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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深刻理解和落实生
态文明理念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习近平习近平

薪火相传

问起塞罕坝什么时候最美，当地

人会推荐 7 月到 9 月间，那是色彩最为

斑斓的时节。他们也会告诉你，塞罕

坝的四季其实都很美：春天有雨，夏天

有花，秋天有林，冬天有雪。

1993 年，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成

立，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观赏。公园

里有一个七星湖景区，因有大小不等、

形态各异的 7 个天然湖泊，空中俯瞰如

同北斗七星而得名。不知何时，景区

中多出一个宽约 5 米的水泡子，让七星

湖变得“名不副实”。

这 是 山 林 水 草 湖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一棵树就是一台制氧机，一片林

就 是 一 个 蓄 水 池 。 经 过 长 期 科 学 管

理，塞罕坝机械林场每年涵养水源 2.84

亿 立 方 米 ，可 固 定 二 氧 化 碳 86.03 万

吨，释放氧气 59.84 万吨。这是大自然

回馈给塞罕坝的巨大财富。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也有“幸福的

烦恼”。2017 年，公园接待游客 50 万人

次，门票收入达 4400万元。如果扩大游

客接待量，收入自然也会提高。但公园

作出决定：严格控制入园人数、控制入园

时间、控制开发区域、控制占林面积。

种好树，塞罕坝人有一种朴素的

生态意识；用好树，塞罕坝人有一种自

觉的生态意识。

不能守着“金碗”没饭吃，更不能

砸了“饭碗”换饭吃。“如果生态效益没

有 了 ，用 再 多 的 经 济 效 益 也 难 以 挽

回。经济账和生态账、小账和大账孰

轻孰重，头脑必须清醒。”林场党委书

记安长明说。

如今，万顷林海生长在塞罕坝，但

“绿色”效益早已溢出此地。随着塞罕

坝林场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旅游、

绿化苗木、风电、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

已成为林场主要收入来源。林场通过

生态建设，还辐射带动周边近 4 万人脱

贫致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有机统一。2021 年，塞罕坝机

械林场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

誉称号。

“我们相信，种下绿色，就能收获

美 丽 。 种 下 希 望 ，就 能 收 获 未 来 。”

2017 年，塞罕坝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授予“地球卫士奖”，第一代塞罕坝人

陈彦娴代表林场发表感言。

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塞罕坝的绿水青山滋养了

一方百姓，也在首都形成了一道绿色

生态屏障。

“这百万亩林海，靠的是三代人艰

苦创业接力拼搏，靠的是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坚守。到 2030 年，林场有林地

面积将达到 120 万亩，森林生态系统更

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生态服务功

能显著增强。”林场场长陈智卿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万顷“海”·美丽之源

咬定青山不放松
■本报记者 张 蕾 通讯员 杨 振

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塞罕坝机械林

场，距北京 400多公里。

11 月 7 日，立冬，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期而至。

海拔 1900 多米的月亮山望海楼里，民兵护林员

刘军和妻子王娟收拾好行李，等待下山的通知，“黄

的落叶松，绿的樟子松，都白了，这雪得有 20 厘米

了。”

大雪，意味着火情风险降低。刘军和王娟终于

可以回家，来年 3 月 15 日再上山。

这一天，林场森林扑火队也放假了。今年 9 月

以来，他们 24 小时在位，保证一旦有火情 3 分钟内完

成集结，随时能战。这支 50 人的突击力量，全部由

退役军人组成，平时进行体能和技战术训练，实行严

格的一日生活制度。

“感觉和在部队时一样。森林消防对体力要求

高，纪律性强，讲究团结协作。”郝帅曾是陆军某部一

名通信兵，退役后加入扑火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守

好每一棵树。”

守护林场，防火为第一要务。塞罕坝人对“火”

极其敏感，他们牢记这样一句话——

从万到零就在分秒之间，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

需要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对刘军和王娟夫妇来说，是13年的坚

守。13年里，他们写下的瞭望登记本摞起来有1米高。

“很久很久”，对郝帅和其他大多数扑火队队员

来说，是三代人的接力，“这片林子是爷爷育的苗，那

片林子是父亲种的树”。

“很久很久”，对塞罕坝人来说，是从一棵树到万

顷“海”的传奇。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用青春、汗

水，甚至生命，伏冰卧雪、不懈奋斗，铸就了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把昔日飞鸟

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

林场，筑起为京津阻沙涵水的“绿色长城”。

树 ，在 塞 罕 坝 很 平 常 ，也 曾 很 稀

罕。

塞 罕 坝 ，蒙 语 ，意 为“ 美 丽 的 高

岭”，曾是皇家后花园，森林茂密、水草

丰沛。清朝末年，为弥补国库亏空开

放围垦，千里松林被砍伐殆尽。新中

国成立初期，这里被荒漠、流沙占据，

到处是荒山秃岭。

往北是浑善达克沙地，往南是京

畿重地。当塞罕坝这道连北接南的重

要生态屏障轰然倒下，内蒙古高原流

沙大举南进，“风沙紧逼北京城”。

上世纪 60 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

困难时期，国家仍咬紧牙关，决心建一

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1961 年 10 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

场管理局副局长刘琨，率队登上塞罕

坝，策马走在冰天雪地的荒原。3 天

后，他们才在红松洼一带望见了一棵

迎风而立的落叶松。

“这棵松树少说有 150 多年树龄，

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刘

琨默默抚摸着树干，未语泪先流，“今

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北方第一个机械林场地址就此选定。

从一棵树看到一片森林，源于对

绿色的渴望，始于一群人的青春壮歌。

1962 年，来自全国 18 个省、市的

127 名农林专业大中专毕业生来到塞

罕坝，与当地 242 名干部、工人一起，

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

那时的塞罕坝，荒凉了近半个世

纪，除了刺骨寒冷，只有漫漫风沙。

那一年，40 岁的承德地区地委专

员、农业局局长王尚海，一位抗战时期

的游击队长，奔向新的“战场”，任林场

第一任党委书记。他的战友包括出任

林场首任场长的专署林业局局长刘文

仕，林业部派来的工程师张启恩，以及

围场县委派出的十几名优秀公社书

记、区委书记、县局局长，他们分任塞

罕坝分场书记、场长和科室负责人。

那一年，20 岁出头的赵振宇是承

德农专农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他在

志 愿 去 向 一 栏 中 写 下 ：服 从 组 织 分

配。几天后，他和大家一起唱着歌上

了坝，成了第一代塞罕坝人。

“渴饮河沟水，饥食黑莜面。白天

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

兽 绕 我 眠 。 劲 风 扬 飞 沙 ，严 霜 镶 被

边。”今年 88 岁的林场第一代建设者

张国军记得，当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

条件艰苦，造林难度非常高，“就靠着

一股子劲，想着怎么也得把党交给的

工作做好。”

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的召唤，完

成 党 的 任 务 ，纵 有 千 难 万 险 在 所 不

辞。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的第一代塞

罕坝人，在茫茫荒原“先治坡、后治窝，

先生产、后生活”，咬紧牙关坚持了下

来。

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

生。一棵棵树苗，在冰天雪地里顽强

生 长 ，长 成 一 望 无 际 的 绿 色 林 海 。

1982 年，塞罕坝林场在荒原造林 96 万

亩，总计 3.2 亿余株，超额完成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刘琨老泪纵横：“在塞

罕坝那样的地方造林，没有一种信念、

没有一种精神是不行的。”

如今，这棵“功勋树”，依然在红松

洼迎着风雪傲然挺立，见证着 115 万

亩树木，让濯濯童山“换了人间”。

一棵树·信念之源

塞罕坝的树，比想象的小，不高大

也不粗壮。在年均气温零下 1.3 摄氏

度、积雪 7 个月、无霜期只有 60 多天的

塞罕坝，它们倔强生长着。

塞罕坝有一片最老的林子，最粗

的落叶松胸径只有 20 多厘米，最高 20

米左右。这片林子，是 1964 年马蹄坑

大 会 战 的 成 果 ，是 塞 罕 坝 的“ 绿 色 之

源”。

当时，林场成立两年，由于缺乏在

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经验，种十棵

树 活 不 了 一 棵 ，有 些 人 打 起 了 退 堂

鼓。为了稳住军心，王尚海和 4 位场领

导把家人从承德、北京等地接到林场，

从原本舒适的楼房搬到坝上简陋的职

工宿舍，在塞罕坝扎下了根。

他们急需的，还有一场提振士气

的胜利。王尚海和中层干部跑遍林场

的山山岭岭，选中一块形似马蹄、适合

机械化种树的地方。

1964 年春天，120 名精兵强将，带

着当时场里最精良的装备，向荒原开

战 。 树 苗 是 一 棵 棵 精 挑 细 选 的 落 叶

松 ，栽 植 密 度 经 过 精 心 测 算 ，所 有 树

苗全程保湿，植树机栽种后每一棵树

进 行 人 工 校 正 …… 此 役 ，种 下 516 亩

落叶松，成活率达 90%以上。面对一

片稚嫩的绿色，王尚海这位抗战时期

一夜间炸掉日寇 4 个炮楼的老兵，激

动地号啕大哭。

一 场 只 能 打 赢 、不 能 失 败 的 关

键 之 战 拿 了 下 来 ，塞 罕 坝 人 创 业 的

心 定 了 ，大 规 模 绿 化 造 林 的 大 幕 从

此 拉 开 ，逐 渐 由 每 年 春 季 造 林 发 展

到 春 秋 两 季 造 林 ，最 多 时 一 年 造 林 8

万亩。

1989 年，王尚海逝世，家人遵从他

的 遗 愿 将 骨 灰 撒 在 马 蹄 坑 林 区 。 后

来，这片林子被林场人称为尚海纪念

林，纪念老书记，也纪念老一辈塞罕坝

人科学务实、坚韧不拔的精神。

苦干，不意味着蛮干。从一粒种

子到壮苗上山，从一棵幼苗到万顷林

海，塞罕坝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高

寒沙地造林科技攻关的创新史。

塞 罕 坝 展 览 馆 里 ，陈 列 着 一

“ 胖 ”一“ 瘦 ”两 把 植 苗 锹 。“ 胖 ”的 那

把 是 从 前 苏 联 引 进 的 科 洛 索 夫 植 苗

锹 ，重 3.5 公 斤 。“ 瘦 ”的 那 把 改 进 后

增 加 了 两 翼 脚 踏 杆 ，却 轻 了 1.2 公

斤 ，效 率 提 高 一 倍 以 上 。 这 是 林 场

第 一 任 技 术 副 场 长 张 启 恩 领 着 技 术

人 员 结 合 塞 罕 坝 的 地 质 条 件 研 究 出

来的，至今仍在使用。

狍子回来了，小鸟回来了，经过两

代林场人的努力，塞罕坝森林覆盖率

达到 80%以上，剩下的都是不宜造林的

荒山。

“种树，是我们的使命，不能让每

一寸土地闲置。每多种一棵树，都会

有它的作用。”第三代塞罕坝人、林场

林 业 科 副 科 长 范 冬 冬 说 。 2011 年 以

来 ，他 们 把 10 万 亩 石 质 山 坡 作 为 主

战 场 ，采 取 客 土 回 填 、使 用 容 器 苗 等

方 法 ，克 服 坡 陡 、石 硬 、路 不 通 的 困

难 ，见 缝 插 绿 。 这 些 树 木 成 林 后 ，塞

罕 坝 森 林 覆 盖 率 将 达 到 86% 的 饱 和

极值。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

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走出尚海纪念林，白桦林前大标牌上

的大字格外醒目。

百亩林·绿色之源

我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扑火队我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扑火队

的一名队员的一名队员，，20172017 年成为塞罕坝民兵年成为塞罕坝民兵

应急连一员应急连一员。。我们一家三代都与塞罕我们一家三代都与塞罕

坝结缘坝结缘，，说来也巧说来也巧，，爷爷种树爷爷种树，，父亲防父亲防

火火，，我负责扑火我负责扑火。。

如今如今，，爷爷陆成去世已经爷爷陆成去世已经33年了年了，，但但

每次路过尚海纪念林每次路过尚海纪念林，，我都会想起他讲述我都会想起他讲述

的当年参加马蹄坑大会战的故事的当年参加马蹄坑大会战的故事。。

19621962 年年，，爷爷成为林场第一代职爷爷成为林场第一代职

工工。。19641964年年，，林场老书记王尚海带着大林场老书记王尚海带着大

家挺进马蹄坑家挺进马蹄坑，，开始轰轰烈烈的种树大开始轰轰烈烈的种树大

会战会战，，爷爷就是其中一员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马蹄坑大会战的艰苦马蹄坑大会战的艰苦，，超出常人超出常人

想象想象。。爷爷常讲爷爷常讲，，当年没有运输车辆当年没有运输车辆，，

就靠肩扛人背把树苗运上山就靠肩扛人背把树苗运上山；；没有后没有后

勤保障勤保障，，大家就着雪水啃冷窝头大家就着雪水啃冷窝头；；没有没有

住所住所，，大家就在河边搭窝棚大家就在河边搭窝棚，，早上起来早上起来

衣服衣服、、被子上满是白霜被子上满是白霜。。

关于塞罕坝关于塞罕坝，，爷爷告诉我的是爷爷告诉我的是““苦苦””，，

父亲陆爱国说的是父亲陆爱国说的是““熬熬””。。他他1717岁就进入岁就进入

林场工作林场工作，，我我1313岁那年岁那年，，他他和母亲成了林和母亲成了林

场望海楼的夫妻护林场望海楼的夫妻护林员员。。

那时那时，，塞罕坝塞罕坝““一年一场风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年头到年

终终””。。望海楼顶端的瞭望台只包着一层薄望海楼顶端的瞭望台只包着一层薄

铁皮铁皮，，四处漏风四处漏风。。白天白天，，父母每隔父母每隔1515分钟分钟

就要用望远镜瞭望辖区林海就要用望远镜瞭望辖区林海，，记录天气和记录天气和

风力风力，，观测是否有火情观测是否有火情。。晚上晚上，，99座望海楼座望海楼

的夫妻护林员还要轮流瞭望值守的夫妻护林员还要轮流瞭望值守。。

他俩在望海楼一干就是他俩在望海楼一干就是1515年年，，跟家跟家

人聚少离多人聚少离多。。记得那是记得那是20032003年年，，塞罕坝塞罕坝

迟迟没有下雪迟迟没有下雪，，防火压力非常大防火压力非常大。。父母父母

从从 44月份上山月份上山，，直到第二年春节都没有直到第二年春节都没有

下山下山，，留下留下1616岁的我和爷爷奶奶在围场岁的我和爷爷奶奶在围场

县城过年县城过年。。除夕夜除夕夜，，县城里爆竹声四起县城里爆竹声四起，，

家里却冷冷清清家里却冷冷清清。。父亲打电话来要跟我父亲打电话来要跟我

说话说话，，可我咬着牙就是不接电话可我咬着牙就是不接电话，，心里对心里对

他们充满责怪他们充满责怪。。爷爷对父亲说爷爷对父亲说：：““没事没事，，

家里挺好的家里挺好的，，你们不用惦记你们不用惦记，，在坝上好好在坝上好好

看林子看林子。。””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爷爷我还清楚记得爷爷

当时叹了口气当时叹了口气，，但没有劝我接电话但没有劝我接电话。。

父亲今年已经父亲今年已经 5959 岁了岁了，，每天还坚每天还坚

持进林场巡逻持进林场巡逻。。他常对我说他常对我说，，在岗一在岗一

天天，，就要守护林场一天就要守护林场一天。。

20092009年年，，我从部队退役我从部队退役，，作为年轻作为年轻

人也曾有走南闯北的想法人也曾有走南闯北的想法，，但时不时总但时不时总

会想起塞罕坝会想起塞罕坝。。我想我想，，我是林场的孩子我是林场的孩子，，

注定要守护最宝贵的绿色财富注定要守护最宝贵的绿色财富。。于是于是，，

我回到塞罕坝我回到塞罕坝，，成了一名扑火员成了一名扑火员。。

每年每年，，林场有七八个月的防火期林场有七八个月的防火期，，我我

们要在单位备勤们要在单位备勤，，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我我

是消防车驾驶员是消防车驾驶员，，但高压水枪但高压水枪、、风力灭火风力灭火

机机、、无人机我都能熟练使用无人机我都能熟练使用，，就是想多掌握就是想多掌握

扑火技能扑火技能，，更好地守护这片林子更好地守护这片林子。。

如今如今，，我也过了而立之年我也过了而立之年，，由于常由于常

年不在家年不在家，，跟跟99岁的儿子视频时岁的儿子视频时，，他也经他也经

常会故意扭头做出不理我的样子常会故意扭头做出不理我的样子。。从从

他身上他身上，，我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我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终于终于

理解了爷爷的那声叹息理解了爷爷的那声叹息。。但我清楚但我清楚，，作作

为林场人为林场人、、作为应急民兵作为应急民兵，，自己身上的自己身上的

责任有多重责任有多重，，也希望儿子长大后也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接能接

过塞罕坝过塞罕坝““林四代林四代””的接力棒的接力棒，，把塞罕坝把塞罕坝

精神传承下去精神传承下去。。

（（孙 臻孙 臻、、郑 翔郑 翔整理整理））

上图上图：：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初期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初期，，

王尚海王尚海（（右二右二）、）、刘文仕刘文仕（（左二左二））等林场等林场

领导领导在茫茫荒原规划美好蓝图在茫茫荒原规划美好蓝图。。

左图左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望海楼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望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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