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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壁上的追梦少年

走出山林奔小康
——鄂温克族迎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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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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排褐色的双层木屋映入眼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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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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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了现代生活，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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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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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连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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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民们的生活开始与现代接轨。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

变化，鄂温克猎民已经无法跟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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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乡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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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下山的猎民生活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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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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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的松林

深处，盛夏的骄阳穿过嫩绿的枝叶间

隙，投下斑驳光影，鄂温克族青年古

木森正在熏烟，为驯鹿群驱赶蚊虫。

这是古木森在山林中的驯鹿放养

点。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驯鹿放养

点，同时还是旅游景点。眼下的旅游旺

季，每天都有好几拨游客到访。

“走出山林后，很多人曾担忧鄂

温克人再也没法养驯鹿了。”根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兰说，为实现猎

民生产生活的转型，根河市投入 1

亿多元，充分利用独有的驯鹿文化

和自然优势，全力打造旅游业。

如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

旅游产业名声大噪，游客络绎不绝。

很多年轻人像古木森一样，返

回山林，养起驯鹿。驯鹿种群从定居

前的 100 多头壮大到上千头，驯鹿

放养点从6个发展到14个。

如今，政府给猎民专门养驯鹿

的地方配备了帐篷或宿营车，搬家

很方便，车里安装的太阳能板可以

带动冰箱、电视。乡里隔一段时间就

往山上送菜和日用品。

依托旅游业，不少猎民在山下

定居点经营驯鹿产品店、家庭民宿

等，每年也有不错的收益。据统计，

鄂温克族猎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5

年的 1277 元，提高到现在的 20000

元左右。

在于兰看来，鄂温克猎民实现

了成功转型。借助驯鹿的知名度和

文化独特性，旅游产业将成为重要

支柱产业，助力鄂温克族在全面小

康路上焕发新生。

传承文化 追梦新征程

今年7月，来自敖鲁古雅的鄂温

克族姑娘李梓昕在高考中取得了

584分的成绩，成了乡里的“状元”。

“我想上中国农业大学或者中

国传媒大学。”李梓昕憧憬地说，“学

农，毕业后我可以回来养驯鹿；学传

媒，我可以回来做报道敖鲁古雅的

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从民族

教育专项经费中除正常拨付专项

经费以外，专门划出一定经费，用

于三少民族自治旗民族学校校园

文化建设及民族特色传承。同时，

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教材建

设经费，“鄂温克语教程”“三少民

族民歌教学”等校本课程，逐渐成

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承发扬民

族文化的特色尝试。

2019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本科

上线率达52%、高职高专以上上线率

达99.7%。今年，旗里有518位考生报

名高考。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将像

李梓昕一样，走向祖国各地求学。

年轻人的传承，是鄂温克族文

化最珍贵的火种。

德柯丽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小就跟着母

亲学习制作桦树皮手工、缝制鄂温

克族服饰等传统工艺。

为了保存珍贵的鄂温克文化，

她成立了一间民族工艺制作大师工

作室，发动众多年轻人积极参与，为

传统技艺注入活力。

工作室里，一幅幅刻有鄂温克

族图腾标志的驯鹿皮毛剪刻画格

外引人注目。“鄂温克族没有自己

的文字，要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传递

下去，这些图腾符号能发挥作用，

我现在已经刻好 100 多个，打算整

理成册，传承给我们的年轻一辈。”

德柯丽说。

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寒冷的森

林里，鄂温克人非常崇拜太阳。他们

用皮毛和彩色石头做成类似太阳的

吉祥物佩戴，这就是鄂温克族文化

中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太阳花。

古老的太阳花，如何在现代放

出新的光芒？鄂温克族年轻人的答

案是，将太阳花作为艺术符号，开发

成文创产品。

“90后”鄂温克族姑娘艾吉玛便

是其中一员。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建起电商平台，

帮助母亲卖太阳花产品。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达1

万多个。艾吉玛说：“传统文化很受

欢迎，我想通过不断创新，为太阳花

增添养料。”

为支持民族文化绽放更大魅

力，鄂温克族自治旗还着力打造民

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吸引了 118 名

非遗传承人和创业者入驻，鄂温克

传统服饰、五畜绳、皮雕等各种传统

技艺在园区竞相繁荣。

呼伦贝尔学院教授斯仁巴图表

示，民族文化是最好的名片。在融入

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鄂温克人不忘

传承创新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全国

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创美好

未来。

（新华社 于长洪 张丽娜 安路
蒙 徐壮）

夏日午后，烈日炎炎，位于广

西桂林阳朔县十里画廊景区的一

处攀岩基地却热闹非凡，小小的

“攀岩侠”们站在攀岩墙下，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

今年 9 岁半的陈飞羽就是

其中一员。她换上攀岩鞋、系上

安全带和保护绳，在教练的指

导下为攀岩做准备。第一次接

触攀岩时，她只有 6 岁半。从小

生 长 在 如 诗 如 画 的 桂 林 山 水

中，她的骨子里却有股傲气，不

轻易言败的精神鞭策着她在岩

壁上不断向上攀登。3 年过去，

她有了更大的梦想：“我的目标

是登上珠穆朗玛峰！”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

阳朔攀岩胜地。无论是自然岩

壁，还是坐落在群山中的攀岩

墙，总能激发人们攀岩的动力。

暑期到来，陈飞羽与 20 多个跟

她一样从学校里选拔出来的体

育苗子，来到攀岩基地接受攀

岩培训选拔。

陈飞羽的第一次挑战，在爬

到临近终点时掉了下来。“我当时

还想继续爬，可是手很麻，最后只

能先下来。等会儿再继续爬，哪怕

爬 100 次，我也要登顶。”这个瘦

小的身影有着坚定的力量。一转

身，她又重新回到队伍，等待下一

次挑战。

陈飞羽来自阳朔县阳朔镇

第二小学，课余时间在阳朔县

业余体校训练田径。得知体校

今年正式成立攀岩队，并在暑

假招收第一批队员，她就踊跃

报名了。其他参加选拔的孩子

也一样，希望借此机会，展现自

己的攀岩潜力。

这群孩子最小的 7 岁，最大

的14岁，有的第一次接触攀岩就

顺利登顶。“攀岩这个项目有点

难，但我还是想来试试。”同样来

自阳朔镇第二小学的管嘉璐第一

次攀岩就成功登顶，这让她倍感

兴奋。擅长跳远的她，在岩壁上展

现出不凡的弹跳力，动作优美流

畅，如同舞者。

看着小伙伴们成功登顶，陈

飞羽很是羡慕，也充满了斗志。一

次次上岩壁，一次次滑落。小姑娘

开始有些沮丧，偷偷流下眼泪。在

她身旁，7 岁的妹妹陈飞帆也一

次次向岩壁发起挑战，却又一次

次被保护绳送回地面。

姐妹俩的妈妈为了给孩子

们树立好榜样，也换上攀岩装

备，向岩壁顶端爬去。“攀岩能

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不服输

的精神，我鼓励孩子们尝试不

同的运动，只要她们愿意，我都

会支持她们。”

临近傍晚，攀岩基地的热浪

渐渐散去。几个执着的孩子仍舍

不得离去，一次次发起挑战……

“能主动留到最后的孩子，都

是对攀岩有热情的孩子。这些孩

子的运动天赋都不错，只要加以

训练，两三个月就能在岩壁上有

更出色的表现。”承办这次选拔测

试的岩邦户外运动俱乐部负责人

刘永邦说。从事攀岩运动15年的

刘永邦，一直致力于推动攀岩运

动在国内的发展，近年来每年寒

暑假俱乐部都会推出青少年攀岩

夏令营活动，迎接全国各地喜爱

攀岩的孩子。

在攀岩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后，这项在我国看似小

众的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各类官方攀岩赛事、民间攀岩活

动日渐升温，赢得越来越多的关

注度。

阳朔近年来接待的国内外攀

岩爱好者数量逐年增长，2019年达

到40余万人次。目前，全县已有上

千条攀岩线路，各类攀岩俱乐部20

多个，攀岩从业人员约600人。

阳朔县业余体校校长陆军表

示，阳朔有发展攀岩的天然优势，

攀岩运动的民间普及和推广走在

全国前列，下一步还需在攀岩进

校园方面努力，挖掘和培养一批

攀岩人才。

（新华社 卢羡婷 陈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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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酱，因发酵等

原因在特定阶段产生一

定气味，有人闻不惯称

之为“臭酱”，但其口感

却十分鲜香。在黑龙江

省绥化市青冈县芦河镇

东升村，每逢清晨唤醒

乡亲们的，除去鸡鸣，还

有浓郁的酱味。

东升村位于我国大

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伴随脱贫攻坚工

作进入决战决胜阶段，这

个小村子也迎来小康社

会的曙光。

“现在政策好，虽然

有一些扶贫产业分红，但

村 里 没 有 自 己 的‘ 生

意’！”东升村党支部书记

于景林一直惦记村里啥

时候能建成自己的产业，

带领乡亲们从“吃得饱”

转向“富起来”。

“去年底，听说新增

项目扶持，我赶忙到镇里

了解情况。”于景林回忆

说，当时省里有笔 50 万

元的投资，可以建个大酱厂，难点是

要在 2020 年元旦前建成投产，且资

金半年后才到账。

“就 1个月时间，建厂投产，能行

吗？”毕竟涉及整个村，于景林心里有

些“打鼓”。回村后，他连夜开会。“村

委会旁的废弃学校能作为厂点”“用

工 不 愁 ，村 里 不 少 贫 困 户 都 在

家”……大伙儿的支持和热情让于景

林感动。

隔天清晨，他再次来到镇政府表

态：“定了，这厂子我们村建。”顶着严

寒，村干部到多家酱厂考察，又自掏

腰包凑齐建厂经费，召集近 20 户贫

困户，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

带着大伙儿正式开工。

2020年元旦，崭新的酱厂内挤满

了村民，起锅、烧水、下豆，看着一粒

粒黄豆在锅内翻腾，大伙儿冻了一个

月的身子，这一刻也都“热”起来了。

4月，于景林又来到县里“投亲访

友”，这家赊100多个缸盖，那家赊一

批包装箱。“我不怕丢人，只要能顺利

产酱，我个人面子算个啥。”他说。

目前，东升村共生产大酱3万斤，

已售出近 5000 斤。务工半年的贫困

户李淑琴摇身变为“万元户”，“这钱

啊，还得靠自己亲手挣，花着心里舒

坦。”她说。

除去务工，酱厂还带动村民发展

庭院经济，免费为100多户村民提供

优质豆种，种成后高价回购，预计户

均增收700元左右。

“以前院子就种点菜，吃不了就

扔，今年种两亩黄豆，到秋能卖 1000

多元呢。”贫困户石兴国说，今年置办

年货的钱有了。

于景林介绍，酱厂马上要引进袋

装生产线、拓宽销售渠道，来年提产

至10万多斤，增收就能覆盖全村了。

“最近流行直播带货，我也在学习，争

取把大酱卖得更多、更远。”他说。

（新华社 徐凯鑫）

“环西部火车游”开启
“1+5”跨省旅游合作
新模式

新华社兰州 8 月 3 日电（记 者

李杰）8 月 2 日 21 时 36 分 ，随 着

Y402/3 次列车从兰州站缓缓驶离，

奔赴成都、重庆、西安、银川及西

宁。甘肃联合四川、重庆、陕西、宁

夏、青海省份文旅部门，共同打造的

“环西部火车游”“1+5”跨省旅游合

作新模式开启。

“环西部火车游”是中国铁路兰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有着“陆上邮

轮”之称的定制旅游专列，延伸火车

服务，将景点、游客、旅行社串联、融

合起来，打造的“客运+旅游”精品旅

游产品。

据介绍，此次“环西部火车游”

“1+5”新模式以“交响丝路·如意

甘肃”为主题。走进“环西部火车

游”旅游列车，车厢满是石窟壁画、

七彩丹霞、长城关楼等丝路特色风

景壁板，文创商品、非遗产品、特色

扶贫产品陈列各节车厢中，宛如流

动的“甘肃文化旅游展厅”和“景点

博物馆”。

甘肃省文旅厅厅长陈卫中说，甘

肃文旅系统“1+5”跨省旅游合作将通

过为期 7天 6晚的宣传交流活动，深

入5大城市，举办3场次宣传推介会、

2场次座谈交流会，届时将签约多份

文旅合作和“引客入甘”协议，实现

“1+5>6”抱团合作，共同推进西部地

区文化旅游行业复工复产提速，实现

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甘肃省先后开行“兰

州至陇南”“环西部火车游·大美肃北

行”等多趟旅游专列，通过一站式旅

游方式，既保障流程可控、疫情防控

常态化，还有效助力甘肃省文旅产业

复苏。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3日
电（记者 高晗）为减轻群众及

企业负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乌鲁木齐人社部门实行

“下限不上调，个人可缓缴”的

社保缴纳政策。

据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副

局长唐恒毅介绍，按照最新政

策，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2020年基

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可

继续执行 2019 年个人缴费基

数下限标准；缴纳2020年基本

养老保险确有困难的个体灵活

就业人员，可自愿暂缓缴费，

到2021年再继续缴费，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需要暂缓缴费

的，可通过手机App或后期前

往社区办理暂停缴费，也可采

取不往银行卡里存钱的方式。

唐恒毅说，对于各类企

业，人社部门实行“免减缓”缴

社保费政策，一是乌鲁木齐市

所有参保的中小微企业可继续

享受基本养老、工伤、失业3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

策，直至今年 12 月底。对延长

减免期限政策出台前已征收工

伤保险费的工程项目，将进行差额返还；

二是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

难的企业，可缓缴社保费至今年 12 月

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乌
鲁
木
齐
出
台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社
保
缴
纳
新
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