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白山山脉连绵起伏，河流纵横交错，林海浩瀚无垠。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G331蜿蜒穿行，宛如一条丝带，串联

起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人与东北虎

在这片土地上共同谱写的和谐乐章。

4月，吉林大地出现了倒春寒，微微的寒风，偶尔还点缀

些雨雪。“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采访组风尘仆仆地来

到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东兴村，探索G331沿线的秀美风光，

探秘边陲森林里的东北虎，探寻这里人与东北虎从“冲突”

到“共生”的生态转型故事。

对东北人来说，东北虎并不陌生。东北虎学名西伯利

亚虎，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它身形矫

健，雄性东北虎体长可达3米左右，体重在250—350公斤之

间；雌性东北虎稍小一点，但也不可小觑，有的雌性东北虎

在怀孕期和哺乳期比雄性东北虎还凶猛。东北虎的皮毛厚

实而华丽，夏天毛色为棕色，冬天转为淡黄色，上面布满黑

色或深棕色的条纹，这些条纹独特，而且不规则，就像大自

然绘制的神秘图腾，每一只东北虎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标志。东北虎四肢粗壮有力，利爪尖锐，能够轻易撕开猎物

的皮毛，尾巴像钢鞭一样，在奔跑和捕猎时起到重要的平衡

作用。东北虎目光如炬，黄色的瞳孔闪烁着威严与霸气，无

论是在山林中穿梭，还是蛰伏等待猎物都散发着“森林之

王”的威严。曾经，由于栖息地缩减与非法捕猎，它们一度

濒临灭绝，如今在多方保护下，种群数量逐步回升，成为生

态保护成效的重要“晴雨表”。

东兴村，这个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陲村落，近年

来因与“森林之王”东北虎的奇妙缘分备受关注。东兴村位

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里，距离珲春市区90多公里，

地处春化盆地的中部，毗邻土门岭东侧，G331把村子一分为

二。村子附近草帽顶子山溪泉四季恒温，泉水清澈甘甜，

最后注入珲春河，这里的气候长年夏天不热，冬天不

冷，云雾缭绕。村东侧有渤海时期的遗址营城子古

城，城墙残高五六尺，东西各设城门，过去为军事

重镇，东南大湾沟的东西坡有渤海时期佛教

的石塔，是研究渤海文化的重要遗迹。这

里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三种文化的影

响，朝鲜族的青瓦白墙、俄罗斯

的木刻楞以及汉族的砖混

结构，村子不大，街

上立着三种文字的路牌，偶尔能听到人们用朝鲜语、俄罗斯

语和汉语进行交流。

踏入东兴村，生态保护宣传标语与传统民居相映成

趣。在村口，我们遇到了一位健谈的村民王大哥。王大哥

指了指脚下的道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G331，东边从辽宁

的丹东算起，西边到新疆的阿勒泰，全长9300多公里，咱

们这一段靠着中俄边境线走，再往前20公里就是防川，就

是一眼望三国的地方。”我们看这条道两侧的景色，从农田

逐步变为茂密的大森林，是一片又一片的针阔混交林。王

大哥又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说道：“你们看到那面了吗？

那是俄罗斯的山，这面是朝鲜的地界，咱们走的这条路，东

北虎经常在这里横穿。东北虎在这一眼望三国的地方，潇

洒地来回走，什么顾忌和障碍都没有。”王大哥还告诉我

们，前不久他们在村边密林处发现一行新鲜的动物脚印，

从足印大小来看，是一只成年的东北虎。他们蹲下来用手

量了一下，这个脚印宽12厘米左右，脚趾清晰可见，周围

没有积雪，却在晨露未干的泥土上留下如此深的痕迹。他

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机拍下了照片，生怕惊扰了这位森林的

“精灵”。

王大哥还说，多年以前，在春化镇有一个关于东北虎的

暖心故事。一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幼

虎，它右后腿部受伤已无法正常行走，蜷缩在草丛中，眼神

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村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报告相关机

构工作人员，他们迅速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将幼虎带回救

助中心，经过专业的治疗和精心的照料，幼虎的伤势逐渐好

转。几个月后，幼虎食欲大增、毛发光亮、目光炯炯，恢复了

野外生存的能力，工作人员经过多方考证后选择了合适的

地点，将它放归山林。看着幼虎重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参

与救助的村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知道自己为保护东

北虎贡献了一份力量。

王大哥介绍：“过去，东北虎进村偷吃家畜是常有的事，

村民既害怕又无奈。现如今，我们这里成立了巡护队，村民

从防虎人变成了护虎人。”这一转变始于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的建立。目前，东兴村周边监测到的东北虎数量逐年增

加，人虎相遇频次增加的同时，冲突事件却逐年下降。如今

的东兴村，既是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态家园”，也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本。从“谈虎色变”到“与虎为邻”，这

里的村民用智慧与行动，书写着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赢

的新篇章。未来，随着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建设的深入推进，这片边

陲土地上人虎共生的故事，必将续写

更多精彩。

东兴村不仅有神秘的东北虎，还有独

特的民俗文化。每到重要节日，村民们总要

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舞狮舞龙、扭秧歌、踩高

跷、跳朝鲜族舞蹈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热闹非

凡。村里的妇女们还亲手制作各种精美的剪纸和

刺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这些手工艺品中。此

外，东兴村的美食独具特色，铁锅炖鱼、小鸡炖蘑菇

等传统菜肴，让人回味无穷。在东兴村，东北虎与人

类共同生活在边陲的大森林中，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尊

重。人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让这片边陲小镇成为东北虎的乐土，也成了人们向往

的生态旅游胜地。沿着G331一路前行，我们发现在这片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每一个角落都诉说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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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森林里的虎缘□尹善普

①②李月安 摄
③④吉林省林草局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北 境 公 路之王”

G331从丹东市起始，自西

向东，穿连起新疆至辽宁

的边境线，以全程九千多

公里的磅礴气势，一路劈

山越岭，矫若游龙，沿途

串起了一个个塞外名城、

火山草原、林海雪都、荒

野秘境，在祖国大地上锻

造出一串雄奇瑰丽的钻

石项链。当它来到图们江畔凉水镇，这

里的一处遗址，却因残缺而闻名于世，

它就是凉水断桥。

我去过名气最大的西湖断桥，我听

说过潮州断桥，G331的起始城市丹东还

有一座鸭绿江断桥。断桥而成为一景，

无论是视觉效果的“断”，还是为坚固江

心桥墩之举，抑或是战争留下的丑陋疮

疤，都不会缺少故事的加持。而凉水断

桥置于图们江畔的凉水镇龙虎村，它的

故事，铭刻的则是侵略者的罪与恶，中华

民族的血与仇。

日寇侵华期间掠夺的东北资源，

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有数据表

明，1932 年至 1945 年，日本从东北掠

走煤2.23亿吨、生铁1100万吨、钢580

万吨、木材1.4亿立方米。煤炭、钢铁

等作为日本生产杀人武器的原料大多

被运往日本本土。石油、金属制品、油

脂、蜡制品、水泥及棉布等物资也是日

本掠夺的重点对象。东北这座物产丰

饶的巨大宝库，满足了侵略者的所有

妄想。

这些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数据背

后，是由关东军军部策划，在图们江上下

游的千里江面上架设的十几座大桥，为

这丧心病狂的掠夺飞快提速。其中连接

凉水镇和对岸朝鲜城市稳城郡的这一座

稳城大桥，自1937年通车使用的第一天

起，每天都有大量中国东北物资经由这

座大桥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再转运日

本国内。

出图们市中心23公里，与龙虎石

刻、窟窿山、亭岩村等景点相连的，就是

这座总长525米，宽6米，有21个桥墩

的大桥，它承载了东北人民被侵略、被

殖民、“落后就要挨打”的苦难史、抗争

史，也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

历史。

1945年8月，在苏联远东军第二十

五集团军的攻势下，日军节节败退。8

月 12日凌晨，日军在第五号桥墩上安

装炸药，一声惊天动地的

巨响后，滚滚烟尘在晨风

中腾起、消散，巨大的桥

梁脱离了桥墩，大桥断为

两截，连接中国的一段，

仅余75米。

那一刻，一轮血红的

朝阳正在升起，滔滔图们

江水和沿江两岸人民，都

听到了那一声为侵略者敲

响的丧钟。炸断稳城大桥

是为了切断苏联红军对侵

华日军地面部队的追击，

可这螳臂当车之举注定成

为笑柄，仅仅过了三天，侵

略者的美梦就和倒塌进图

们江水的断桥残骸一起，

沉进了历史长河。残余的

半截桥梁则作为侵略者暴

行的罪证，更名为“凉水断

桥”，是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延边州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北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从未停

止，在凉水镇龙虎村，就发生过可歌可泣

的反侵略事件。金竹松、金凤万等15位

抗日志士反抗失败，被押送到凉水泉子

左侧的一所空房子里活活烧死。凉水断

桥和右侧的十五烈士殉难地纪念碑一

起，向途经G331的人们讲述这段惨烈又

悲壮的往事。

80年的历史风烟漫过图们江上，在

断桥桥面留下大片大片姜黄色的锈迹，

半截桥梁却坚固依旧。当夕阳染红大半

边天空，落日的光芒穿过葳蕤的树木，在

江面投下断桥和十几座桥墩长长的暗

影，每一个踏上断桥的同胞，心里升腾而

起的，一定是壮怀激烈。

(本文党史顾问：中共吉林省委党史
研究室 孙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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