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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刘 毅

全国“最美生态护林员”吴树养

守护好来之不易的

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寇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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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
出重要批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
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
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
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
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
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生动范例。

今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同林场三代职
工代表亲切交流。看着守林护林人的
队伍越来越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倍感
欣慰：“2017 年，我对你们感人事迹
作 了 一 个 批 示 ， 提 出 了 塞 罕 坝 精
神，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精
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塞罕坝精神，
不仅你们需要继续发扬，全党全国
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
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弘扬塞罕坝精神，荒漠高原变成
了“美丽高岭”。塞罕坝机械林场的
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初期的 11.4%提高
到如今的82%，为京津冀地区构筑起
一道绿色屏障。如果把林场林木按一
米的株距排列，足足可以绕地球赤道
12圈。

弘扬塞罕坝精神，中华大地山
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经过多年
持 续 努 力 ， 我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3.04%，森林面积和蓄积量连续 30
多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增林
扩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良好生态环
境，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
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永
葆共产党人的初心

林海苍翠连绵，高天白云舒卷。
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浑
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置身松树挺立的茫茫林海，绝难想
象：始建于 1962 年的林场，曾是林
木稀疏、风沙肆虐的荒漠沙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
视国土绿化，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
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原林业部决定
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的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为
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

听从党的召唤，勇担使命。
听说塞罕坝造林需要人手，在承

德读高中的陈彦娴和宿舍5个姐妹商
议后，决定奔赴坝上地区。1964 年，

“六女上坝”，坐汽车颠簸了两天两夜
赶到林场。369 名林场创业者满怀激
情，从大江南北毅然走上塞北高原。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
水、沟塘子里的水，吃的是黑莜面窝
头、土豆和咸菜。”已是满头银发的
陈彦娴回忆道，“房子不够住，大家
就住在仓库、马棚、窝棚、泥草房
里。最难熬的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有
零下 40 多摄氏度，嗷嗷叫的白毛
风，吹到人身上刺骨地疼，一刮起来
对面根本就看不到人。”

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开拓。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

生活”，塞罕坝人顶风冒雪，垦荒植
树。然而，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
经验，1962 年、1963 年造林成活率
不到8%，林场面临困境。

“我就不信这个邪，再来！”1964
年春天，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
带 领 职 工 开 展 “ 马 蹄 坑 造 林 大 会
战”，连续多日吃住在山上，共栽植

落叶松 516 亩，成活率达到 96%。王
尚海激动得跪在山坡上，泪流满面。

这一战，创造了我国高寒地区成
功栽植落叶松的先例。现在，原马蹄
坑造林会战区成为尚海纪念林，一块
写着“绿之源”的石碑告诉人们：这
里正是百万亩绿色林海的起源地。

“王尚海老书记在塞罕坝干了 13
年，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林子。1989
年老书记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
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塞罕坝
机械林场场长、党委副书记陈智卿说。

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塞罕坝人
闯过一道道险隘难关，让绿色在高原
荒漠生根蔓延。著名作家魏巍为林场
赋诗：“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
无尽头。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
越千秋。”

“塞罕坝近 60 年的巨变充分证
明，只要我们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
干啥，就一定能够在困境中找到出
路，走向胜利！”曾任塞罕坝机械林
场党委书记、场长的刘海莹说。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绿水青山带
来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
位置，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

继续发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人
立足“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功能
区”的定位，坚决扛起阻沙源、涵水
源的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

攻坚克难，塞罕坝人敢啃硬骨头。
“进入新时代，要让塞罕坝的每

一个山坡都绿起来！”塞罕坝人向土
壤贫瘠和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进军，
大力开展攻坚造林工程。石质阳坡平
均坡度达到 46 度，土壤厚度只有几
厘米，机械设备根本用不上。肩扛马
拉、镐刨钎凿、保水覆膜……10万多
亩石质荒山被全部绿化。

如今，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
初期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成为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据测
算，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
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万多
吨，释放氧气近60万吨。

深化改革，塞罕坝人加大保护力度。
“坚持生态导向、保护优先。”党

中央、国务院 2015 年印发 《国有林
场改革方案》，将国有林场的主要功
能定位于保护培育森林资源、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塞罕坝机械林场实施国
有林场改革，强化公益属性，塞罕坝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由30.4万亩调
整到97.9万亩。

“近年来，我们大幅压缩采伐
量，全面停止皆伐，加强森林抚育，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林场林业科科
长崔岩说。

绿色发展，塞罕坝人开创新局面。
“林场积极发展壮大森林碳汇、

生态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产业，引
导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乡村游、农家乐
等，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介
绍，林场已完成交易造林碳汇 16 万
吨、收入310万元，建成8万亩绿化苗
木基地，近几年平均每年接待游客约
60万人次，生态旅游带动周边区域每
年实现社会总收入超过6亿元。

好风景带来好光景，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这百万亩森林，成为林
场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周边群
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创造了荒

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促进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中共中央党校 （国
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
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任李宏伟
说，“这是我们党领导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是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他们不
忘初心，甘于奉献，久久为功，塞
罕坝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
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塞罕坝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
海，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
典型，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
高荣誉——地球卫士奖，机械林场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

今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时强调，塞罕
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
苦奋斗史。你们用实际行动铸就了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
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抓生态文明
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
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
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
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弘扬塞罕坝精神，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

“我们将继续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在深化国有林场
改革、推动绿色发展、增强碳汇能力
等方面大胆探索。”陈智卿表示，力
争到 2030 年，林场有林地面积增加
到 120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86%，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健康、优
质，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弘扬塞罕坝精神，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

11月1日起，河北省制定的《塞
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 开始施行。

“防火责任重于泰山，必须处理好防
火和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一，切
实把半个多世纪接续奋斗的重要成果
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塞罕坝
机械林场护林防火中心总调度彭志杰
说，“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要全力以
赴把这片来之不易的林海守护好、建
设好、发展好。”

弘扬塞罕坝精神，科学推进大规
模国土绿化。

“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最快的国家，但总体上仍然缺林
少绿、生态脆弱。”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书记、局长关志鸥表示，将坚
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以水定绿，
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
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和荒漠化、石漠化
综合治理，不断增加林草资源总量，
稳步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
性，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
良好的生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社会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
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
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
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新征程上，永葆初心、勇担使
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持续弘扬塞罕坝精神，奋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中国人民将把家园建设得
更加和谐美丽，为全世界共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塞罕坝林场千层板分场技术员曹紫鹏

为续写绿色传奇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寇江泽

天刚亮，吴树养就拿上喇叭，骑上摩托，沿
着山路开始巡山。等太阳出来，他已经走遍了几
个村。

吴树养是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九龙江森林公
园九龙瑶族村生态护林员。九龙瑶族村有 8000多
亩山林，2017 年成为护林员以来，吴树养持之以
恒认真巡护，管护的林子没有发生过一起火情火
警，也没有出现过偷砍盗伐、乱占林地的现象。

今年 3月，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全国遴选出 20名“最
美生态护林员”，吴树养获得这一荣誉称号。同为
务林人，吴树养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
耳熟能详。“塞罕坝林场的故事让我十分振奋，备
受鼓舞！”他说，“我要继续弘扬塞罕坝精神，守
护好这来之不易的绿水青山。”

“一点星火可毁万亩森林，防火来不得半点
马虎。我每天都要巡一遍山，心里才踏实。”吴
树养说。每次巡山，他都要跑 20多公里山路。吴
树养走遍了这个林区的角角落落，熟悉得“闭着
眼睛都能走出去”。村民们送他一个外号：“林区
活地图”。

2019年 10月，附近的三江口村山上着火。接
到增援救火命令后，吴树养扔下饭碗，飞奔而
去，到了山脚却发现，从山脚到山顶没有公路，
有的地段根本就没有路。“我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
悉，让我带几个人上吧！”吴树养主动请缨。赶到
火灾现场，他立即组织人员扑火。因为扑救及
时，火很快被扑灭。

如今，九龙江森林公园郁郁葱葱，一些多年
不见的野生动物也回来了。“有时候巡山时，会遇
到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生动物，经常看我一眼，
就嗖地一下跑走了。”吴树养说。

巡山之余巡山之余，，吴树养种了吴树养种了 1010多亩白毛茶多亩白毛茶，，茶园茶园
里还养蜂里还养蜂，，养土鸡养土鸡、、土鸭土鸭。。自己口袋鼓起来以自己口袋鼓起来以
后后，，吴树养没有忘记帮助乡亲们吴树养没有忘记帮助乡亲们，，他通过收购他通过收购、、
加工加工、、代售等方式代售等方式，，带动乡亲们种茶叶带动乡亲们种茶叶。。每次茶每次茶
农遇到技术问题来咨询农遇到技术问题来咨询，，他都毫无保留地将他都毫无保留地将““秘秘
诀诀””传授给大家传授给大家。。

““守好绿水青山守好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才有金山银山，，大家越来越大家越来越
明白这个道理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吴树养说吴树养说。。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塞罕
坝机械林场千层板分场营林区，工人们正在林间
忙着抚育作业，“90后”技术员曹紫鹏在人群中穿
梭忙碌。

“三分造七分管。清理掉枯枝，割掉妨碍树木
生长的灌木、藤条和杂草，明年林子才能长得更
好。”曹紫鹏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营林过程中
进行监督和技术指导，保障营林方案科学实施。
今年，千层板分场已经完成营林2万多亩。

曹紫鹏是本地人，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将荒
漠变成林海的奋斗历程与奉献精神，他打小就十
分敬佩。2019 年，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曹紫鹏来
到林场，成为一名林业技术员。

一到岗，曹紫鹏就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艰
苦，“第一次跟着同事上山，他们在山里边就感觉
跟走平地一样，我在后面紧着追。等到了作业地
块，我都累得瘫过去了。”

不过，曹紫鹏并没有打退堂鼓。“创业的前辈
们吃黑莜面、喝冰雪水、住马架子、睡地窨子，
为建设林场吃了那么多苦。我碰到的这点困难算
得了什么？！”曹紫鹏说，“一次作业时，一位同事
忍着肚子疼，坚持完成任务，下山去医院检查，
发现是阑尾炎。同事们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也
让我深受触动和激励。”

边干边学，加倍努力，曹紫鹏与同事一道探索
管理好林场，提高苗木成活率，让森林发挥出更大
的生态效益。如今他业务熟练，已经能独当一面地
完成作业任务。他有一个愿望：“有时候上山路过
一片林子，同事们会说，这是自己哪年种下的，现
在都这么高了。我也想以后能够这样向其他人介
绍，那时一定特别有成就感。”

“塞罕坝人用青春、汗水，在茫茫荒原上造林
百万亩。作为第三代塞罕坝人的一员，我要向前
辈们学习，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全
身心地投入塞罕坝林场建设，为续写绿色传奇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曹紫鹏说。

③③③

图①图①：：游人在领略塞罕坝风光游人在领略塞罕坝风光。。 刘满仓刘满仓摄摄
图②图②：：塞罕坝林场工作人员正在采集数据塞罕坝林场工作人员正在采集数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晓晓摄摄
图③图③：：塞罕坝壮阔的人工林海塞罕坝壮阔的人工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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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

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你们用实

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

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

范意义。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

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传承好

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

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

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8月23日在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

林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