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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以为大兴安岭奇
峰怪石高不可攀。”老舍在

《林海》一文中，对这片中国
最 北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的“误
会”，是很多人来到这片林海
前给它的心中“画像”。
　　沿着广袤的松嫩平原一
路向北，两侧白桦、樟子松郁
郁葱葱，小动物不时在林间
穿行，草泽中野鸭惊起低飞。
这里没有“云横秦岭”的险
境，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
　　这就是大兴安岭，用温
柔的身形呵护“中华粮仓”，
挺起生态安全屏障的脊梁。
全面停伐后守山人如何坚守
生态戍边？绿水青山如何变
为金山银山？带着对这条“绿
色长城”的向往，我们走上了
大兴安岭。

  越看越可爱的大

兴安岭

　　“刚一开门，门口坐着一
只大黑熊，天天来、跟上班似
的，没几天就把我养的鸡鸭
给抓光了，然后就撤了！”大
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塔河林
业局职工刘亚军见证了青山
之变。他说，2014 年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林子越来越密、湿地越来越
润，狍子、猞猁、野猪、东方白鹳……山泽里的“老朋
友”都回来了，常与管护工人“偶遇”。去年，在大兴安
岭北极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发现了野生东北虎
踪迹。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森林资源管理处副处长
吴东海告诉记者，停伐后开展营造林加强森林经营，
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提高，野生动物种群恢复性增
长。记者在加格达奇林业局百泉谷管委会翠西管护
站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给笼中受伤的猞猁喂食鲜牛
肉。“它腿上的伤已治了一个多月，过两天就放归山
林。”百泉谷管委会主任唐树志说。
　　绿水青山，是林区生灵的命根子。林区道路每隔
几十米就有一个透明的矿泉水桶，里面装着红色阻
燃剂，用于随手浇灭小火。在加格达奇林业局森林消
防二大队营区，伐木油锯改造成的灭火机一字排开，
发动起来轰轰作响。
　　“青山不老、绿水长存，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家
守好这条‘绿色长城’！”正在消防演练的教官吕志新
介绍说。截至目前，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已 11 年
无重特大森林火灾，连续 4 年实现“人为火不发生、
雷击火不过夜”。

林工号子远去还青山如黛

　　三人，一塔，一片岭。51 岁的瞭望员尹维波面色
黝黑，舔着干裂的嘴唇，眼睛细小却炯炯有神，那是
在林海里瞭望火情“炼”成的“火眼金睛”，任何一缕
烟都不会放过。
　　塔高 24 米，台阶 97 步，攀爬上松岭林业局壮
志林场 52 号瞭望塔，远望起伏的山岭，在耳畔风
的呼啸声中他常忆起当年的林工号子：顺山倒
喽……
　　“这些年再也听不到林工号子了！” 尹维波说，
从 1964 年开发建设起，大兴安岭的木材运向祖国
四面八方，如今许多像他一样的林业工人放下斧锯，
在绿色发展中担起新使命，守好这片林海。
　　远山，一条岭上，道路两侧散堆着护林员修剪掉
的枝杈。全国劳动模范、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新林
林业局职工宋士宝展示着自己改造的营林工具，锹
形镐头垂直焊接、更宽更薄，适合三防造林法，当年
林木成活率可超 95%。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数据显示，2021 年完
成人工造林 6238 亩、补植补造 21.7 万亩、森林抚育
97.1 万亩，生态修复持续向好。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金光泽说，作为东北
亚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兴安岭林区经
过多年生态修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休养生息，在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固碳释氧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水库”“钱库”“粮
库”和“碳库”。

生态戍边留住林留住心

　　“最偏最远最放心，最北最冷最忠诚”……岭上
城镇，随处可见朴实的标语。这里的人，名字中大多
带着“树”“松”或者“林”，他们也化作一棵棵松、筑成
一道道岭默默地生态戍边。
　　独特的气候和生态资源为森林经济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初春山野菜采摘后直接卖给北京一家餐饮
企业，职工人均增收 1.2 万元。”加格达奇林业局产
业发展科科长栾志艳说，通过发展寒地中草药种植、
特色养殖等，资源优势正转为经济优势。
　　在松岭林业局飞龙山景区，大片野生兴安杜鹃
花海引得游人流连忘返。“近些年自驾游客越来越
多，旅游服务产业也在不断升级，绿水青山正在变
成金山银山。”松岭林业局大扬气林场场长张松
涛说。
　　“留住林、留住人、留住心，这是林业人在新时代
建设生态文明的答卷。”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陈昱说，大兴安岭林区 2020 年政企分开后，集
团深化改革致力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统筹推进，
明确“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不干、赔本赚吆喝的不
干、职工不受益的不干”产业发展原则，守牢“绿色”
这个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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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渝高铁近日开通运行。这条联结西南
和华中、华北等地的交通大动脉，穿越千山万
水，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把重庆和郑
州、长江和黄河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为中西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加速”。

交通之变

西南地区新增一快速客运通道

　　白帝城，三国时期刘备托孤之地。公元
759 年，诗人李白行至此地遇赦，写下一首
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
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在当时看来无比夸
张，但用来描写刚开通的郑渝高铁，则恰如
其分。
　　郑渝高铁，京昆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重庆经过万州、奉节、巫山等三峡库区
后，一路向东北飞驰而去，经过巴东、襄阳进
入河南境内，随后抵达中部交通枢纽郑州，形
成我国西南地区又一快速客运通道。
　　“新建郑渝铁路重庆段工程线路起始自
鄂渝省界，正线全长 183.865 千米，桥梁 32
座，新建双线隧道 27.5 座，桥隧比 98.18% ，
为中国第一条桥隧比超过 90% 的复杂险峻
山区时速 350 公里高速铁路。”渝黔渝万铁
路公司副总经理黄旭说。
　　重庆奉节，白帝城所在地，一夜之间迈入
高铁时代，迎来发展的新局面。“奉节位于渝
东北地区，过去不通铁路，开车到重庆要 4
个半小时，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发展。”奉节
县交通局局长彭书山表示，随着郑渝高铁通
车，奉节到重庆的时间缩短为 1 个多小时，
到郑州的时间也仅需 4 小时左右。
　　奉节的交通之变，是整个三峡库区乃至
西南地区的缩影。
　　“郑渝高铁将重庆至郑州的交通时间从
8 小时缩短到 4 小时，并通过郑州‘米’字形
快速铁路网，使重庆与北京、上海、武汉、西
安、合肥、济南等重要城市的交通时间也极大
缩短，这有效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华中、华北以
及华东等区域的更高效对接与流通，对中原
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发
展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西南政法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陈刚说。

发展之变

中西部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兴材料是
中部城市郑州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西部直

辖市重庆的支柱产业。重庆和郑州在产业上
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异。郑渝高铁的开
通，将大大促进两个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对
强化供应链协作、确保供应链安全、降低物流
成本等具有重要作用。
　　“ 2008 年，我们从河南发一车货到重
庆，需要三五天甚至一周，现在只需要一两
天。”重庆市豫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周伟杰告
诉记者，自己一直做市政设施新材料产销，郑
渝高铁开通，将进一步拓展产品辐射力，给企
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不仅仅是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资源要素
也将随着郑渝高铁开通进一步集聚。“以前，
中原人才喜欢去东部沿海地区。郑渝高铁通
车后，高层次人才流动会更加频繁，去西南地
区将成为一种重要选择。”重庆市周口商会会
长黄辉说，同时，信息流、资金流也将随着人
才和产业加快流动，帮助成渝地区、长江经济
带沿线省市和中原地区强化供应链整合和产
业提档升级。
　　“郑渝高铁将中原、成渝两个城市群以
及中西部两个开放高地联系起来，让双方增
加了一条走出去的快速通道。”重庆工商大
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研究

员莫远明说，郑州可以利用重庆的西部陆
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优势，重庆可
以利用郑州的航空和铁路网络优势，二者
的交通物流将更为顺畅，开放程度将进一
步提升，区域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将显著
增强。

文化之变

江河文明深化融合蕴新机

　　郑渝高铁既是一条打破时空距离的有
形通道，也是一条促进文化交流的无形
通道。
　　重庆巫山，大溪文化遗址考古现场。专
家们发现，这里出土的折沿盆、敛口钵、弇
口瓮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与河南仰韶地
区出土的陶器，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

“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文明和长江
文明就存在一定的交融。”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考古专家彭学斌介绍说。
　　唐宋以来，李白、杜甫、刘禹锡等无数
文人骚客在如今的郑渝高铁沿线，留下众
多千古名篇。尤其是故乡在郑州巩义的杜
甫，在重庆写下了数百首诗篇，其中仅在奉

节就写下 400 余首。
　　今年初，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
产，大力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启动。而郑渝高铁所经过的三峡库
区，正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核心
区域。
　　国潮风起，文化大美。近年来，郑渝高铁
沿线各地纷纷推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打造了《归来三峡》《三峡之光》
等大型文化产品，深受观众喜爱。随着郑渝高
铁的开通，两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将进一步突
破区域阻隔，沁润更多人的心灵。
　　“近年来，我们一直苦练内功，完善基础
设施，充分利用人文和生态资源，打造精品旅
游线路，就是想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和郑渝高铁通车的契机，建成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聂晖等专家表示，黄
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郑渝高铁
开通带来的融通效应，将促进流域地区的文
化力量愈加勃发，助力流域地区迈向高质量
发展。
  （记者李勇、王丁、韩振、张兴军、双瑞、陈
青冰）   　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千 里 郑 渝 一“ 线 ”牵
郑渝高铁为中西部发展“加速”

▲这是 2022 年 6 月 14 日拍摄的奉节站。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广西三江“立法直通车”
传递小村寨里群众心声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是 最 大 的 人 权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
入推进，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日益
增加。司法领域面临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导入核心法务资源、构建法务产业体系、
为各项司法领域改革提供“创新场”……四川
天府中央法务区运行一年多来，为优化当地
营商环境注入发展动力。

于“源头”治理“诉源”

　　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了 12 年的
法官谢芳，去年将办公地搬到位于天府新区
的天府中央法务区，成都金融法庭就在其中
的一栋小楼里。
　　“把金融法庭搬到金融机构林立的地方，
离诉讼服务当事人更近，有利于对金融案件
的集中管辖。法务区各类资源的汇集也利于
法庭延伸审判职能，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
门共同开展‘诉源治理’，排查金融领域风险
点，及时化解矛盾。”谢芳说。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需要高水平的法务
资源，把天府中央法务区放在天府总部商务
区建设是不二之选。”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曹代学说。
　　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还入驻了成都破
产法庭、成都互联网法庭、四川大熊猫国家公
园生态法庭、成都知识产权法庭、成都国际商
事法庭等专门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
法庭成都审判点也在此挂牌，并于 6 月 8 日
落下“第一槌”。
　　天府中央法务区现已汇集了从基层法院
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四级法院的审判资源。

形成全链条法务业态

　　 2020 年末，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在天

府中央法务区设立了成都分
所，这是这家为企业上市、并购
交易等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务所

在北京以外设立的第一个分所。
　　据了解，四川天府新区鼓励符合认定条
件的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机构在天
府中央法务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给予最
高 200 万元奖励。高端法治人才在住房、配
偶就业、子女入园入学、医疗、创业扶持等方
面均可获政策支持。法务区周边密集配置了
中小学、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资源，规划建
设了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设施。
　　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已聚集了包括律
所、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税务在内的 100
多家涉法律服务机构，已为各类市场主体提
供优质高端法律服务 2.5 万余件次，全链条
法务业态已初步形成。
　　自 2021 年 2 月启动运行以来，天府中
央法务区涉法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9431.8
万元，同比增长 149 .9% ；实现税收收入
276.1 万元，同比增长 200.2%。

改革彰显推动力

　　走进天府中央法务区综合服务大楼诉讼
服务中心，点开成都法院“蓉易诉”电子诉讼
综合平台，线上诉讼服务及阅卷、开庭、文书
撰写等 20 多项功能一应俱全，覆盖一审、二
审和执行 16 个环节。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强说：“以前异
地阅卷需要跑成百上千公里路程到外地检察
院，现在下趟楼就完成了。”付强刚通过律师
自助阅卷刻录一体机完成远程阅卷。
　　知识产权检察专班成立并首创企业知识
产权“法律体检”指标体系；外国律所“探路”
设立代表机构；公安部批准建设的网络安全
实战基地、国家版权局设立的全国第三个国
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等多个法治创新和研学
平台落地……一系列以市场主体需求为中心
的改革举措在天府中央法务区展开。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 川 天 府 中 央 法 务 区
探 路 司 法 供 给 侧 改 革

伟 大 变 革

新华社记者黄浩铭

　　“红色资源保护要跟乡村振兴、红色旅游
结合，建议在条款中增加相关表述”“红色资
源保护宣传要走进课堂，让学生从小树立这
方面意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
冠洞村的鼓楼里，《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
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意见建议座谈会正在
召开。村里的 40 多名党员和群众代表围坐
在一起，展开热烈的讨论。
　　三江是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2020
年 7 月 17 日，三江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此后当地不断建
立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模式，推进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
　　冠洞村党总支书记石广迪说，鼓楼是侗
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是村民议事、举办庆典
的主要场所，利用“鼓楼议事”这种形式召集
群众，可以更好地对法律草案进行宣传解读，
收集意见建议。
　　三江立法联系点服务中心主任胡爱琼介
绍，三江境内多为山地，人员居住分散，能否
真正地收集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发
挥立法“直通车”作用，一开始大家心里都
没底。
　　“经过多次调研和论证，我们决定在村一
级设立立法信息采集点，选聘党员干部、致富
带头人、群众代表等担任联络员和信息员，并
利用‘鼓楼议事’等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对法律草案进行宣传解读，激发大家参与立
法工作的积极性，收集意见建议。实践证明
这些方式很有效。”三江县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主任委员吴涛介绍。
　　每当有法律法规草案需要征求意见时，
三江县立法联系点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会为
信息员提供法律草案和情况说明，并就关键
点做好辅导，方便信息员向村民介绍情况和
收集意见。

　　“能参与这么重要的工
作，我很自豪。”在独峒镇岜
团村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风

雨桥上，信息员吴德光拿出村民参与立法
征询时的记录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草案）》的意见征询会上，一
条条夹杂着方言的表述，经过整理后形成

“广场舞等产生噪音的文娱活动需限定开
展时间”“车辆夜间经过村寨时不能无故鸣
笛”等建议。这些“原汁原味”的基层群众
意见建议和诉求，通过“三江号”立法直通
车反馈给国家立法机关。
　　三江地处桂湘黔交界，为了让立法征
询工作提质增效，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还
建立“桂湘黔三省（区）六县人大常委会基
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区域协同机制”，进一步
扩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登晒村是贵州黎平县龙额镇与三江县
富禄苗族乡两省区群众聚居的侗族村，村
民既有广西籍也有贵州籍。富禄苗族乡人
大主席杨正华介绍，黔桂登晒立法信息采
集点去年挂牌，由 6 名信息员负责分片联
系登晒村的 1100 多名群众。立法征询会
一般在鼓楼、晒谷坪、操场等地点召开，方
便群众就近参加。
　　立法征询既是收集意见，也是宣传法
律的一种形式。登晒村黔桂联合党总支书
记宣文胜介绍，大家参与立法征询会的积
极性很高，一些群众不一定会提出建议，但
会认真听取相关法律条文的讲解。
　　“我们去年征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的
建议时，群众总共提出 8 条建议，还把草
案里的一些内容吸收进本村的村规民约之
中，规定村里的红白喜事人均就餐标准不
超过 15 元。”宣文胜说。
　　截至今年 5 月底，三江基层立法联系
点完成立法征询意见任务 28 项，归纳整
理上报意见建议 637 条，来自少数民族地
区的群众立法建议正通过“三江号”立法直
通车，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国家立法机关。
　　    新华社南宁 6 月 2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