伦春族乡，规整的水
泥路面上不时行驶过几辆来旅游的自驾
房车。“听说前面有鄂伦春民俗博物
馆，我们特地来看看。”跟着游客一
道，刚走进博物馆，身着鄂伦春族服饰
的大姐孟彩红便热情地迎了上来：“欢
迎来到民俗博物馆参观，感受我们鄂伦
春族民族的文化和技艺。”

孟彩红是鄂伦春传统桦树皮手工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博物馆运营后她主
动来这里为游客介绍情况，展示手艺。
“我想让我们民族的文化、技艺能够被
更多同胞看到、学到、用到。”孟彩红
说，她一有空闲，就带着村里妇女学习
制作民族手工艺品，带动更多村民靠自
己的双手增收。

“鄂伦春文化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
条致富新路。”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副乡
长方娜说，近两年，乡里围绕鄂伦春族
文化创新宣传策划，打造了一个又一个
文旅热点，吸引不少游客来此参观、打
卡，新修缮的博物馆不仅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还提供了创业机遇。

“从前，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个外
地人，近十年来，生态变好了，文化丰
富了，游客也变多了。”白银纳鄂伦春
族乡一民宿老板感慨，从前他靠伐木养
家糊口，停伐后原本只能靠采山货维持
生计，后来伴随乡里交通条件逐渐向
好，政府鼓励支持，他便开起了民宿，
“现在旺季时经常满房，我想着来年再
新建几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
“生态家底”越来越厚，“致富路子”
也越走越宽，勤劳质朴的林区人，正在
富民强边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新华社哈尔滨8月25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 6日电

非共识项目是指在科技创新活
动中，因其创新性、颠覆性的
理念而与现有知识体系和共识
不一致的项目。《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
项目筛选机制。”这一重要改
革举措为非共识性创新提供了
新的支持模式和路径，体现了
对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重
视，对于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
索、挑战未知、促进原始创新
和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深刻理解非共识项
目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
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新动能。”非共识
项目的特点是创新性强、风险
高、难识别、争议大，挑战现
有的知识体系、标准和规则，
蕴藏着重大创新思维和原创
性、颠覆性创新机遇，可能带
来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重大
突破，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的提升，我们将迎来更多“从
0到1”的科技创新成果，原
始创新在我国科技创新中的比
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会出现
更多非共识性创新。因此，建
立非共识项目的筛选机制是我
国科技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
求。要看到，非共识项目研究
难度大、不确定性高、可识别
性不强、失败风险较大，在同
行评议中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分
歧，难以通过常规的同行专家
评审程序达成有效共识，通常
较难获得研究资助，必须采取
符合非共识项目特征的评选方
式。因此，建立非共识项目的
筛选机制势在必行。

第二，发挥专家实名推荐
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项目评价上，要建立健全
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

度，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建
立非共识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
筛选机制是符合非共识项目特点的一种评价机制。采用专家实
名推荐，不问出处、不设门槛、不唯申请者过往业绩，更加有
利于打破常规、识别人才。实名制有利于发挥专家个人影响
力，激励评审专家发挥伯乐作用，也有利于强化专家个人推荐
责任，对专家行为形成约束，避免项目评审专家因个人动机而
出现的低水平评审和投机行为，降低推荐风险。要发挥好这一
机制的作用，一是推荐专家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在推荐时出以
公心，以对科技创新负责、对国家发展负责的态度，推荐出真
正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项目。二是推荐专家要有独到眼光。
深刻把握未来方向，能够洞悉非共识项目的可行性和巨大创新
机遇。三是推荐专家要坚持创新意识。坚持源头创新，破除跟
随思想，不能以国外有没有类似研究、有没有先例、是不是国
际热点等作为评判标准，而应建立鼓励重大原始创新和颠覆性
创新的思维观念和评价导向，引导我国科学家勇闯“无人
区”，突破现有科学技术理论框架，加快原始创新和颠覆性
创新。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评价和全过程责任制度。强
化负责任评审，建立权责一致的责任机制，既要充分发挥专家
个人在整个非共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压实责
任，避免人情圈子、学术垄断等对项目遴选带来的负面影响，
增加筛选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科学家在评
价活动中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另外，对非共识项目的管理，
科研管理部门要建立体系化制度，完善资助方式，形成适应非
共识项目开展研发活动的制度保障。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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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 大兴安岭筑牢最北生态屏障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记者韩佳诺 申铖）财政
部26日公布了2024年1至7月
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1
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35663亿元，同比下降
2.6%，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
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
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
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
比增长1.2%左右。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受2022年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
抬高2023年基数、2023年
年中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减收
等特殊因素影响，财政收入
低位运行；后几个月，随着
宏观政策落地见效，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再加
上特殊因素影响逐步消退，
将 对 财 政 收 入 增 长 形 成
支撑。

数据显示，1至7月，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745亿
元，同比下降6.4%；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5918亿
元，同比增长0.6%。全国税
收收入111240亿元，同比下
降5.4%；非税收入24423亿
元，同比增长12%。

支出方面，1至7月，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1444亿元，同比增长9.3%；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 3 4 0 1 9亿元，同比增长
1.5%。从主要支出科目看，
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
业、城乡社区、农林水等领
域支出增长较快。

此外，数据显示，1至7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23 2 9 5亿元，同比下降
18.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41228亿元，同比下降
16.1%。

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35663亿元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6日电（刘济美
高思峰）中国空军1架运-20、7架八一飞
行表演队歼-10表演机26日从西北某机场
起飞，应埃及空军邀请赴埃参加首届埃及
航展。

埃及航展将于9月3日至5日举办。据
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介绍，这是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
演，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
次。航展期间，运-20将在埃及阿拉曼机
场实现海外飞行“首秀”，并进行静态
展示。

军事专家王明志表示，此次转场航程
近万公里，跨越时区多、气温变化快、保

障难度大，将考验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和体
能耐力，体现中国空军远程机动投送能力
和实战化训练水平。

“任务机组通过科学分析、精准测
算，在满足任务要求的基础上，精简优化
携行物资。”运-20飞行员袁博说，“我
们还为运-20海外飞行‘首秀’专门设计
了一整套飞行展示动作。”

据介绍，运-20将与歼-10表演机编队
“飞越金字塔”。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队
长李斌表示，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
征，相信中国空军飞行表演编队与金字塔
历史性的“同框”，必将带来视觉上的震
撼，更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徐鹏
航 彭韵佳）记者26日从国家医保局
了解到，截至2024年4月，全国正
常营业的村卫生室有58万家，超
72%的村卫生室已经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其中10万家纳入医保单独定
点范围，32万家采取“乡村一体
化”管理模式，通过乡镇卫生院实
现医保报销。

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村卫生
室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
也是实现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对不

断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
需求，提高常见病、多发病就医购药
可及性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此
前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确保2024年底
前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有多个村卫生室的行政村至
少保障1个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
理，确保医保服务“村村通”。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
抓好医保综合帮扶政策落实，健全防
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做好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
工作。

全国超72%的村卫生室

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中国空军应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
运-20将首次“飞越金字塔”

空中俯瞰沪渝蓉高铁上海段首榀箱梁
架设施工现场（8月26日摄，无人机照
片）。

当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铁
上海段首榀箱梁架设完成，标志着该段正
式进入桥梁架设阶段。上海段是沪渝蓉高
铁东段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
东段线路项目建成后，对于优化沿长江地
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协同发
展，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具有
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