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航向阔步前进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记者 四建磊

理论指引方向，核心凝聚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心系燕赵热土，情牵河北
人民。

河北是总书记视察次数最多的
省份：从阜平县骆驼湾村、顾家台
村，到正定县塔元庄村；从西柏坡纪
念馆，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从
张家口市崇礼区、张北县，到举世瞩
目的雄安新区⋯⋯总书记的足迹镌
刻在燕赵大地，深情播撒在河北人
民心里。

河北是总书记始终牵挂的地方：
他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在我省视察
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我省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一次次对河北改革
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指引前进航向。

满怀对总书记的感激和爱戴，全
省干部群众在省委、省政府带领下，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核心、维护核
心、捍卫核心。

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7400
万燕赵儿女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
引的航向阔步前进，奋力书写加快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答卷，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把认识向高处提领、学
习向信仰扎根，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的热潮在燕赵大
地持续兴起

7 月 24 日至 25 日，在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唐山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
年之际，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石家
庄召开。“会议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河北
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会上，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强调。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省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32 位党员省级领导一一
发言，共同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2016 年 7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唐山后，省委连续召开纪念
唐山抗震四十周年大会、省委常委

（扩大）会议、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省
委八届十四次全会；2017 年 4 月 1
日，党中央、国务院设立雄安新区的
决定公布后，省委在 20 天时间内召
开四次高规格会议。这些会议都围
绕一个主题——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工作
落实。

学习力度反映省委认识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
果；总书记对河北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是我省做好各项工作的强大
武器、引领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

在省委推动和引导下，党的十
八大以来，学习热潮在燕赵大地持
续兴起。

——以上率下，示范引领。自
2015 年 9 月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开
始，总书记每次发表重要讲话，省委
都第一时间传达学习；总书记到我

省调研或对我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后，省委都迅速通过多种形式层层
传达落实。2016 年，在省第九次党
代会报告起草过程中，省委把以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
航向作为根本原则，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单独一章进行系统阐释，并贯穿到
报告的每个章节。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身体力行、学在前头。赵克志在
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先后发表《抢
抓战略机遇 勇担历史责任——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稳扎稳
打系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第一颗扣
子》等学习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勤经常与党员干部交流学习心
得，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为引
导党员干部全员学、全面学、经常
学，省委先后印发《关于贯彻〈中国
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规则〉的实施办法》《关于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的实施方案》等，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省委
多次举行大型学习会，在各市、县

（市、区）设分会场，一次大型学习会
的直接受众就超过10万人。

——学深学透，真懂真信。党的
十八大以来，围绕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河北工作的重
要指示，省委组织了省委管理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
筹示范区建设专题研讨班、县以上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等，
一系列专题学习，引导党员干部深
研细究、学深悟透。

——细化分解，明确责任。为提
高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从 2015
年起，我省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细化
分解为 15 类、247 条，列出 136 项重
点工作，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
以后又随着总书记的最新要求不断
拓展丰富。

——对标先进，创新手段。去年
3月28日至4月1日，我省党政代表
团赴浙江、北京、天津学习，汲取先
进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成功经
验。今年4月19日，省委主要领导又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北京考察学
习，借鉴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怀柔雁
栖湖规划建设管理的创新做法。我
省还不断探索新媒体学习手段，运
用“河北学习”微信公众号、“手机移
动学习课堂”等新媒体，为学习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激发了党员干部的
学习热情。

在省委具体要求和指导下，各
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特色活动
异彩纷呈，学习品牌大量涌现。

从今年5月初开始，按照省委部
署，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有关部门，
组织开展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集中学习宣讲活动。截至
目前，累计开展两万余场各级各类
宣讲，直接受众超过 300 万人，间接
受众超过1000万人；

石家庄市充分利用西柏坡红色
资源，连续 6 年开展“赶考日”学习
活动；

（下转第五版）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全省脱贫攻坚有关工作

，确保扎扎实实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盐山县第六中学学生通过主题手抄报

表达心声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
本报讯（张岚山、戴绍志、王雅

楠）“习爷爷，我想对您说，为国家操
劳，您辛苦了！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成为雄鹰，展翅飞翔。”“新长征路上，
每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
任。感谢习爷爷，我们的生活一定会
更加幸福美好⋯⋯”8月3日，雨后初
晴的盐山县碧空如洗，一群初中生走
进盐山县第六中学，讨论他们的暑期
作业——“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
说句心里话”主题手抄报，十多名七
年级学生在教室里拿着自己的作品
朗读起来。

绘上庄严的国旗、国徽和展翅
飞翔的和平鸽，铺上底色，配上一
行行充满蓬勃朝气的文字⋯⋯一张
张手抄报呈现在大家面前。“你看，
我在五星红旗下画上了红领巾。这
表示我们要在习爷爷的关怀下好好
学习，快乐成长。”七年级十五班的
刘亚晴说，“通过查阅书籍，结合自
己的感悟，我在手抄报上写下了这
样的话——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
引领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们
相信十九大会开启中国发展的新
篇章。”

七年级四班李心妍的手抄报插

画中用了党旗、向日葵等元素。她
说：“这张画的意思表明我们青少年
心向党，我们要牢记习爷爷的教
导，好好学习，不断进步。”

盐山县第六中学校长赵东说，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鼓励学生围绕

“喜迎党的十九大”表达纯真情感和
共同心声，教育引导学生听党的
话、跟党走，学校从今年 5 月开
始 ， 在 全 校 986 名 学 生 中 开 展 了

“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
话”活动。活动以手抄报这种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3 个多月来，全
校学生踊跃参与，创作出一幅幅洋
溢着真情实感的作品。

在七年级四班，班主任邢立花
正在对学生们的作品进行指导。她
告诉我们：“这项活动对深化学生们
对中国梦的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有很大的帮助。”她说，每次班会上
老师们都会组织学生学习党的历
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的
谆谆教诲，让每位学生都学有所得。

“我还要把习爷爷对青少年的寄
语写上去。”“我想再把红色的底色加
深一下⋯⋯”教室里，学生们在热烈
地讨论着⋯⋯

本报讯（记者别志雷）8 月 3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全省脱贫攻坚有关工
作，确保扎扎实实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第八次全国信访
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
意见。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重大战略思想，按照总书记
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重要指示要求，突出深度贫
困地区这个坚中之坚，下足“绣花”
功夫，坚决打赢这场硬仗中的硬
仗。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和全
省领导干部会议的部署要求，进一
步在突出精准、注重实干、砸实责
任上下功夫，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
抓细。要把精准的要求贯穿脱贫
攻坚全过程，建档立卡要精准、致
贫原因要精准、帮扶措施要精准、
工作方法要精准、问题整改要精
准。要深入开展“回头看”，深化建
档立卡工作，既要规范精准识别，
又不能把手续搞得太繁琐，真正把
底数搞清楚。要按照总书记“三个
新增”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
大对全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和 206
个深度贫困村财政投入、项目安
排、金融保险、建设用地、基本医疗
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扶贫措施要因
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
制定精准方案，实施好“五个一批”
工程。要稳扎稳打开展贫困村提升
工程，推进水电路讯房等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扎实推
进易地扶贫搬迁，年内完成 12.6
万人搬迁任务。（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为实现强国强军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记者

首都北京向北驱车 400 多公里，河北
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相对于全国 2

亿多公顷的森林面积，这 112 万亩的人工
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地处风
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却显得弥足珍贵。

她，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 1.37 亿
立方米、释放氧气 55 万吨，是守卫京津的
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5 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
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相当
于为每 3 个中国人种下一棵树，创造出当
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为什么是塞罕坝？
循着绿色的召唤，穿行在她的林海里，

从每棵树、每个塞罕坝人身上，我们找到了
答案。这就是矢志不渝的拼搏和奉献，对
绿色理念的彻悟和坚守，对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使命和担当。

绿色奇迹
——塞罕坝从一棵树到一片

“海”的实践证明，以超乎想象的牺牲
和意志苦干实干，荒原可以变绿洲，
生态环境一定能实现根本性改善

树，在塞罕坝是最平常的东西，也曾是
塞罕坝最稀罕的东西。

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驱车向东北方
向驶去，进入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在一整
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远远就能望见一棵
落叶松兀自挺立。

20 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壮，两个
人才能合抱起来，树龄已超过200岁。

不知谁悄悄用红布把树干围了起来，
树枝上还系着一条条五彩绳，随风飘动。

“这是树神吗？”记者好奇。
“我们叫它功勋树。没有这棵树就没

有今天的塞罕坝。”林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赵
云国说。

时间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她还是茫
茫原始森林中的一棵小树。那时的塞罕
坝，物产富饶，牲兽繁育，是皇家猎苑木兰
围场的一部分。

塞罕坝的命运从那时起遭遇逆转。
清朝晚期，国势渐衰，为弥补国库空

虚，同治皇帝宣布开围垦荒。此后，树木被
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退化成荒原沙地。

塞罕坝展览馆里，几张泛黄的照片记
录着当年的惨境：光秃秃的山丘，狂风肆虐
的沙地，难觅活物⋯⋯

往北是茫茫大漠，往南是京畿重地，这
道连南接北的重要生态屏障，轰然倒下了。

大自然的报复如洪水猛兽一般。西伯
利亚寒风长驱直入，内蒙古高原流沙大举

南进。
北京被几大风沙区包围，来自不同方向的“灌沙”让首都上空常常灰

黄一片。如果不堵住这个离得最近的沙源，不扼住这个风口，首都的生
态环境将难以为继。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仍咬紧牙关，下定决
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此时的塞罕坝，荒凉了近半个世纪，自然条件越来越恶劣：年平均气
温零下1.3摄氏度，无霜期不到两个月，降水量只有400余毫米。

1958 年，当地曾搞了大唤起、阴河等小型林场，不但树没种活，人都
快活不下去了，只好匆匆下马。

塞罕坝还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人们疑虑重重。
1961 年，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临危受命，带着

6位专家登上塞罕坝。
10 月，本应秋色斑斓，坝上却已刮起遮天蔽日的白毛风。他们先是

在亮兵台和石庙子一带石崖下，发现被火烧过的黑黢黢的树根。反复辨
认，确定是落叶松。

在凛冽寒风中行进到第三天，不知谁喊了一句：“你们看！”大伙儿的
眼睛瞬间都亮了：渺无人烟的荒漠深处，一棵落叶松迎风屹立。

一群人扑上去抱住树，含着眼泪大喊：“塞罕坝能种树，能种出大
树。我们要在周围建起一片大森林、大林海！”

塞罕坝机械林场由此成立。
1962年，369人肩负使命，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豪迈上坝。他们

来自全国 18 个省区市，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127 人是刚走出校园的大中
专毕业生。

初来乍到，热血青年们干劲十足，两年种下6400亩落叶松。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当头泼下一瓢瓢冷水：辛辛苦苦种下的幼苗

一株株接连夭折，成活率还不到8%。
“那年春节，大雪下了一米多厚，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我们愁眉

苦脸地在坝上熬过了除夕夜。”81岁的退休职工张省回忆说。
比气温还低的是创业者的心情。是去还是留？
不服输的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

“不是树种的问题。苗木都从东北运过来，长途跋涉后根系大量失
水，到了塞罕坝已经蔫了，哪还能种得活？”张省说。

外运不行。塞罕坝人决定白手起家，自己育苗。
“落叶松是阳性树种，幼苗期耐不了高温和阳光直射，以往通常采用

遮阴育苗法。这样做产量上去了，但苗木就变得脆弱了，经不了风雪。”
当年承担育苗工作的退休职工尹桂芝回忆。

于是，塞罕坝人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在高寒地区取得全光育苗成功。
通过早春播种、夏秋管护、冬季雪藏，塞罕坝人育出的幼苗，上面像

个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须发达，透着壮实劲儿。
196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决定塞罕坝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林场职工集中在三面环山的马蹄坑，连续大干3天，在516亩荒地上

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
这就是让每个塞罕坝人都难以忘怀的马蹄坑大会战。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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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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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本报记者）连日来，我

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大家一
致认为，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
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
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坚定不
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 各 项 事 业 发 展 提 供 坚 强 政 治
保证。

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

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
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
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既高屋建瓴、引航定向，又全面
系统、具体明确，抓住了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和要害，为
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特别是有针
对性地加强党员教育，提供了方向
和遵循。”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

吴向东表示，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
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筑牢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根基，增强
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为管党治党确
立了新坐标。”（下转第六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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