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9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硕强 视觉编辑：褚林 要 闻

唐山成立全省首家
非公党建学院

津石高速公路
上跨京九铁路桥顺利转体

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代”接力绿荒原
□本报记者 陈宝云

有一种美叫塞罕坝的秋天——百万
亩林海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美不胜收。

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
是茫茫荒漠。五十七载春秋，三代塞罕
坝建设者“一代接着一代干”，用青春和
汗水，让荒原变成了绿洲，把风沙紧紧
扼守在塞外，谱写了人类改造大自然的
壮美诗篇。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
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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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罕坝人接续 57 年的奋斗故事，为
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荣获
2017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
卫士奖”。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
的高岭”。历史上森林茂盛、水草丰美、
鸟兽繁多。公元 1681 年，清康熙皇帝设
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猎苑。

清末，为弥补国库亏空，木兰围场
开围放垦，森林大肆被伐，加之山火不
断，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美丽的高岭”
退变为茫茫荒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国土绿化。

1961 年 10 月 ，寒 风 嚎 叫 ，大 雪 横
行。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
长的刘琨，骑马踏察塞罕坝，在红松洼
一带发现一棵挺拔的落叶松，为荒原造
林提供了依据。

1962 年 2 月，林业部决定建立塞罕
坝机械林场。那年秋天，来自 18 个省市
区、24 所大中专院校，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的 369 名创业者满怀激情，迎着滚滚
寒流，在白雪皑皑的塞罕坝吹响了“向

荒山要树”的战斗号角。
热血青年干劲足，两年种下 6400 亩

落叶松。没多久，一瓢瓢冷水，浇得他们
透心凉：幼苗接连夭折，成活率不足8%。

“1963 年的春节，外面的雪有一米
多厚，大伙儿愁眉苦脸地熬过了除夕
夜。”83 岁的老职工张省回忆道，思乡之
情伴着造林失败的沮丧，一股林场下马
风在职工中蔓延。

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坚决不
能退缩和放弃！关键时刻，王尚海、刘
文仕、张启恩等首任场领导班子成员带
头把家从承德、北京等城市搬到了塞罕
坝，以示决心。在他们的带领下，林场
技术攻关组改进了“水土不服”的苏联
造林机械，改变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
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信心和希望在
荒原上重新燃起。

1964 年春天，林场决定开展“马蹄
坑造林大会战”。200 多名职工冒着料
峭春寒，在山上吃住 30 多天，造林成活
率达到 90%以上。全场士气大振，大规
模造林战役打响。

建场初期，塞罕坝气候恶劣，缺衣少
屋。极端最低气温达-43℃，年均积雪时
间达7个月。建设者们不畏艰难困苦，坚
持“先治坡、后置窝，先生产、后生活”，喝
雪水、啃窝头、住马架子、睡地窨子。

咬定青山不放松，建设者们用困难
锤炼意志，用行动践行初心。一棵棵落
叶松、樟子松、云杉幼苗扎根坝上，“美
丽的高岭”重现生机与活力。

算好“加减法” 提质又增量

从 1962 年到 1982 年，塞罕坝机械
林场共在沙地荒原上造林 96 万亩，保存
率 70.7%，创下当时全国同类地区保存
率之最，超额完成建场时国家下达的造
林任务。林场随之进入以森林经营为
主、造林为辅的时期。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林场大部分林
木进入经济成熟期或主伐期，采伐、销
售木材成为林场增收主要渠道，木材收
入一度占林场总收入的 90%以上。但塞
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很快意识到，“一
木独大”无异于舍本求末，转变发展方
式势在必行。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塞罕坝机
械林场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发展林下经

济、旅游、苗木等非木经济，将木材收入
比例降至 50%以下。“一减”实现“多增”。

“根据调查和预测，‘十三五’期间
塞罕坝林木蓄积年生长量约为 54 万立
方米，只要年均消耗蓄积维持在 20 万立
方米左右，完全可以保证森林资源总量
的持续健康增长。”塞罕坝机械林场总
场林业科科长李永东说，省给林场下达
的“十三五”采伐限额为每年 20.4 万立
方米，但实际消耗量一直控制在 13 万立
方米左右。

森林抚育上，改“皆伐”为“间伐”，一
字之差，相差万里。“皆伐是整片放倒。
间伐是‘伐次留强’，通过调整林木密度，
为林木更好生长留足空间，提升森林质
量。”李永东说，科学营林，换来了林木总
蓄积量增加，由建场前的 33 万立方米增
加到了 1012 万立方米，单位面积林木蓄
积量，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8倍。

“森林抚育”提质量，攻坚造林增
绿色。

“两年前种下的树苗，成活率达到了
99%。”站在坡度近 40 度的大黑山阳坡
上，林业科副科长范冬冬说，这片石质山
阳坡，曾有专家断定“种树难活”。

2017 年 8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后，林场职工备受鼓舞。“生产生活
条件极大改善，但老一代人‘艰苦创业’
的劲头不能丢。”

为此，他们把一万多亩土层仅 5 公
分厚、坡度最少 30 度的石质山阳坡作为
攻坚对象。

经过反复摸索试验，采取大穴整
地、客土、浇水、覆土防风、覆膜保墒、大
规格容器苗造林等举措，在石质山阳坡
实 现 了 一 次 造 林 、一 次 成 活 、一 次 成
林。幼苗成林后，塞罕坝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 86%的饱和值。

如今，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由建
场前的 24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112 万亩，
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森林覆
盖率由 12%提高到 80%。按一米株距排
列，塞罕坝的树能绕地球赤道12圈。

“绿色发展”不停歇

走进马蹄坑天然次生林改培基地，
略显稀疏的白桦树旁，一米多高的樟子
松、落叶松、油松等棵棵挺立，林下草灌

葱郁，自然和谐别有韵味。
“通过间伐、抚育等，把林子培育成

混交、异龄、复层林，我们称之为近自然
经营。”李永东说，2013 年，这片白桦林
每亩 68 株，间伐后，每亩只保留 15 株左
右。2014 年，其他树种穿插落户，逐渐
形成针阔混交林。“林子通透性提高后，
松鼠、啄木鸟等成了常客，野蔷薇、稠李
等种子生根发芽。野生动物的造访促
进了树种发育，益鸟的到来，害虫有了
天敌。近自然经营让林子更健康了。”

七星湖湿地是塞罕坝最美的地方之
一。“这几年森林质量越来越好，雨量增
多，七星湖也变‘胖’了。”林场职工刘静
笑着说，2015年左右，七星湖又多了个水
泡子，“‘七星湖’变成了‘八星湖’。”

山上种树，如修水库，雨多能吞，雨
少能吐。作为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主
要发源地之一，如今塞罕坝每年为两河
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达 1.37 亿
立方米。

“绿色宝库”，塞罕坝实至名归！
这片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 81

万吨，生产氧气 55 万吨，可供近 200 万
人呼吸一年，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最高达 8.5 万个。这片森林里有陆生野
生脊椎动物 261 种、鱼类 32 种、昆虫 660
种、植物 625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 47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9 种。被誉
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林的世界、花
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
“益”齐飞。

目前，林场累计上缴利税近亿元，
通过发展林业产业特别是森林旅游，带
动了周边百姓发展乡村游、山野特产、
手工艺品等外围产业，每年可实现社会
总收入 6亿多元。

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塞罕坝森林生
态系统每年产生超 120 亿元生态服务价
值，森林资源总价值已达 200多亿元。

更让人欣喜的是，这片绿，正在向
外延展。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示范带
动下，张家口塞北林场、承德千松坝林
场、御道口牧场等大力植树造林，在首
都正北方，构筑起一道宽约 30 公里、长
约 360 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我省森林
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8%增
加到 2018年底的 34%。

最 美 奋 斗 者
本报讯（记者汤润清）近日

我省第一个非公党建学院——
唐山非公党建学院在唐山市
金匙实业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唐山非公党建学院由唐山
市非公企业集团——唐山金匙
实业公司党委承办，是面向全
国非公企业开展党建+经营管
理等各类培训的新型学院。学
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以提升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强化宗旨观念为核
心，建立了包括国内知名党建、
社 科 专 家 等 近百名师 资 人 才
库，力争尽快建成全国领先、
区域一流的综合性、开放式非
公有制企业党建教育教学培
训基地。

唐 山 金 匙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去年被确定为“唐山市基层党
组织建设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曹智）日前，津
石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界
段）上跨京九铁路分离式立交桥
主桥成功转体，整个过程用时
40分钟，转体精准到位。

京九铁路行车密度大、速
度快，为减少桥梁施工对铁路
运营的影响，T 构施工采用“先
建后转”的方法，一次性转体成

功后无需再到铁路线上方进行
混凝土浇筑施工，最大限度减
少对铁路交通的干扰。津石高
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界段）上
跨京九铁路分离式立交桥工程
位于津石高速公路任丘段于村
乡东陵城村南，是津石高速公
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
全线唯一一座转体桥。

近日，几位游客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健康小屋”健身。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在主要景区、景点建成了 12 个

“健康小屋”。“健康小屋”内除了健身器材外，还配备了身高仪、体
重仪、血压仪、体脂仪等，为社区居民和游客免费提供常规体检。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胡伟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