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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赵大地续写绿色传奇
（上接第一版）我省启动“再造三个塞罕坝”工
程，在张家口塞北和承德丰宁千松坝、围场御
道口开始建设三个总规模521万亩的大型生
态林场。

到2016年底，省级投入1.4亿多元，三个
林场完成造林绿化 377 万亩，森林覆盖率近
50%。按照省第九次党代会的部署，到 2021
年，三个林场要新增造林面积140多万亩，森
林覆盖率要提高到72.84%。

——“绿色办奥”建设京北绿海。
作为我省林业的“一号工程”，2022年北

京冬奥会绿化项目规划总任务87万亩，涉及
张家口市崇礼区、怀来县等9个县（区），重点
实施崇礼奥运绿化、迎宾廊道绿化、京张赛事
连接线绿化三大工程。截至目前，已分别完
成各自任务的65.22%、95.45%和87.1%。

与此同时，京津保生态过渡带建设初见
成效，成片林地郁郁葱葱；太行山绿化攻坚行
动全面启动，巍巍太行更加秀美；小流域治理
成效显现，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减少⋯⋯更有
持续36年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累计10.2亿
人次共植树 37.8 亿株，总面积达 870 万亩。
党员先锋林、巾帼林、青年林、结婚纪念林等
成为燕赵大地靓丽的绿色风景。

英雄创业越千秋。
塞罕坝和再造塞罕坝的奇迹，让人们记

住的不仅仅是绿潮的涌动，更有精神的传承，
“忠于使命、艰苦创业、科学求实、绿色发展”
的塞罕坝精神，在无数人心中引发持久的
共鸣。

王尚海，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党委书
记。马蹄坑大会战前，为稳定军心、表达决
心，他把承德市内的住房退还给组织，把爱人
和 5 个孩子接上了坝，决绝地奔赴战场。之
后，他在塞罕坝一干就是 13 年。1989 年底，
他弥留之际，最后吐出的三个字是：“塞——
罕——坝——”他去世后，骨灰就撒在他当年
赢得第一场造林胜利的马蹄坑。如今，这片
寄托着塞罕坝人对老书记深深怀念的林海，
被命名为“王尚海纪念林”。

李宝金，塞北林场第一任场长。这位造
林“拼命三郎”、全国绿化劳模，一年四季几乎
天天“长”在林地里，就是大年初一也要到林
子里转一圈。有人说他只亲树、不亲人，妻子
生病也很少陪在床前，可铁汉柔情又有谁能
真正懂得——1997 年，48 岁的妻子撒手离
去，他不立墓碑，在她坟前栽下一片树，让他
平生的“最爱”陪伴长眠的亲人。

如今，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大多已经离
开人世，他们去世时平均年龄只有52岁。当
年，塞罕坝曾是全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林
场，127 名大中专毕业生“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的子女由于缺少良好
的教育，没有一人考上大学⋯⋯

塞罕坝和再造塞罕坝的奇迹，是一代代
燕赵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有为这
些绿色奇迹牺牲与奉献的人，都成为了这壮
美景色的一部分，成为持久震撼人心的力量。

华北地区的生态屏障

“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
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当年塞罕坝的
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能准确说出这27个字，
这是原国家计委在批准塞罕坝建场方案时明
确的建场目标。

55 年艰苦创业、造绿不止。塞罕坝机械
林场的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前的 18%提高到
现在的80%，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如
今，这里的一弯深绿，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
鹰，紧紧扼守着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带动下，承德市加
速推进造林绿化，全市有林地面积由新中国
成立时的 300 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3390 万
亩，森林覆盖率由 5.8%提升到 56.7%，再造
了25个塞罕坝，成为华北最绿的地区。

1999 年起，我省“再造三个塞罕坝”工程
启动，阻挡风沙南下进犯华北的又一场大型
战役，在张家口塞北、丰宁千松坝、围场御道
口三地同时摆开了战场。

这是华北地区自然条件最恶劣、土地沙
化最严重、生态系统最脆弱的三个地方，也是
京津主要风沙物源地和风沙通道，是官厅、密
云、潘家口三口京津“大水缸”主要集水区，更
是华北地区抵御风沙的第一道生态防线。

同样的苦寒高僻，同样的义无反顾，和当
年塞罕坝的创业者一样，近千人的造林队伍
迅速集结，挺进荒山、开进沙地，建起了11个
分场、44个营林区。

塞北林场工程区大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
老岭，山高坡陡，土层很薄，水土流失严重。
当地人都知道，在干旱的坝上地区要想种活
一棵树太难了！首任场长李宝金带着一队

“死把楞拧”的务林人，硬是攻克了高寒地区
引种、育苗、造林等一道道技术难关，实现了
看天种植、就墒造林等一个个技术突破。工
程区苗木成活率达到 75%以上，种植模式被
推广到西部干旱省份。

满目青山是对务林人“绿了青山白了头”
坚守的最大褒奖。到 2016 年，“再造三个塞
罕坝”工程使得 134 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
治理，在首都正北方形成了一道宽约 30 公
里、长约360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

沙尘暴曾经是 2000 年以前中国北方春
天常见的恶劣天气。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
乡“黄沙埋房”的景象曾经通过媒体的报道引
发全国关注。当年，领导、专家要来考察沙
情，进村的路都需要乡亲们花好几天专门清
出来。

今年春天，再上小坝子。一路看到的“沙
退山绿”奇观，听到的“人战黄沙”故事，让人
不禁惊叹于生态修复的功效。这里的森林覆
盖率已由 16.6%提高到 29.6%，沙化土地面
积减少了59%。

“春天是一场场大风，刮得天通黄、路难
行⋯⋯我们把春天弄丢了。”这是小坝子乡槽
碾沟村村民韩祥的女儿上初中时写的一篇作
文。“如今好了，我们这儿风和沙分家了，风照
样刮，但沙子没了。”老韩说，“我们把春天找
回来了！”

瞄准目标、压实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省打响了
新时期造林绿化的攻坚战——

张家口市大力实施“生态兴市”战略，加
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京冀生态水源
保护林工程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截
至2016年，全市有林地面积达2157万亩。

秦皇岛市全面实施“1146”绿化重点工
程，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去年完成造林绿
化面积 32.85 万亩，完成省下达指标计划的
276%，为历年之最。

廊坊、保定、沧州的47个县（市、区）纳入
京津保生态过渡带，2016 年造林 100 万亩，
保廊沧与京津绿屏相连、绿廊相通的一体化
生态格局正在形成。

营林造林，还要管林护林。王文花是沽
源县榛子沟村村民，也是塞北林场沽源分场
护林员。虽然她只去过 3 次北京，但却一直
觉得自己与北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这些年来，她一年有 6 个月时间待在山
上，每天都围着林场转，一天要步行十多公
里，花上三个多小时查看防火情况。

在丰宁国营林场最偏远、条件最恶劣的
茶棚营林区，区长韩立今和护林员潘洪军看
护着 1 万多亩林地，巡山几乎成为两人生活
的全部。常年的巡山护林让两人成为最要好
的朋友。2014年潘洪军去世了，在他弥留之
际留给韩立今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看好咱们
的林子！”

管林护林，还要健全机制。
塞罕坝机械林场坚持生态建设为主，护

林防火第一，已经建立了地面巡护、人工瞭
望、视频监控、卫星监测、空中预警和专业扑
火队伍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防控网络。塞北
林场建立了林业公安员、林政员、专职护林员

“三位一体”的护林机制，200 多名护林员常
年坚守在山上，做到了山上有人护，山口有人
看，路上有人巡⋯⋯

《河 北 省 第 四 次 沙 化 土 地 监 测 报 告
（2009年）》显示，五年监测间隔期内，京津周
围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12 万多亩，实现
了土地沙化逆转。

国家气象局的资料表明，上世纪 50 年
代，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为 56.2 天。近年
来，北京春季沙尘天数保持在每年 7.5 天
左右。

协同发展的绿色支撑

2014年早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
划和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把河
北的生态环境修复好、保护好、建设好，不断
改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是新时期河北承担
的国家使命。

按照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定位，我
省以国家重点造林工程为带动，突出重点区
域，加快生态修复，努力构建起京津保城市生
态空间核心保障功能区、坝上高原防风固沙
生态修复功能区、燕山—太行山水源涵养与
综合治理功能区、冀东沿海生态防护功能区、
冀中南平原生态修复与高效林业功能区，以
形成布局合理、结构稳定、功能完备、产业优
化的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安全格局。

东猴顶山，海拔 2292 米，巍峨耸立于丰
宁与赤城交界处，是京北第一高峰。七月，是
东猴顶最美的季节，树木葱茏、绿草如毡、山
花烂漫、溪流潺潺。“这里就是京津‘三江
源’。”千松坝林场副场长何树臣站在界碑梁
上说。

25 年来，何树臣走遍以东猴顶为核心的
丰宁泛坝区域，他考证绘制的地理水文图显
示：滦河、潮河、白河皆主源于此，一路汇集多
条支流，以沿坝山峰为分水岭。分水岭西北
流入滦河系，进入潘家口水库，每年向天津输
水17亿立方米，占水库来水量的95%。分水
岭东南并入潮白河系，汇入北京密云水库，每
年为其提供56.7%的蓄水量。

“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
雨少它能吐。”近年来，承德、张家口全力推进
京津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力保京津充足、安
全用水。到今年 5 月底，两市已累计完成造
林 绿 化 3851.73 万 亩 ，完 成 投 资 138.78 亿
元。其中承德年自生水量达到 37.6 亿立方
米，目前已初步建成滦潮河上游水源涵养林、

沿边沿坝防风固沙林、低山丘陵水保经济林
等五大防护林为主的生态屏障，全市森林涵
养水源能力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 18.5
倍，滦河、潮河、辽河、大凌河四大水系年产水
量的1/3送往京津。

百里潮河川，两岸稻花香。有 9 亩水田
在手，滦平县虎什哈镇西营房村村民闫继东
一家，原本日子过得殷实。但从 2007 年起，
他开始改种旱地玉米了。

这一年，由北京每年补贴近 6000 万元，
支持密云水库上游张承两地实施“稻改旱”工
程，共10.3万亩。

“种水稻亩产 1200 斤大米，每斤按一块
五毛钱计算，亩收入 1800 块钱；种玉米亩产
也是 1200 斤，每斤五毛，收入才 600 块。”闫
继东和同样想不通的村民找到县政府，要问
个明白。

“改种玉米每亩节水600立方米，10.3万
亩‘稻改旱’每年节水量相当于 5 个多西
湖。”闫继东至今清楚记得县里的答复，咱不
能光顾自个儿，得考虑首都用水大局。

“咱普通农民能为北京做件大事儿，光
荣，我们改！”这一年，闫继东和潮河两岸
11236 户承德农民一起将 7.1 万亩水田改做
了旱地。

五年来，承德推广节水灌溉面积 136.85
万亩，年可节约灌溉用水 5.18 亿立方米。在
张 家 口 ，截 至 2016 年 底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294.63 万亩，年可节约灌溉用水 4.13 亿立
方米。

宽城满族自治县桲罗台镇永存村村民张
春良最近闲了下来。4 月 30 日，出清了最后
一箱鱼之后，这位年收入 20 多万元的养鱼
户，开始“待业”。此前，他们两口子打理着上
百个网箱，忙得连到邻居家串门的时间都
没有。

1983 年，潘家口水库承德库区 3 万农民
响应“引滦入津”号召，舍农保水，或搬离或后
迁。30 多年后，库区 1 万多名渔民为保证供
天津用水质量再次弃渔保水。去年 11 月以
来，他们拆掉了潘家口水库中全部 38982 个
网箱，打捞出成鱼、半成鱼、鱼苗 4445 万公
斤，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半年。

为保证向京津供水安全，承德市近10年
来先后取缔“五小”污染企业1410家，禁上项
目2200多个，年减少利税50亿元，今后三年
将完成60平方公里损毁山体复垦披绿，转产
转型矿山企业 400 家，淘汰取缔矿山企业
300 家。张家口市已累计关闭污染企业 600
多家，停产治理 300 多家，未来将利用 4 年时
间，有序退出全市 404 处矿山，基本实现“无
矿市”目标。

今年 1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
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时，曾特意走到临时展
馆的户外平台上远眺。

山岭沟壑中，一排排树木连片成林，许多
是几年前栽种的人工林。

省委书记赵克志对总书记说：“等到
2022年，这些树木一定能更挺拔秀美。”

贯彻“绿色办奥”理念，张家口市掀起了
新一轮的造林绿化高潮，将利用 7 年时间完
成人工造林 678.04 万亩。到 2022 年，森林
面积达到2764.65万亩，覆盖率达到50%。

7 月中旬，张家口进入雨季造林，对于坝
上地区面临退化的百万亩防护林来说，这预
示着一次新生。一棵棵枯萎杨树已被伐掉，
补种的一棵棵樟子松长势正旺。

2014 年 5 月，《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退
化林分改造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总
投资近 6.8 亿元，其中河北和北京各出资约
1.77 亿元。3 年来，试点项目区已累计完成
林分改造 121.57 万亩，经过更新改造的林地
疏密得当，生长状况良好，林业生态体系格局
初步形成。

《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
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PM2.5 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7%左右且达到国家规定要求，重要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75%。

美丽河北的绿色动能

“深呼吸”也是一种资源！
日前，在承德市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承

德）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一款罐装650毫
升、将7升空气压缩其中的塞罕坝牌“森林空
气”吸引了海内外客商的关注。

负氧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据检
测，塞罕坝的森林空气里富含原生态负氧离
子，每立方厘米含量最高达 8.46 万个。平均
含量是城市市区的 8 到 10 倍。塞罕坝的森

林每年还可吸收二氧化碳 74.7 万吨，释放氧
气54.5万吨，可供199万人呼吸一年之用，是
当之无愧的华北绿肺、天然氧吧。

“卖碳”是把森林空气变现的又一个新
途径。

“卖碳”就是碳汇交易。森林具有释放氧
气、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绿化实施单位通
过种植碳汇林，测定可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
再将其在交易市场挂牌出售。碳排放单位则
通过购买二氧化碳量，来抵消其工业碳排
放。按照中国碳汇基金会测算，塞罕坝机械
林场有 45 万余亩的森林可以包装上市。根
据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交易总额
可以达到 3000 多万元。碳汇交易资金可以
用来更好地抚育森林，培育二代林，提高森林
质量，形成林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2015 年，承德与北京市共同启动了跨区
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包括丰宁满族自
治县大滩镇孤石村、二道河子村等 6 个村共
1544 户村民成了我省因林业碳汇交易受益
的首批林农。运行一年后，丰宁千松坝林场
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完成交易 69191 吨，平均
交易价格每吨 36.73 元，实现交易额 254.14
万元。

去年 9 月，丰宁千松坝林场将 41.6 万元
碳交易费用拨付到孤石村。这让一直半信半
疑的林农终于相信，眼前这片绿色的林子每
天一呼一吸就能赚钱：“搞了碳汇林才明白，
敢情企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咱造林子就要
把多少好空气补回来！”

一棵树就是一台制氧机，一片林就是一
个蓄水池。繁茂的森林，优质的水源，不仅带
来了绿色的生态环境，也为各地催生出更多
绿色的新兴产业。

“张家口的天，是蓝蓝的天，白云朵朵不
新鲜⋯⋯”2014年，一首名叫《张家口人敢卖
天》的歌曲在网络上传唱。

张家口长踞长江以北空气质量最好城市
的榜单，与近年来周边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
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荒山绿化等
生态建设项目有着直接关系。

因为这片蓝天，坝上的张北有了“中国数
坝”的战略定位，开始在云计算产业领域发
力。“张北气候冷凉、空气干净、能源充足、环
境优越，接近于理想的第 4 代自然冷却方式
的数据中心气温条件。特别是全年好于二级
的天数有 346 天，可极大延长服务器使用寿
命，降低能耗，节约生产成本。”谈到发展云计
算产业的天然优势，张北县云计算办公室负
责人介绍。

张家口市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在积极
承接京津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和科研成果孵化
转化中有了加分项，借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打造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去年，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
到93.7亿元，同比增长23.1%。

因为一汪碧水，地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
能区主战场的承德，找到了一个生态产业发
展的增长点。

据勘测，现今中国北纬 41°地区以及华
北地区，唯一不缺水的地方就是承德。每年，
因造林植绿，承德自生水 37.6 亿立方米，人
均淡水资源接近1000立方米。

水，给了承德起笔谋划生态大产业的灵
感和资源。

王勇民是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副总工
程师。自 2015 年 9 月以来，承德开始进行大
规模的矿泉水和山泉水资源勘查行动，参与
其中的王勇民在考察中频频收获惊喜。他发
现，承德的每个区县竟然都有丰富的水资源，
富含锶、偏硅酸、硒、锌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都是优质矿泉水的水源。

截至目前，承德市已立项组织实施天然
矿泉水和山泉水重点勘查项目 36 个。初步
估算，全市天然涌泉日总流量可达 74000 余
立方米，年总流量可达 2700 万立方米以上。
目前，承德市专门成立了天然矿泉水和山泉
水产业发展办公室，并建成了中国高锶康养
矿泉水院士工作站。

在承德兴隆县雾灵山塔西沟，农夫山泉
雾灵山承德饮用水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已经建
成。北京汇源等知名企业也先后签约，落户
承德⋯⋯去年以来，承德市共实施天然矿泉
水和山泉水项目21个，总投资95.5亿元。目
前，全市饮用水生产企业达到 25 家，设计产
能 380 万吨，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带
动直接和相关就业近万人。

去年，承德市天然山泉水、文化旅游及医
疗康养、清洁能源等十大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34.3%，超过传统“两黑”（黑色
金属采选及黑色金属冶炼）产业 10 个百分

点，承德主导产业完成绿色转变。
2015 年 11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
“十三五”时期，全省初步建立绿色循环低碳
产业体系。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发展新
路上，后劲十足的绿色新动能，让美丽河北更
加前景可期。

脱贫致富的绿色财源

“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同步解决
京津周边贫困问题。”

在 2013 年 2 月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张承地区生
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提出了要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片片葱郁
的林海，正在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
银行。

美不胜收的塞罕坝被摄影发烧友誉为
“拍不烂”的地方，也成了养眼的绿色生态旅
游地。随着塞罕坝机械林场林木的丰茂，游
客逐年上升。1999 年时，塞罕坝游客接待量
仅为 7.1 万人，到去年，游客已骤增到 56 万
人。从 1993 年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建立至
今，已累计接待游客520万人次，门票收入达
3.3亿元。

与塞罕坝等国有林场不同，千松坝林场
建场伊始，地无一垄、树无一棵。林场规划的
项目区分布在丰宁坝上及接坝地区的9个乡
镇、7 个国营林牧场共 3710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涉及 72 个行政村，7.89 万人，其中贫困村
40个，贫困人口16079人。

二道河村是京北第一草原坝头第一村。
1999 年 ，千 松 坝 林 场 造 林 攻 坚 战 在 这 里
打响。

彼时的二道河村，人称“万只羊”村，过度
放牧已造成当地草场沙化严重。但造林就要
禁牧，老百姓不乐意。造林队刚上山，就被村
民开的十几辆拖拉机团团围住了。

造林，要得到百姓支持，就必须要考虑他
们的利益。经过调研和多方协商，千松坝林
场制定了股份造林、分类管护的新机制，当地
村集体、农民和国有林牧场出地，项目投入资
金进行造林和部分管护，林木获得收益后，分
别按比例分成。也就是说，每植 10 棵树，最
少8棵是农民的。

国家要生态，群众得实惠。体制机制的
创新，激发了农民造林的积极性。林场又用
自己的股份收益雇用当地百姓当护林员，创
造了就业机会。如今的二道河村，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万亩林”村。

“政府出资、招标造林”“企业牵头、股份
造林”“政策支持、承包造林”“搭建平台、捐资
造林”⋯⋯各种创造性的造林模式在我省层
出不穷，不仅有效破解了造林资金不足的问
题，也让当地百姓得到了实惠。

林上摘果，林下种养，林上防沙，林下致
富。以中药材、食用菌种植及鸡鸭林间散养
等为特色的林下经济，将造林绿化与我省美
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相结合，实现了绿富
双赢。

走进承德宽城塌山乡北场村，川、沟、坡
上到处都是成片的板栗树。每棵板栗树下都
有一排用遮阴网盖着的小棚子，轻轻揭开，一
朵朵硕大的栗蘑便呈现在眼前。

“以前栗农种板栗树只知道卖栗子，没想
到树下空间也是宝，种栗蘑一亩地能增收
5000 多元。”栗农孟昭华看着自己种植的栗
蘑笑得合不拢嘴。

“中国葡萄之乡”“中国海棠之乡”“中国
欧李之乡”⋯⋯如今，张家口市林果基地总规
模430万亩，果品总产量达到近70万吨，林果
企业达到90家，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近80亿
元。全市有1/3的农户涉及林果业生产，600
多个村54万人主要依靠林果业脱贫致富。

承德市已建成苹果、板栗、山楂、山杏、沙
棘等七大经济林产业基地 925 万亩，农民人
均拥有 12.78 亩林地、3.42 亩经济林、1.25 亩
果树，年人均林果收入2836元。这里的山场
林海，还培育出了全国最大的山楂生产加工
企业、全国最大的山杏仁加工企业和全国最
大的果壳活性炭生产基地。

造林绿化，直接带动了许多贫困地区发
展生态游。

谁能想到，当初张北县为了解决“把农民
的土豆运出去”难题而修建的一条普通县级
公路，如今竟成了中国十大最美公路之一。
这条全长 132.7 公里的景观大道，将坝上张
北、崇礼、万全的17个乡镇、80多个村、10多
万农民带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旅游业迅
速成为三县区的支柱产业。

成就这条神奇“草原天路”的，正是路两
边松涛林海、满目青翠的风景。去年，张北县
投资5亿多元，造林40多万亩。按照“近处赏
花、远处观绿”的理念，采用乔灌花相结合的
树种配置，已在“草原天路”段实施造林绿化
工程约1万亩，在周边荒山造林2万亩⋯⋯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宏伟的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

今年“七一”前夕，省委、省政府作出决
定，命名塞罕坝机械林场为“生态文明建设范
例”，号召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向塞罕坝机械林
场学习，牢记职责使命，坚持生态优先，勇于
直面困难，矢志艰苦奋斗，坚定走加快转型、
绿色发展、跨越提升新路，为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作出更大贡献。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关键时期。到 2020 年，河北将要完成造林
2100 万亩，林地面积将达到 9850 万亩，森林
覆盖率将达到35%。

壮美的绿色版图，定会不断刷新世人给
予美丽河北的赞叹；历史的春秋之笔，必将在
燕赵大地写下更加浓重的墨绿情深。

“滦 河 源
头”吐力根河，
河 道 蜿 蜒 曲
折，远远望去
像一条玉带飘
落 在 坝 上 草
原。（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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