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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2 日电(记者于长洪、
张丽娜、安路蒙、徐壮)盛夏时节，大兴安岭腹地
草木繁盛。穿过层层叠叠的青松白桦，一排排褐
色双层木屋映入眼帘。屋外，老人惬意喝茶；屋
内，妇女们烤列巴、做鹿皮画——这里是内蒙古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鄂温克人下山
定居，过上现代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从原始狩猎到转型旅游，从离群索居到文化
交流，鄂温克族的沧桑巨变，成为各民族携手前
行的缩影，在奔向小康的征程中留下精彩篇章。

走出山林，拥抱新生活

“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
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不足 4 万
人，分为索伦、通古斯和使鹿 3 支部落。

最有特色的使鹿部落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
雅鄂温克族乡，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
世代打猎为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产生
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着用木杆和桦树皮
搭建的“撮罗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提起曾经的日子，79 岁的中妮浩老人用鄂
温克语喃喃回忆：“住在山上，经常没有粮食吃，
冬天连条秋裤都没有。”

1958年，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第一个鄂温克族
乡在额尔古纳市成立，猎民们开始与现代接轨。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化，鄂温克猎
民沿袭多年的游猎方式，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只有下山定居，找到新的发展方式，才能
使这个族群发展壮大。”敖鲁古雅乡乡长张万军
回忆道。2003 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将鄂温
克猎民的定居点南迁至根河市附近。

62 户、200 多名猎民告别山林，搬到了新
居点。等待他们的，是每家独栋的现代化双层木
屋。屋内集中供暖，做饭可用液化气。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台一项
项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方
着力解决鄂温克猎民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
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搬下山后的生活超乎想象的好。”鄂温克
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房子是国家盖

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孩子上学、老人
看病都方便了；离城市更近，就业渠道也拓宽
了，家家户户收入可观，开上了小汽车。

新中国成立初期鄂温克族人口平均寿命
43 岁，目前平均寿命达到 75 岁，80 岁以上
的鄂温克族老人有上百人。开办民族工艺品
店的老板索云生了二胎，她说：“我们现在身
体健康，啥也不缺，这就是小康生活。”

绿色转型，迎来新契机

过去，鄂温克人用皮毛产品以物易物，如

今，网络销售、电子支付等已成寻常。一些头脑
灵活的鄂温克人勇闯商海，很多人当上了“老
总”。

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鄂温克族青年诺
日放弃一线城市的高薪职位回到家乡鄂温克
族自治旗。如今，他已把原来年产值 40 万元
的牧民合作社发展成产值超过上千万元的养
殖、旅游企业。

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和民族文化特点，
不少鄂温克族人投身旅游业，寻求古老民族
绿色转型。 （下转 3 版）

走 出 山 林 奔 小 康
鄂温克族迎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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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稳”“六 保”一 线 见 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民
营经济大省福建突出实体经济主
战场，打出扶持政策“组合拳”，稳
定了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信
心。记者深入企业一线采访发现，
很多福建实体企业逆势转型升
级，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展现出发
展韧性和潜力。

稳住工业“基本盘”，坚

守实业主战场

“困境中更要心无旁骛坚守
实业、聚焦主业，这样企业竞争力
才会更强，市场也会更集中。”中
国软包装集团董事局主席翁声
锦说。

今年以来，福建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为实体
企业提供扶持，政策“及时雨”让
不少企业更有坚守实业的底气。

福建靶向发力瞄准实体经济
“痛点”，着力克服企业用工难、疫
情防控难、交通物流难、供应链协
同配套难、市场拓展难等“五难”。
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副董事长李
平说，当地政府通过设立就业补
贴、放宽落户政策等措施，协助企
业解决订单多、用工不足问题，解
了燃眉之急。

为纾解实体企业资金之渴，
福建省上线“金服云”平台，畅通
融资渠道。“从向兴业银行发起融
资申请到 280 万元贷款落地，仅
用了 3 个工作日，而且贷款利率
低至 3 . 35%。”福建省恩腾新材
料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有宝
说，在困境中化危为机，企业更要
将资金用于主业。

针对产业链集中度高的现
状，以龙头企业为带动，谋划全产
业链复工复产成为福建稳住工业
“基本盘”的秘诀。位于湾坞半岛
的青拓集团工厂内机器轰鸣，生
产有序。青拓集团总裁陈庆科说：
“疫情期间，公司自主研发的笔尖
钢产品通过综合性能评估，5 月
份已投入批量生产。”随着青拓集
团产能不断释放，当地数十家下
游产业链企业也恢复正常。

“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再沿着产业链、供应链推动
上下游企业全面复产达产。通过

‘大手拉小手’，福建实体经济活
力不断释放。”福建省工信厅副
厅长兰文说，在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下降 1 . 6% 的背景
下，福建同比增长 0 . 5%，经济增速在东部地区排名前列。

企业逆势转型忙，创新释放新动能

在九牧卫浴位于永春的智慧工厂里，5G+大数据技术
运用到施釉、成型、包装等马桶制造的全流程中。据现场生
产负责人洪新民介绍，整个生产线自动数控率超 70%，年
产能 60 万件马桶的生产线，所需工人仅 300 人左右，是传
统生产线的一半，有效破解了疫情期间用工难题。

疫情冲击之下，福建省化危为机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补足新兴产业链条，新技术、新
业态、新渠道助力企业逆势而上。

面对线下销售一度陷入停滞的困难局面，安踏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积极应变，拓展线上营销市场。通过发动公司及
加盟商“全员零售”，变“等客上门”为“主动寻客”。

“‘全员零售’成为公司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累计有
超过 3 万名员工及经销商伙伴参与拓展网络营销、社群
营销等营销新模式，带动产能加快恢复。”公司副总裁李
玲说。

在兰文看来，福建不少企业在复工复产同时，或扩产扩
能，或布局高端产品，或加码智能制造，也有企业不断瞄准
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进技术改造。针对企业推进
技术改造需求增加，今年福建省技改基金规模将扩盘至
200 亿元，为企业保驾护航。另据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工业
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5 . 8%。

千方百计稳外贸，海外市场“攻城拔寨”

位于泉州的凯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今年以来产能不降
反升，出口订单已排到今年底。公司执行董事黄钟雄说，每
年不少于销售额 3 . 5% 的研发投入，让公司生产的电池充
电速度更快、平均寿命提高 20%。原来由于产能限制无暇
顾及的欧洲和东盟市场，现在成了新的增长空间。

这只是福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缩影。面对国际
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福建企业迎难而上，依靠创新开拓新
兴市场。厦门海关数据显示，6 月份，福建进出口同比、环比
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成为福建稳外贸的重要发
力点。厦门港首条由马士基航运开行的专注于国际中转业
务的枢纽衔接航线——“丝路海运”航线今年以来业务量增
长超过 30%。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平表示，在全
球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当下，“丝路海运”航线
稳外贸作用明显。

并购哥伦比亚武里蒂卡金矿并打通生产全流程，成
功激活塞尔维亚 NC 矿，收购圭亚那金田公司……疫情
发生以来，位于福建上杭的紫金矿业集团动作频频。集团
董事长陈景河说，危机中育新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是紫金矿业稳中有进的重要
密码。

“开放发展是福建经济的重要基因。”福建师范大学经
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认为，除了欧美市场，福建企业应继续加
大力度拓展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深化多元贸易，
助力外贸企业转型和传统产业升级。

(记者康淼、董建国、秦宏)
新华社福州电

新华社记者杜一方

家鸡未鸣，一辆半旧的农
用三马车“突突”作响，打破了
山乡黎明前的寂静。翻越山梁，
转过沟壑，三马车停在河北省
涉县东辽城村一户农家院前，
跳下来一个黝黑的汉子。

“电话里说你家卖连翘，
有多少斤？”那汉子顺手扯过
黄色编织袋，熟练地扛上电
子秤边走边问。

汉子名叫张献军，是一名
行走在太行深山里的“货郎”。

装袋、称重、上车……尽
管手有残疾，张献军动作格
外麻利，一会儿工夫便装了
小半车。“下午再转转，争取
多收点。”张献军憨憨一笑，
勤能补拙，他信这个理儿。

从修路工到贫困户，再
到山乡“货郎”，49 岁的张献
军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
愣是摆脱了贫困，用不懈奋
斗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张献军家所在的涉县污
犊村位于清漳河畔，群山环
绕。这个小山村也像张献军一
样命运多舛，因为发大水从河
东搬到河西，再挪到地势更高
处，后来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早些年，张献军跟着施工队走南闯北，靠修
路糊口。2008 年，他在四川修路时左手不幸受
伤致残，痊愈后找工作三番五次被拒。

“看大门的活儿都找不到，我还能干什么？”

他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乌云”笼罩的日子持
续一年之久。

6 间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土坯房是张献军以
前的家，只有门边勉强由红砖砌成。因年久失
修，房屋漏雨，“哪个房间不漏就挪到哪个房间
住”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既然找不到雇主，干脆就自己干！”于是，
从小不服输的张献军咬咬牙，找亲友凑出 1 万
多元买了辆三马车，尝试做起废品收购的营生。

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不懂市场行情，每
天只挣三四十元钱。2009 年结婚置办一番，加
上年迈父亲体弱多病，本来就入不敷出的生活
愈加紧巴。

2014 年，张献军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政府代缴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女儿上学享
受“两免一补”政策，每人每月还可领到低保金。可
张献军心里却琢磨：不能躺在国家好政策上睡觉。

从女儿呱呱落地时起，张献军更勤快了。早
上 5 点出门，晚上 12 点回家，除了废品，他开始
收购山货和粮食。每次总要把车装满才罢休，收
购地域也逐渐扩大到山西省左权县一带。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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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古木森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内
的驯鹿放养点喂驯鹿。图 2：现代风格的“撮
罗子”。图 3：德柯丽在位于敖鲁古雅鄂温克
族乡的工作室中制作兽皮衣。图 4 ：杜峰在
位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鄂库娜列巴房
内烤列巴。图 5 ：游客在乌力库玛林场抚摸
驯鹿。图 6：太阳姑娘工作室。图 7：索云(右)
在位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自家超市内，
指导女儿为顾客结账。图 8 ：中妮浩坐在家
门口休息。

均为新华社发

随着第 3 台水轮发电机组正式并网投入运
行，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左岸工程已如期实现建
设目标（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广西大藤峡左岸工程投产运行
目前，长约 84 .6 公里的广东潮汕环线高速公路工

程进展顺利，预计 2020 年年底通车，对推动粤东振兴发
展有重要意义（7 月 31 日摄）。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潮汕环线高速将于年底通车

阿 Sir、Madam 做直播：时间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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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郜婕、朱玉

“我们都是警察，捉贼厉害，做直播做
解说不在行。”

话虽如此，从第一次直播算起，香港警
察社交媒体直播小队已在不同示威游行、
暴力活动现场做了大约 90 次直播，点击量
最高的一次达到 90 万。

去年 11 月的香港理工大学，暴徒持续
以致命武器，包括砖头、汽油弹、弓箭及钢
珠等攻击警方防线，还不断用射程达三四
十米的巨型弹弓将汽油弹及硬物射向在场
警员。之后，香港警方在校园中搜到的汽油
弹达到 4000 枚以上。

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2019 年 11 月
21 日，香港警察们第一次开始现场直播，
目的就是告诉观众：你们看，是因为暴徒做
了这些事，所以警察才去抓他们。35 万多
人在线观看了这场直播。

从最初两人一组、拿着一部手机在现
场拍摄，逐渐发展成拥有专业拍摄设备和
控制台、配以现场解说和多机位画面，这个
由“阿 Sir”和“Madam”（香港人对男警官
和女警官的称呼）组成的直播小队日趋
专业。

与其他直播团队最大的区别，或许在
于他们的工作方式：头盔、盾牌不能少，一
人拍摄、一人解说，另外还有至少一人紧随
在侧负责保护。

身处暴力活动核心现场，危险常来
自四面八方。倪采欣总督察说，负责保护
的队员要留意 360 度各方位的情况。今
年 5 月在铜锣湾一次直播中，她的小组

身处高架桥下时就遭遇暴徒从桥上掷下的
不明液体。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郭嘉铨总警
司说，直播小队拍摄画面一定要去到最前线，
面对暴力示威最激烈的部分。直播小队成立
以来，已有两名队员在工作中受伤。

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郭嘉铨认为，过去一段时间，在示威和

突发事件现场有很多媒体直播，但这些直播
大多聚焦警察使用武力执法的画面，镜头只
对准警察。警方成立自己的社交媒体直播小
队，就是希望为市民提供另一个角度，让他
们了解事件全貌和来龙去脉，明白警方执法
的原因和目的，减少因误解而仇视警方的
情况。

“修例风波”期间，有警察在行动间隙用
连在战术背心上的吸管饮水，被污蔑为“吸电
子烟”；警察在平安夜执勤时与路过的儿童亲
切互动，被造谣为“吓唬小朋友”。

在遭受持续性、系统性的抹黑污蔑下，警
察的正常工作被误解、阻碍乃至辱骂，还面临
自身及家人个人资料被恶意泄露、人身安全
受威胁的风险。因此，很多警察在过去一年中
关闭了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警察个人纷纷退出社交媒体平台时，
警方官方账号不仅一直坚持，还越来越频
密发声——哪怕下面的评论区出现许多
骂声。

郭嘉铨说，正因为面对造谣污蔑和误解
责难，警方更需要善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更
主动发放真实信息。

香港警方的努力收获一定成效。仅在“脸
书”一个平台上，警方官方账号的关注人数就
从“修例风波”前的大约 15 万增加到目前的
超过 48 万。

让阿 Sir、Madam 们感到暖心的是，香港
警方的内地微博账号自去年开通以来粉丝数

迅速增长。
负责警方社交媒体运营的倪采欣总督察

清楚记得，“修例风波”期间，警方曾在微博发
出一名香港警察在执法行动中受伤的帖子，
阅读量超过 1000 万，网友留言中满是正
能量。

“内地同胞能感受到香港警察的辛苦，知
道我们是怎样守护这个地方的。通过微博，我
们感受到全国 14 亿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强大
的后盾，这令我们非常感动。”

部分立场偏颇的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在暴
力违法活动现场直播时，扮演着“起底”执法
者、庇护违法者的角色。

他们只拍警察，有些还针对性地拍警察
的样貌和编号。“有暴徒作出暴行时，他们或
是不拍，或是只拍手和脚，拍天拍地。”倪采
欣说。

警方认为，这些来路不明的所谓“媒体”
目的就是淡化暴徒暴行。有无辜市民身上被
泼了易燃液体并点着，解说变成这个人“无端
端自焚”；有人被黑衣人袭击倒地，被传达为
这个人“自己摔倒”。

警方的直播镜头下，执法前线的“媒体
奇观”终于得以曝光。今年 7 月 21 日在元朗
的非法集会中，警察尝试执法时，大批身穿
黄色反光背心、自称媒体记者的人一拥而
上，组成一道“记者墙”，阻碍警方行动。警方
截查其中至少 150 人，发现超过三分之一并
非传媒机构人员，甚至还有未成年人混杂
其中。

在郭嘉铨看来，香港社会一直崇尚多元
文明、尊重法治，但自去年以来，法治因暴力
示威受到冲击，社会趋于两极化。香港警务处
作为执法部门，首当其冲，面对很大挑战，更
需要主动利用各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市民互
动，慢慢恢复警民关系。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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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铨
总警司在接受
新 华 社 记 者
专访。

倪采欣
总督察在接受
新 华 社 记 者
专访。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