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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刘 毅 史自强

五十五载寒来暑往，河北塞罕坝林场
几代务林人，在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工
作生活环境下，营造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一片人工林。112 万亩林海，如果按一米
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塞罕
坝从黄沙漫漫、林木稀疏，变得绿树成荫、
山清水秀。

五十五载斗转星移，塞罕坝人一棵接
一棵地把林木立在贫瘠的土壤之中，牢牢
地钉在大地之上。他们植绿荒原、久久为
功，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科学求实的
严谨态度、持之以恒的钉钉子精神，书写
了这段绿色传奇。曾经一度“高、远、冷”的
塞罕坝，如今变成了“绿、美、香”的“华北
绿宝石”。

著名作家魏巍为此赋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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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塞 罕 坝 人 当 之
无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初吃的
苦都化为了今天的甜

“那时经常刮风沙，大的时候对面看
不到人，现在没那个风沙天了。住上了三
室一厅的房子，每天跳舞、唱歌、打太极
拳、打门球。有付出就有回报，我们现在享
福了！”80 岁的塞罕坝林场退休职工潘文
霞，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回想起当初吃的苦，她觉得，再苦再
累也值得！

1969 年，潘文霞来到塞罕坝大唤起
林场，在苗圃从事育苗工作。育苗需要掏
大粪给幼苗施肥，年轻俊俏的潘文霞二话
不说跳下粪坑，一瓢接一瓢地掏。中午吃
饭，丈夫做了香喷喷的面条，饥肠辘辘的
潘文霞端起碗来，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不
由得泪流满面。面条一口也没动，下午继
续接着干。

再后来，她就适应了，粪照掏，饭照
吃，“有时候忙到晚上 10 点多才回去，实
在太累了，吃着吃着饭，人就睡着了，碗和
筷子‘哐当’掉在地上⋯⋯”

有时，年幼的儿子会光着小脚丫，跑
到苗圃里找妈妈。潘文霞怕孩子踩着幼
苗，总是马上狠心地把孩子赶回家去，同
时不忘叮嘱一句“把家里的门锁好”。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生活
条件，是塞罕坝林场创业者们必须闯过的
难关。

1962 年，原林业部从全国 24 所大中
专院校调配了127名毕业生，和河北承德
当地 242 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
机械林场，向荒原沙地进军。9 月份，从承
德围场县城到塞罕坝的路上，18 岁的尹
桂芝坐在一辆解放牌大货车里，一想到

“马上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心
中非常兴奋。

路途颠簸，这支年轻的队伍一路欢
歌。下车的那一瞬间，尹桂芝一行人却彻
底“傻了眼”：没有宿舍，到处是半人高的
野草，孤零零一座小破屋，连张床也没有。

9 月的塞罕坝已经进入冬季，温度开
始急速下降。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1.2摄氏
度，最低气温零下43摄氏度，冬季严寒肆
虐。夹着雪花的“白毛风”直钻领口、裤管。

尹桂芝和几名女工抱来干草，在小破
屋里搭了个窝，又赶紧糊上窗户。不少人
只能住进羊圈、马棚，有的人则用石头、秸
秆架起了草房、窝棚。

外面刮风下雪，屋里常常出现一层

冰。气温直逼零下40摄氏度，烧着火炉子
也丝毫没有暖和的感觉。“我们睡通铺的
几个女工就蜷缩在一块儿，戴上皮帽子，
把自己裹得尽量严实一些。”尹桂芝说。有
时，积雪足有3尺厚，推不开门，大伙儿只
能从后窗跳出去。

在育苗圃，尽管寒风袭人，手冻肿了、
裂了口子，尹桂芝和同事们仍在泥潭里坚
持工作。她们一坐就是一天，每人每天得
选上万棵苗子。

“收工的时候，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
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
一样，好半天才能动。但大家的心里就是
憋着一股子劲儿：一定要把苗子育好，把
林子造好！”尹桂芝说。

承德农专毕业的赵振宇，也于 1962
年来到塞罕坝。作为一名施工员，赵振宇
每天都要在山上巡查，走几十公里的路。
有时晚上回来，棉衣冻成了冰甲，棉鞋冻
成了冰鞋，走起路来哗哗响。

“晚上是最难熬的，被窝成了‘冰窝’，
怎么睡？有人就把砖头和石头扔到火堆
里，烧一阵子，再搬进被窝。”赵振宇说。

缺少粮食，大伙儿只能吃非常粗糙的
全麸黑莜面。蔬菜紧缺，天气好的时候，大
伙儿就挖点野菜吃。盐水泡黄豆已是塞罕
坝难得的美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
题，创业者们开荒种地，一边造林，一边种
粮，自力更生。

这里医疗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由于下
坝一趟时间长、成本高，早期的创业者们
身体不适，通常都会“扛着”，实在扛不住
了，才会坐车下坝，去近 100 公里外的县
城就医。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不
少人都患上了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风湿。

如今，荒原变绿了，风沙变小了，生活
改善了。抚今追昔，塞罕坝人由衷欣慰：当
初吃的苦，都化为了今天的甜。

科学求实，愈挫愈勇，全力以赴
恢复美好绿水青山

林场建立之初，打击接踵而至。
因缺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经

验，1962 年春天林场创业者们栽下 1000
亩树苗，到了秋天，成活率还不足5%。

不气馁，接着干，1963 年春天又造林
1240亩，可成活率仍不足8%。

接踵而来的两次失败，如同两盆冰
水，泼在了创业者的头上。刚刚上马的塞
罕坝林场内一时间刮起了“下马风”，造林
事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关键时刻，四位场领导王尚海、刘文仕、
王福明、张启恩，把家从北京、承德、围场等
地搬到了塞罕坝，破釜沉舟，安定人心。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很快发现了
原因：外地苗木在调运途中容易失水、伤
热捂苗，无法适应塞罕坝风大天干、异常
寒冷的气候。

那就从零开始，自己育苗。经过艰苦
探索，他们改进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在
高原地区首次取得了全光育苗的成功，并
摸索出培育“大胡子、矮胖子（根系发达、
苗木敦实）”优质壮苗的技术要领，大大增
加了育苗数量和产成苗数量，终于解决了
大规模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

在植苗方面，塞罕坝人通过不断研究
实践，攻克了大量技术难题，改进了苏联
造林机械和植苗锹，创新了植苗方法。

两次失败，怎能把塞罕坝人打倒？
1964年，春季造林的号角再次吹响，老书
记王尚海带领职工在一个三面环山、名为
马蹄坑的地方，开展了“马蹄坑造林大会
战”。历经 30 多天，造林 516 亩，成活率达

到90%以上。
塞罕坝人信心大振，“下马风”销声匿

迹。这一役，创造了高寒地区栽植落叶松
的成功先例，也开创了国内使用机械成功
栽植针叶树的先河。正是从那时起，塞罕
坝开启了大面积造林的时代。最多时每天
造林超过2000亩。

在缺少设备、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全
场团结一心植绿荒原，到1976年，累计造
林69万亩。

然而，就在塞罕坝人准备大干一场之
时，灾难降临到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
地上。

1977 年，林场遭遇历史罕见的“雨
凇”灾害，57 万亩林地受灾，20 万亩树木
一夜之间被压弯折断，林场 10 多年的劳
动成果损失过半。1980年，林场又遭遇了
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连续 3 个月的干
旱，导致12.6万亩树木旱死。

那时，眼看着自己亲手种下、辛勤抚
育的树木遭灾，许多塞罕坝人痛哭失声！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塞罕坝人总结
经验教训，引进新的树种，研究推广抗旱造
林技术，再次将希望的树苗栽到大地上。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 1962 年到
1982 年的 20 年中，塞罕坝人在沙地荒原
上造林96万亩，其中机械造林10.5万亩，
人工造林 85.5 万亩，保存率达七成，创下
当时全国同类地区保存率之最。

自 2011 年开始，塞罕坝林场在土壤
贫瘠的石质山地和荒丘沙地上实施攻坚
造林。整地、客土回填、容器苗造林、浇水、
覆土防风、覆膜保水、架设围栏⋯⋯截至
目前，已完成攻坚造林7万余亩。

“最近这 5 年，林场对造林绿化越来
越重视。”塞罕坝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范冬
冬说，“攻坚造林成本比较高，一亩地要
1200元左右，目前国家补贴为一亩地500
元，其余的都需要林场自筹资金。林场是
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我们还是想方设
法筹措资金，就是要把这片林子造起来！”

直面困难、愈挫愈勇的塞罕坝人，踏
上了新的征程。

忠于使命，接续传承，“华北绿
宝石”越来越光彩夺目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绿色，始终是
塞罕坝人永恒不变的追求。

造林的接力棒，从老一辈人的手里，
稳稳传递到了新一代务林人的手上。

“刚到这里时感觉很荒凉，冬季寒冷，
和我的老家差别很大。”1984 年，河北林
业专科学校毕业生、19 岁的刘海莹来到
塞罕坝，成为基层林场的第二代技术员。
他是河北秦皇岛人，最初感到有些难以适
应。住工棚、喝雪水、啃咸菜、吃冷饭，在艰
苦的环境中，“老坝上”的榜样力量和手把
手传帮带，使得他坚持下来。

不久，刘海莹发现：苗圃地里的云杉
苗木的茎干，莫名其妙地变白了。“这些苗
子八成是死了吧。”有人认为。然而，刘海
莹经过分析后，判断苗子白化只是一种

“生理干旱”的表现，并非真的生病枯死。
经过及时补充水分，苗子果然活了过来。

塞罕坝天寒、干燥，极端的气温和环
境，总在为植树造林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障
碍。此后，刘海莹和同事们一起，解决了沙
地栽植樟子松等难题。众志成城，造林事
业蒸蒸日上。

现在，刘海莹已经是塞罕坝林场的党
委书记、场长。谈及往事，他反复强调：“事
情都是大家一起做的，都是集体的力量。”

有一位名叫王凤明的同事，让刘海莹

念念在心。
王凤明曾在最为艰苦的三道河口林

场担任场长，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林场
还未通电。有一次，他五六岁的女儿来到
林场。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小姑娘好奇地
问大人们：“怎么还不熄灯呢？”大人们逗
她：“当场长的，还需要自己关灯吗？”

过了一会儿，林场的柴油发电机按时
熄火，灯自动灭了。小姑娘对大人们的话信
以为真，回到山下，逢人便说：“我爸爸当场
长，真神气，睡觉还有人给他拉灯呢！”

后来，2005 年，一位工人清理水井时
遇险，王凤明勇敢地跳下井救人，不幸以
身殉职。这位女儿眼中很是神气的爸爸，
为这片绿水青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凤明当年种下的那些树木，仍然在茁壮
生长，年轮一圈一圈增多。而他的年龄，永
远停留在了50岁⋯⋯

也正是在 2005 年，“80 后”小伙子于
士涛来到了塞罕坝。面对女友要分手的

“威胁”，于士涛铁了铁心，义无反顾地留
在了这个偏僻艰苦的地方，担任技术员，
成为“林三代”。

“不为别的，我是学林的，一定要来有
林子的地方。我们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点
什么，绿色的森林、清新的空气，是我们留
给他们的最珍贵礼物。”于士涛说。

在这个有林子、但没有商场和网吧的
地方，于士涛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孤
独。不过，他很快融入了塞罕坝，喜欢上了
塞罕坝。

曾经坚决反对于士涛到坝上工作的
女友付立华，2006年来到塞罕坝，这片浩
瀚林海的“绿”和塞罕坝人的“拼”，使她深
受触动，“我意识到，在林场工作，虽然远
离都市的繁华，但生命依然可以在这里发
光发彩。”她下了决心。

2011 年，中国林科院研究生毕业的
付立华，放弃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机会，来
到塞罕坝，与于士涛一起奋斗，“冬天与呼
呼的西北风为伴，过上了没有周末、没有
节假日的生活。”

现在，于士涛成长为千层板林场的场
长，付立华在塞罕坝林场科研所成为挑大
梁的骨干。他们可爱的孩子已经6岁了，和
山上的林木一样，一天天茁壮成长⋯⋯

几代务林人的接力和传承，让绿色在
塞罕坝生根蔓延，让荒漠再次成为美丽
绿洲。

塞罕坝林场周边，有一些牧场。在上
世纪60年代初，牧场条件比林场好，再加
上牧业回报快，牧场职工有肉吃、有奶喝，
生活比林场职工好过。但是，后来不少牧
场由于过度放牧，土地沙化严重，日子每
况愈下。林场职工的生活则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一天天红火起来。

痛定思痛，牧场的干部职工近年来大
力加强植树护绿、防沙治沙。不过，和塞罕
坝相比，他们生态恢复和建设起步晚了数
十年，虽然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仍然
存在一些差距。

在生态恢复和保护上先行一步的塞
罕坝人，持续造林、护林、营林，森林面积
越来越大，森林质量越来越好，生态环境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为河
北增资源、为当地拓财源”，塞罕坝这颗

“华北绿宝石”，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未来，这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将为
人们创造更多的生态福利、绿色福祉。

原载2017年8月5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李巍）8 月 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
以及全国各地新闻媒体，继续
对塞罕坝机械林场这一生态文
明建设的范例进行报道。

人民日报在 8 月 5 日头版
《今日谈》栏目刊发评论《绿色
发展需要接续坚守》，同时，在
第四版刊发通讯《“塞罕坝”是
怎样铸成的》，深情讲述了 55
年来，三代塞罕坝人植绿荒原、
久久为功，以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科学求实的严谨态度、持
之以恒的钉钉子精神，书写绿
色传奇的故事。另外，人民日报
还在当天的《人民论坛》栏目中
刊发《大家都来做种树者》，呼
吁人们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
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让生
态意识融为公众意识，让生态
道德成为社会公德。

8月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
刊发摄影报道《绿色长城》，并
在二版刊发“弘扬塞罕坝精神
系列谈之二”《守卫塞罕坝的灵
魂》，深刻剖析塞罕坝人代代守
护的绿色梦想，代代孕育的绿
色信念。经济日报在同日刊发
通 讯《高 寒 荒 漠 如 何 造 林 护
绿——对河北省塞罕坝机械
林场的调查》，对塞罕坝林场在
荒漠造林、林海防火、生物病害
防治等方面的技术经验，进行
了详实报道。同时刊发评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塞罕
坝过去和现在的巨大反差，论
证“绿水青山确实是金山银山”
的深刻内涵。

8 月 5 日，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 继续
推出“人工绿海的 55 年成绩
单”系列报道的第二篇 《青山
林海不会忘记》。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

“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系列报道第二集
《英雄史诗：三代人，只为这片林》，讲述了塞罕坝机械
林场三代职工坚守荒漠高原，克服重重困难营林护林，
一步步实现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塑的故事。

北京青年报继续着塞罕坝故事的讲述。8 月 5 日，
该报推出通讯《塞罕坝的红色印记和延续》，用三代务
林人的感人故事，反映 55 年来塞罕坝精神的一脉传承。
同时，刊发评论《精神伟力铸就塞罕坝绿色奇迹》。新华
社客户端也在当天推出《国家相册》第 50 集，以《生命
的颜色》为题，讲述了塞罕坝人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三代人的努力让绿水青山重现的故事。另外，中国日报
网在 8 月 5 日推出摄影报道《今日塞罕坝，荒原再成绿
洲》，以多幅生动的新闻图片，反映林场 55 年的巨变。

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

“塞罕坝”是怎样铸成的

中央及各地媒体继续报道塞罕坝机械林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绿色发展需要接续坚守

近日，在塞罕坝千层板林场苗圃五区，工作人员正认
真检查每一株樟子松的长势情况。近年来，塞罕坝机械
林场为提高育苗质量，配备了专门的喷灌、晒水池、起苗
机械及种子加工、精选、检验等设备。每年可产云杉、樟
子松等良种壮苗 600 余万株，除满足本场造林需求外，
还远销北京、内蒙古、山东等地。

记者 张 昊摄

（上接第一版）森林碳汇有望上市“变现”⋯⋯常
青树变成了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
决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按照中央和省委
的要求部署，坚持不懈治理环境污染，以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全力实施“蓝天行动”

“碧水行动”“净土行动”，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
全面推进生态修复；就要坚定不移走加快转型、
绿色发展、跨越提升新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现代产业体系。

“同呼吸，共奋斗。”人人都是良好生态环境的
受益者，也应该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者。美丽中

国的基石，不仅在于天蓝地绿水秀山青，也在于千
千万万颗像塞罕坝人一样的美丽心灵。弘扬塞罕坝
精神，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像塞罕坝人那样迎冰雪战
风沙、造林不断护绿不止，而是倡导大家都能像塞
罕坝人那样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我们每
个人都应当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让自然、
环保、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习惯、变成自觉。

风物长宜放眼量。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牢牢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绿色发展的大道上砥砺前
行，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燕赵
大地就一定能尽快呈现天蓝、地绿、水秀的美好
景象。

（上接第一版） 河北润涛牧业公司的产业扶贫
项目。许勤指出，贫困群众要脱贫、要致富，
产业扶贫至关重要。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区
位条件，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

特色种养、优质林果等特色产业，带动更多贫
困户长期稳定增收，提高扶贫造血功能和贫困
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许勤一行还考察了河北博路天宝石油设备
制造公司。

（上接第一版）
今年以来，大厂将“气代煤”工程作为落实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的一项政治任
务，列为全县重点惠民实事一号工程强力推进。
本着让群众“不花钱、少花钱”的原则，该县制定
了“气代煤”补贴办法，住房面积在 150 平方米

以内的改造户，其燃气设备购置、安装费用由财
政全额补贴，不再收取住户的初装费、材料费等
任何费用。同时，给予每户 1 元/立方米的气价
补贴，每户每个采暖季最高补贴气量1200立方
米；低保户、优抚户在此基础上每立方米再补贴
1元，每户不超过1000元，减轻了群众负担。

（上接第一版）我们的条件已经好多了。”刘
海莹满足地说。

担任基层林场技术员，他每天工作在
生产施工第一线，并迅速成为技术中坚。走
上领导岗位后，他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科
学研究，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为林场健康
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荒山造林，成活率不得低于 85%，保
存率不得低于80%。迹地造林，成活率不得
低于95%，保存率不得低于90%。营林作业
不能超面积，不能超采伐强度。严格控制旅
游发展规模。”和刘海莹是大学同学的现任
总场副场长张向忠说，在刘海莹等历任林
场领导班子努力下，塞罕坝造林营林体系
逐步完善，林场发展欣欣向荣。

“人这一生总要做点什么，实现人生价
值。”刘海莹说，从第一代塞罕坝人艰苦创
业的事迹中，他读懂了那份深深根植于内
心的执着与坚强。把自己所学知识和青春
年华倾注到林场，做好第二代塞罕坝人，是
他初到坝上时立下的誓言，如今，他仍在为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奋斗着。

科学造林显担当

刘海莹大学时学的是林业技术专业，
他也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技术工作者。

上世纪90年代，塞罕坝集中全场力量
启动三道河口林场攻坚造林行动。在此期
间，凭着突出的工作实绩，他被任命为三道
河口林场副场长，主管造林工作。

三道河口林场，是塞罕坝所有林场中
最干旱的，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这里的
土壤是沙质土，没有肥力，不持水，造林很
难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刘海莹和技术人员
共同研究“容器苗”造林方法，加大容器体
积，增强了苗木抗旱能力。

攻坚造林行动中，人们遇到这样一个
难题：樟子松造林，第一年苗木都放叶成活

了，可挺过严冬后，第二年就会有许多苗木
死亡。“这些树苗不是冻死的，而是旱死
的。”通过细致观察，刘海莹发现，干旱其实
分为两种。第一种情况是，沙质土壤里水分
太少；另一种情况是，春天的时候，地还冻
着，但苗木的上半部分已经返绿，风一吹，
水分蒸发，根部又不能及时输送水分，于是
树苗就被旱死了。

“就像孩子一样，小树苗抵抗能力很
弱。”刘海莹说，苗圃的生存环境和山上是不
一样的，如果把苗圃比做城市，那山上就相
当于农村。塞罕坝春天的风很大，许多树苗
就这样因风失水而死亡。“就差那么几天，如
果根部水分能够及时输送，树苗就能成活。”

针对难题，刘海莹与总场林业科人员
组织实施了在秋季给小树苗加盖防风土的
实验。“在小树苗的下半部垫一锨土，然后
再把树苗埋起来。躲过来年 4 月底的几场
大风后，5 月初将防风土撤掉。”就这样，有
了防风土的保护，一棵棵小树苗挺过了生
理干旱这一生存最大难关，实验取得成功
并在全场推广，塞罕坝樟子松造林成活率
大大提高。

作为一个热爱科学的造林人，无论在
哪个岗位，刘海莹对造林营林技术总是“偏
爱”的。

在总场林业科期间，他组织参加了与
造林营林实际密切相关的 8 项科研课题。

《樟子松常年造林技术的研究》课题，获国
家林业局和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河北
省林业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主要林区
干燥花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研究》《补血草
生物学特性及产业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
究》两项课题研究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他
撰写的《塞罕坝云杉全光育苗技术》，解决
了云杉育苗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为高寒地
区育苗提供了科学依据。

“塞罕坝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凝聚着

科技的力量。”刘海莹说，塞罕坝的开发建
设，就是一部中国高寒沙地科技攻关、可持
续发展的进步史。

一片深情寄青山

6月30日，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命名
塞罕坝机械林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决
定。决定中说，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生动实
践，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艰苦奋斗永远是
前进的保障，生态文明始终是发展的基
石。”刘海莹深情地说，近些年，塞罕坝的生
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道路硬化了，职工们
也搬入了新居。生活质量提高了，但塞罕坝
人的斗志没有减，他们仍在想尽办法让塞
罕坝变得更绿更好。

2011 年以来，林场把石质阳坡作为绿
化重点，启动攻坚造林工程。整地时先把石
块挖出，大穴深坑整地，再人工客土回填，
树苗选用大规格樟子松良种容器苗，种好
后覆盖地膜保墒。干这些工作，没有人喊苦
喊累。刘海莹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塞罕坝
人坚持不忘初心，无私奉献，传承、发扬着
塞罕坝精神。

从 2012 年开始，林场“自断一臂”，
将以往每年的正常木材砍伐量从 15 万立
方米调减至 9.4 万立方米。木材产业收入
占营林收入的比重从 66.3%降到 40%。

“我们要吸收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经营理
念，让林场的森林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刘海莹说。

“55 年时间，塞罕坝的发展历程生动
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刘海莹介绍，如今塞罕坝的
森林生态系统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1.37亿立方米，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
54.5 万吨，可供 199.2 万人呼吸一年之
用，空气负氧离子是城市的 8 至 10 倍，
每年提供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上接第一版）展示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一棵树到
一片林的艰苦创业历程，穿插典型人物故事。
第二展厅主要表现几代塞罕坝人接力传承取得
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范
例”的示范作用。第三展厅从资源培育、资源保
护、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展示林场现
代建设情况。第四展厅为“和谐家园”主题科普
馆，设置了儿童画展、动植物标本展、弧幕影

院等。
展览馆改陈升级围绕艰苦奋斗和生态文明

建设这一主线，突出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
了展陈内容，改进了陈列形式，完善了服务设
施，优化了参观环境，力求直观大气、重点突出，
让每一名参观者在追忆历史、感受巨变中，领悟
精神内涵，汲取精神滋养，自觉成为弘扬塞罕坝
精神、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塞罕坝展览馆改陈开馆

大厂在全省率先完成全域“气代煤”改造任务

刘海莹：绿水青山展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