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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转型故事②

商业性采伐被叫停，大兴安岭林业工人“闯山东”

科科长长做做回回木木料料工工，，没没那那么么丢丢人人

壹读·人物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震

40岁熬到科长
48岁决定“走吧”

4月16日一早，53岁的王
德顺刚吃过饭就来到胶州添彩
木器厂，准备“下料”。取料、切
割、码放，嘈杂的机器声中，这
些木材被分割成合适的尺寸，
为组合成家具做准备。

干现在这个活已经四年
多，王德顺驾轻就熟，因为他
此前一直在和木料打交道，尤
其在黑龙江漠河县图强镇林
业局，一呆就是20多年。

在中国“北极”漠河县，沿
着县城往东 30 公里便是图强。
这个小镇位于北纬 53°线上，
即便是暮春，最低气温也在零
下，王德顺就出生在这里。1983
年，王德顺 20 岁，那一年他进
入图强林业局生产科，成为一
名正式职工。虽然是从事木料
加工的一线工人，但是收入和
福利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靠着自己不断的努力，王
德顺从一名普通工人一步一
步往上走，直到40岁，他升任
林业局生产科科长，彻底告别
了一线。在科里，王德顺是一
个受人尊敬的老大哥，他不再
用每天和木材打交道，每天看
看材料，还有喝茶和读报，生
活悠闲又有面子。

生活不总是风平浪静。在
当了8年的科长后，王德顺迎
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从
２０１１年开始的５年内，大兴安
岭林区的木材采伐量将减产
５２％。”这是2011年王德顺在
报纸上看到的消息，看完之
后，他的心绪再难平复。

其实从2000年开始，黑龙
江大兴安岭林区已经实施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国家核
定的采伐限额内，主动减少森
林采伐。像图强这样的镇，镇
办工业主要以木材加工为主，
镇内90%的机关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属于林业系统，如果采
伐量锐减，就意味着一大批人
会面临转业或下岗。

真到那一天该怎么办？王
德顺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全面
停伐的小道消息也在不停传
播，他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个等
着被安置的人。

“走吧！”深思熟虑后，王
德顺决定离开生活了半辈子
的大兴安岭，到外面的世界看
一看。王德顺的想法受到了年
轻女儿的支持，却遭到妻子的
强烈反对。

“当时毕竟已经 48 岁，除
了林场的工作我没有一技之
长。”王德顺说，他和妻子产生
了巨大的分歧，但最终在女儿
的支持下，妻子选择了妥协。

开了个东北菜馆
反而赔得精光

离开图强的决定做起来
无比艰难，但关于将来要去哪
里，全家人很快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青岛。

“我爷爷是从青岛即墨闯
关东过来的，这里是我的根。”
王德顺说，小时候爷爷经常给
他讲青岛的故事，挖蛤蜊、捡
海带……他的父亲曾经回家
探过好几次亲，后来老家没人
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因为工作关系，王德顺从
未到过青岛。但在 2011 年下半
年，他向单位申请内退，带着妻
女踏上了通往青岛的火车。

刚到即墨时，王德顺像很
多东北人一样，用几乎所有的
积蓄开了一家东北菜馆。但事
与愿违，没什么人脉，又不合
当地人口味，菜馆不但没赚
钱，反而赔了个精光。

“那段时间我经常喝酒，
也想过要回大兴安岭。”王德
顺说，他不愿意出去上班，尤
其曾经有个科长的头衔，到一
线干活会被原来的同事取笑。

生活让王德顺别无选择，
他开始辗转找工作，选择了自
己熟悉的木器行业，在青岛胶
州市罗家村的添彩木器厂，他
成为一名最普通的木工。

王德顺适应得很快，快到
出乎老板的意料。“我大半辈
子都在林场干，对木工活信手
拈来。”王德顺说，他在工厂负
责“下料”，每天下来都是出料
最多、废料最少的员工，很快
就成为技术骨干。

后来他的妻子也进了厂
子，两人每月收入近万元，很
快便习惯了新生活。现在，王
德顺已经在胶州市区购买了
房子，他甚至将自己在东北的
3个外甥都叫到了青岛。

50 多人主动离岗
九成选择了山东

王德顺的担忧变成了现
实。2014 年 4 月，黑龙江大兴安
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
伐，上万名林业工人面临转岗
分流，王德顺原先所在的图强
林业局贮木场200多名员工需
要安置。当时贮木场的厂长单
志到山东考察，专门来看望王
德顺，听他讲述离开后的生活。

王德顺再次和自己的过去
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怂恿”下，
添彩木器厂又来了两名大兴安
岭籍工人——— 巴永成和王立
庆。他们原先是王德顺的下属，
在林场里都是下料、切割、组装
的好手，祖籍也在山东，听说

“科长”在这边生活不错，也拖
家带口投奔而来。

“来青岛之前，每月工资
1000元出头。”巴永成说，当时
他连几块钱一斤的菜都要精
打细算地买，生活非常拮据。
选择转岗后，单位给他们三年
的适应期，工资按60%发放，
三年后可以选择回到原单位。

“我肯定不回去了。”巴永
成和爱人田桂华都有了新的
工作，26 岁的儿子巴旭彤也
被中集集团胶州分公司聘用。

“我后悔没跟科长一起来，不
然现在也能买房子了。”

巴永成偶尔会和图强的
老同事联系，跟他们说自己现
在的生活，但很多人都不相
信，以为他在吹牛。

而王立庆也逐渐淡忘了
北方的寒冷，转而爱上了海风
的温柔。“刚来的时候我时常
梦到森林。”王立庆说，他的孩
子有空就去看海，不但爱上了
吃海鲜、洗海澡，更是适应了
青岛湿润的气候，如果现在回
大兴安岭，真会不适应。

据了解，图强林业局贮木
场原来有 200 多名员工，目前
已经有 50 余人自主离岗，其
中 90% 的人来了山东。用王
德顺的话说，在一个地方苦心
经营了大半辈子，说离开就离
开，不是谁都能做到，更多的
人宁愿挣微薄的工资，也要守
住自己的基业。对他而言，尽
管也想过一直待在林业局，但
现在总算为大家趟出了一条
路，不后悔曾经的选择。

山东和东北原本就颇有渊源，一部《闯关东》道出多少山东
人的辛酸。世殊事异，当年沃野千里的东北现在发展的速度远被
山东赶超，很多人的祖辈们历尽千难万险到了关东，现在他们又
开始“闯山东”。王德顺的爷爷就是即墨人，而巴永成和王立庆祖
籍的详细位置虽然都已记不清，但也都在山东。

记者的二爷爷也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尸骨早已埋在鸭绿江
边，但在现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他的几个女儿侄女已经返回
山东，或创业或再就业，过上了新的生活。

“以前觉得山东是故乡，东北才是家乡，现在早已不认为有
什么区别”。巴永成告诉记者，因为东北人在山东不会有强烈的
陌生感，才让越来越多的人扎下根来。不管是“闯关东”还是“闯
山东”，能生活下去，有家人常在，便是真正的家乡。

本报记者 刘震

“在那高高的兴安岭上，有一棵挺
拔的青松叫图强，她慈母般的情怀多
么温暖，她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歌还没唱完，王德顺端起手中的酒杯，
一饮而尽。他30年前就学会了这首《图
强之歌》，却在5年前离开生活了半辈
子的黑龙江省图强镇，来到青岛胶州
一家木材厂。

近年来，大兴安岭商业性采伐从
大幅减少直至叫停，像王德顺一样的
林区员工被分流到全国，他们不少人
选择在山东安家，闯荡出新的生活。

葛记者手记

没没有有陌陌生生感感，，““闯闯山山东东””才才能能扎扎根根

在胶州添彩木器厂，王德顺一大早就开始干活。

黑黑龙龙江江
图图强强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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