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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一棵高大抢眼的“假树”，还是种

一片惠及百姓的绿地？在“门脸儿”项目建设

上，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砍掉估算

千万元的雕塑工程，改由各乡镇和部门揭榜

打擂，“众筹”建设休闲绿地。在这场多部门

积极参与的“擂台赛”中，作秀造势没有了，绿

化效果凸显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的塞罕坝精神也更加深入人心。

拒绝造价千万的大型雕塑

今年 4 月，围场县在国道 233 线和国道

111 线交叉处修建交通环岛，这里是由国道

进入县城的“门脸儿”。这个“门脸儿”关乎初

来者对围场的第一印象，可谓十分重要。当

地有关部门考察发现，有些地方会在这样的

“ 门 脸 儿 ”地 段 建 设 具 有 当 地 特 色 的 大 型

雕塑。

什么能代表围场县呢？塞罕坝的“功勋

树”是其中之一。1961 年，为解决沙漠南侵

问题，林业部门计划在荒凉的塞罕坝建设林

场。苦苦探寻 3 天，却没找到一棵树。失望

之际，终于在冀蒙交界处发现一棵活着的松

树——它证明了树木可以在这里成活。从这

“一棵树”开始，几代塞罕坝人艰苦创业，建设

起 112 万亩林海，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

——这棵松树也被称为“功勋树”。

最初，围场县有关部门打算在入城交通

环岛这个“门脸儿”处建一座高约 61 米的大

型雕塑“功勋树”。初步估算，造价高达 1000
万元。太贵了，冷静琢磨：“功勋树”雕塑看上

去气势雄伟，可花费太高，不符合“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样昂

贵的雕塑不能建。

后来提出修改方案，那在这里建一处园

林小品行不行？估算造价约 300 万元。

还是太贵了。围场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河北省深度贫困县，2020 年脱

贫摘帽，县财政还比较紧张。本着节俭务实

的原则，县里最终决定，把这处“门脸儿”建设

成惠民休闲绿地。

众筹建起简朴的休闲绿地

这块惠民休闲绿地怎样建？县里想出了

新点子：面向各乡镇和部门揭榜打擂，“众筹”

共建。最终由围场县交通运输局和燕格柏乡

扛起担子，出资建设，燕格柏乡的苗木企业参

与设计方案。

今年 5 月 1 日，环岛动工，当地的国企冀

通公路工程公司志愿支援挖掘机等设备，把

堆在附近的修路废土再利用，做成起伏的“山

岭”。盛产苗木的燕格柏乡提供苗木，挑出

37 棵油松代表全县 37 个乡镇；他们还从当地

河道捡来 100 多块石头，堆成两座“山峰”。

乡 干 部 带 头 上 工 地 ，乡 里 自 筹 人 工 进 行 建

设。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 70 人，开展

两次义务劳动。

一座美观实用的环岛很快建成，休闲绿

地生机盎然，与周边的伊逊河、龙头山相映成

趣。记者看到，这里已成为一处独特的绿色

空间。

“我们就地自筹物料，干部群众出工出

力，半个月就建成了，折算下来费用不超过

30 万元。”围场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此项目的

石国维说。

让艰苦创业真正生根发芽

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但是，“山

绿城秃”“山绿村光”的情况过去一定程度存

在。为改变这种状况，县里以建设入城交通

环岛这个“门脸儿”为契机，号召在城镇乡村

植绿护绿。为吸引更多单位和园林企业参

与建设、展示技能，今年 6 月县里举行“木兰

松”园艺景观大赛，发起网上投票，助推擂台

赛越打越热。其中，位于伊逊南路的一棵形

似“功 勋 树 ”的 松 树 ，在 比 赛 评 比 中 获 得 第

一名。

原来，当年发现的那棵“功勋树”位于姜

家店乡附近，至今枝繁叶茂。为更好弘扬塞

罕坝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塞罕坝几代人艰苦

创业的历史，在围场县城伊逊南路与迎宾街

交叉口，县住建局和姜家店乡在修建休闲公

园的时候，从苗圃移来一棵与“功勋树”外形

相近的松树，并在树下设立宣传牌，讲述从一

棵树到百万亩树林的变化。这样把远树变成

了近景，将生态课堂开到群众身边。“这棵树

是县城的风景，也成为人们身边的生态文明

活教材，激励全县弘扬塞罕坝精神，走好‘二

次创业’路。”围场县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今年 5 月以来，围场县还发扬“艰苦创

业、勤俭节约”的理念，通过揭榜打擂，在伊逊

南路建成生态文明示范街。这条城中村小道

被改建成平坦的柏油路，用木板边角料建成

的双碳科普长廊，随风散发着幽幽松木香。

过 去 人 人 绕 行 的 建 筑 垃 圾 场 改 建 成“ 励 创

园”，栽种本地花草树木。位于伊逊南路与桃

李街交叉口的另一处建筑料场则建成“新风

园”，复建的地窨子、马架子，向人们讲述塞罕

坝艰苦创业的故事。

共建共享让人们享受更多绿色空间。今

年春天，围场县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社会各界

捐苗 22.8 万株，义务投工 9 万多人次，植树

110 万余株。从进县城的 111 国道到伊逊南

路，围场县如今建成了 26 处休闲绿地。一路

走来，孩子们玩耍嬉戏，许多居民在这里散步

聊天，唱歌跳舞。一些年轻人来拍视频，线上

线下纷纷点赞。

不做面子做里子，勤俭绿色又惠民 。“今

天依然需要艰苦创业的精神，做事要以百姓

满意为标准。”围场县委书记刘洋说，“我们要

走好二次创业路，在弘扬塞罕坝精神、推进高

水平生态建设、加快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上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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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面子做里子 勤俭绿色又惠民

河北围场这样建“门脸儿”
本报记者 张志锋

砍掉造价千万元的雕塑工程，改建质朴

节 约 的 惠 民 休 闲 绿 地 ，河 北 省 围 场 县 本 着

“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理念，向面子工程

说“不”。当地通过揭榜打擂、“众筹”共建等

方式，激发党员干部和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合力建成多个休闲绿地，得到了当地群

众的赞扬。

摒弃面子工程，打造惠民工程，不仅是综

合地方财政实际和群众现实需求的科学考

量，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

现。近年来，有个别地方不顾实际，耗巨资打

造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于发展无益、让群众

不满。围场县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量力

而行、务求实效，同时创新工作方法，让有限

的财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增强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群众满意了，才是真正的“有面子”，才

是 真 正 的 好 工 程 。 摒 弃 面 子 工 程 ，要 坚 持

“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多做让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站在人民

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把

更多的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

验的民心工程。

群众满意才是真的“有面子”
郭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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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5 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 5 日举行的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 7 个月，全国

矿山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全国矿山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大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实现下降，已连续 5 年 8 个月未发生特

别重大事故。据介绍，1—7 月份，全国矿山共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 190 起、死亡 253 人，同比分别下降 14%和 23.6%。

与此同时，为抓好煤炭安全保供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印发《关于加强煤炭先进产能核定工作的

通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据介绍，在去年审核确认 207 处保供煤矿、增加产能 3.1 亿吨

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进一步优化审核程

序、加快审核进度，审核同意了 147 处先进产能煤矿，增加产

能 1.8 亿吨/年。自去年 9 月以来，共核增产能 4.9 亿吨/年，为

稳定能源保供作出贡献。

全国矿山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今年以来增加煤炭先进产能 1.8 亿吨/年

“你这次用完钳子，又没放回原

处啊。”正值盛夏，上午 9点，长春科技

学院操作车间十分热闹，全国职业教

育培训先进个人、长春科技学院机械

技能开发中心主任刘洋正在和选手

复盘。

2023 年，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将在天津举办，作为教练，刘洋

很是严格，“如果工具始终放在固定

位置，选手就容易形成肌肉记忆，减

少失误。”

2020 年，增材制造（3D 打印）设

备操作员被人社部列为新职业，同

年，人社部举办第一届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刘洋是吉林省选拔赛专家

组组长，也是增材制造项目的教练。

“教练，这个软件我见过，但我

不会操作啊。”“人家建的模咋就这

么精致。”技能大赛要求高、技术新、

强度大，选手需要自行设计加工用

于固定的卡具、扫描零件，并绘制模

型、加工打印……全程约 15个小时。

追上新技术，得下笨功夫。学

习新软件如何操作，零点零几毫米

地修正草图数据偏差，对照成品数

据补充细节特征。“在哪儿蜷一会，

就算睡一觉。”吃住在车间成了刘洋

和选手的常态。历时半年备赛，在

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刘洋

带领的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取

得 2 银 3 铜 28 个优胜奖。

在刘洋看来，比赛与教学的技

术差距，也是学校与行业有所断档

的表现。“进了厂才发现自己啥也不会。”曾有学生回来哭诉。

“从事技工教育，我们就是要帮助学生跟上工厂、跟上实际生

产需要的步伐。”刘洋定下方案，要把比赛和教学联系起来。

技能大赛结束后，参照比赛流程，刘洋陆续组织了数场校

内竞赛：“学校硬件、学生技术肯定都有差距，那咱就做简单的

小玩意。”

同时在和企业的交流中，刘洋意识到，相较于以往简单从

事一项工作的“流水线”，现在企业技术、设备更加先进，对设

计、生产、加工全流程人才的需求也更高。“校内比赛，就是为

了让普通学生跳出来看到差距，提醒他们要勤奋刻苦。”

2020 年起，利用课后时间，刘洋和几位教师免费开设第

三课堂。在现有课程安排基础上，一方面“精”，补充先进技

术，另一方面“通”，强调技能整合。

学校资金有限，为了让学生“进入企业，手别太生”，刘洋

购买零件和学生一起改装，“一个传感器几十块，换上后，就能

自动调平。如果直接换机器，一台得几千块。”电机、喷头、耗

材，摸着教室里几十台改装机，刘洋将其戏称为“蚂蚁搬家”；

为了跟上企业步伐，刘洋一有时间就往企业跑，了解生产计

划、零件样式，甚至把企业的图纸拿到课堂上现场教学。

从教至今，14 年来，刘洋先后培养学生近 3 万人，曾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我希望学生们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技术立身、技能报

国。”刘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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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上，我们要自觉从百年党史中传

承红色基因，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始终坚

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表示。

扬大师之风，建设高素质
教师队伍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

在北大，有一支享誉校园的团队——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张远航院士团队。他们积极投身

大气污染防治，将科研战场置于广袤的天地间。

这支获评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称号的优秀团队，为人称道的是育人理念的

一脉相承。团队奠基人唐孝炎院士，一生坚持

“为人、为事、为学”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80 多

岁高龄时，依然坚守教学一线。师从唐孝炎院士

的张远航，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续写了这一师

风传统。团队的每一名中青年教师皆是如此，不

负科研使命，不负育人担当。

这支团队正是北大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的一

个缩影。牢记“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

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

的基础性工作”的重要嘱托，北大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打造创新人才汇聚的新高地。

近者悦，远者来。探索高层次人才引进、培

养和评估机制，5 年内，700 多名顶尖学者和优秀

青年人才选择加入北大，新引进人才中青年教师

占比达 90%以上。同时，一批批优秀青年学者从

海外学成归来，扎根燕园。“从一开始就是要回来

的。”法学院教授薛军说，“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

问题相结合，脚踏中国大地、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燕园，北大教师有塑造灵魂、塑造生命

的热忱。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历史学系

教授阎步克滞留海外，60 多岁的他学习线上直

播授课技术，跨越 13 小时时差、1.4 万公里，没有

落下一节课。

放眼燕园，北大教师有融入国家发展、服务

祖国人民的坚持。

药学院屠鹏飞、姜勇团队连续钻研，首创了有

“沙漠人参”之称的肉苁蓉的大面积高产稳产技术

体系，化濒危药材资源为可持续发展产业。他们

说：“把学问做在广袤的沙漠里，做在祖国大地上！”

放眼燕园，北大教师有勤勉治学、奉献忘私

的博大。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勤勉工作几十年，退

休后，仍主动前往田野一线带队，与学生们同吃

同住。刘绪谨严律己，他的 30 余名硕博生均走

向考古文博一线，成为中坚力量。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近年来，北大人才制

度日渐完善，人才队伍结构日趋合理，静水深流，

活力迸发。

厚植成长沃土，形成高水平
人才培养体系

7 月，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的第二十

九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北京大学 6 名教师受

邀作报告，深受瞩目。这是北大厚植高水平人才

培养沃土结出的硕果。

为培养世界一流数学人才，数学科学学院不

断完善数学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从基础数

学、应用数学及统计两个方向上培养数学领域的拔

尖本科生，同时鼓励师生自由探讨，不拘一格。

筑强国建设之基，育可堪大任之才。以“加

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为理念，

北大积极探索元培博雅人才培养、基础学科拔尖

人才培养、跨学科人才培养等多样化人才培养模

式，如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相成的人才

培养体系初步建立——

打造“立体化、专题式、多样态”思政课教学

体系，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

构建独具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致力于“通识、通智、通用”，打造通用人工智

能实验班，让广大学子有机会探索多个应用领域；

充分发挥文理工医多学科汇聚优势，设立

“政治、经济、哲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

算艺术”等多个跨学科专业和项目，让学生在学

科交叉融合中，释放才华，创造新知；

依托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与行

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仅瞄准学术发展前

沿，也时刻聚焦国家重点行业产业发展；

…………

春风化雨。一批批优秀学子在燕园沃土成

才成长，奔赴祖国大地书写青春华章：

大三时参军入伍的宋玺成为海军陆战队两栖

侦察兵，被选拔作为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赴亚丁

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宗

立冬奔赴宁夏黄河岸边，扎根乡村；初心相传，5年

来，北大前往各省区市的选调生已逾 2000人……

“北京大学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增

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努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说。

应国家之所需，强化重要
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北京冬奥期间，参赛运动员在国家速滑馆 13
次刷新奥运纪录，其中 1 次打破世界纪录。能够

取得傲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工学院教

授张信荣带领团队用二氧化碳做能量载体，打造

出“最快的冰”。数百个日夜奋战，张信荣对团队

说得最多的，是“搞科研，就要走新路走难路”。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

破的策源地。近年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北大自觉肩负重任，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于 2017 年成功研制出 2.2 克微型化佩戴式

双光子荧光显微镜，是当时全世界最小、最轻便

的 双 光 子 荧 光 显 微 镜 ；自 主 发 展 一 整 套 碳 管

CMOS 集成电路和光电器件的无掺杂制备新技

术，实现世界上首个 5 纳米栅长的高性能碳管晶

体管和首个千兆赫兹碳纳米管集成电路；系统研

究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新方法，为万千家庭带

去希望；肩负重症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之托”，创

建全球首个非体外去 T 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

移植体系，突破供者来源匮乏的世界难题……

北大师生深刻懂得，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

盛之基、安全之要，关键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

当然，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不仅需要锐意

创新，也依赖于良好的土壤，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新工科”成为北大重点布局的战略方向，一

个共识已然达成——突出时代之“新”、着眼未来

产业人才需要；推动学科重组与整合，巩固提升

传统优势学科，大胆创新学科体系；建设新体制

机制，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量子材料科学中

心、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等新型跨学科研究中

心给予人才跨学科融合交流的可能；在北京怀柔

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轻元素

量子材料交叉平台等“国之重器”相继落地……在

保持高水平自由探索的同时，北大持续加强对基

础学科的支持力度，鼓励广大教师开展应用牵

引、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

每一个奋进的足印，都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回望过往，“敢为天下先”，是北大不懈的追

求；瞩目未来，“中流击水，奋楫者进”，是北大人

的昂扬之姿。

未来 5 年，北大将迎来跨越发展的 5 年，要在

领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展现更大

担当和作为。北大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现

这个目标，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不断从百年党史、红色校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要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对北大提出的时代要求；要坚持科学的指导

思想；要锚定目标矢志奋斗。

扎根中国大地，奋进时代征程。燕园生机盎

然，北大人信心满怀——追求一流是一个永无止

境、不断超越的过程，服务国家是一项永不停歇、

不懈奋斗的事业。把北大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召唤。铭记昨天的筚路蓝

缕，扛起今天的使命担当，奔向明天的伟大梦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再谱新篇！

近年来，山东省荣成市依托沿海丰富的风能资源，在沿海富风带建设了多个大型风电场，积极推进沿海风力发电。图为 8 月 4 日拍摄的荣成市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沿海的风电场。

王福东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