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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守望，只为一片茫茫林海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李建成 潘文静

“工作再难，总得有人干”

山梁顶部，一根木杆、三间平房，曾是
塞罕坝交道口防火检查站最初的模样。

方圆十里不见人烟，一人驻守怕危
险，两人驻守闹矛盾，1998年，林场决定
在此设立夫妻防火检查站。

那年，已在林场从事防火工作 6 年
的刘军才 26岁，孩子刚刚 3岁。“知道不
好干，但工作再难，总得有人干。”在林场
领导因选人为难之际，刘军主动请缨，和
妻子王娟一起驻守检查站。

交道口检查站虽然偏远，但地处两
条公路交会处，车流量不小。检查站的
工作十分枯燥，每天就是检查过往车辆、
行人有无携带打火机、火柴等野外用火
工具。每一次的抬杆、放行，都是一次护
林防火的安全教育：“塞罕坝林子来之不
易，千万别用明火。”

在检查站，最难的是吃水。没有水
井，他们的生活用水都靠刘军到地势较
低的山涧里挑。去时空桶下坡还好，回
时两桶水十几公斤还得爬坡，刘军一步
一身汗。冬天，雪大路滑，挑水摔跤是常
事。有一年冬天，刘军挑水返回时摔了
个“脸朝地”，水桶顺着山坡滚下沟。他
爬起来，坐在雪地上，嚎啕大哭。回到检
查站，妻子见他浑身泥泞，心疼得眼泪

“刷”地流了下来。第二年春天，夫妻俩
咬咬牙，花钱买了头毛驴用来驮水。尽
管吃水这么难，每当有过往的司机和行
人讨碗水喝，夫妇二人从不拒绝。

检查站的日子寂寞无边，没有电视、
没有收音机，时间长了，一间小屋，二人
对坐，相顾无言。工作全年无休，孩子自
出生之日起便被送到了姥姥家。几张孩
子照片，两口子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有
时想得厉害了，就对着墙壁哭一顿。哭
过之后，依旧投入细致繁复、不厌其烦的
防火检查工作。

在检查站值守，野兽毒虫不提，最怕
的是生病。1999年冬天，天降大雪，从下
午开始，王娟就感觉肚子一阵阵绞痛。刚
开始，她强忍着没告诉刘军，直到后半夜，
疼得再也不能坚持，这才告诉了丈夫。

大雪封山，刘军紧急向最近的北曼
甸分场领导求助。林场迅速出动推雪
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一条行车道，姜
家店乡唯一一辆四驱越野车直接开到检

查站，将王娟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诊断
为急性阑尾炎。手术做完时天已经亮
了，医生说：“再晚半小时，阑尾就破裂
了。”以当时乡卫生院的条件，能否保住
命都难说。

看着妻子在病床上睡着，刘军猛然想
起检查站没人了，赶紧找林场领导反映情
况。得知林场已经安排人值守，刘军才长
舒了一口气。都知道夫妻俩不容易，乡里
场里来探望王娟的人不少。“有人说话的
感觉真好！”王娟回忆说，住院的那几天是
到检查站工作后最快乐的时光。

瞭望林海，13年如一日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115万亩林海深
处，矗立着9座人工值守的望海楼，它们
分布在林场不同位置的海拔最高处，时
刻瞭望着林海的“一举一动”，它们是林
海“不眠的眼睛”。

2008年，在防火检查站值守多年后，
按照林场的安排，刘军和妻子一起来到
位于小光顶子山的望海楼担任护林员。

塞罕坝的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
春季防火期从每年的3月15日到6月15
日，秋季防火期从9月15日到11月15日。

防火期内，刘军、王娟夫妇从早晨6
时到晚上9时，15个小时内，以每15分钟
一次的频率向林场防火指挥部通报林区
情况。从晚上9时到第二天早晨6时，每
隔一小时报告一次火情，没有火情也要
报平安。13年来，夫妻二人轮流值守，在
望海楼上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凝结着三代塞
罕坝人的心血，每一棵树都来之不易。特
别是在防火期，每天神经紧绷。“有时候睡
觉就做梦，梦到哪儿火着起来了，可电话
怎么也打不出去，就急醒了。”王娟说。

相比检查站，望海楼所处的位置在远
离人烟的高山山顶，不仅居住面积狭小，
生活上面临的各种难题更是超乎想象。

首先是吃水难。2015年之前，望海
楼上的水都是利用消防车从山下运到山
顶，然后再用简易的水窖把水储存起来，
一车水吃一年。后来林场改为按春秋两
个防火期各送水一次，即使这样，他们从
来也不敢放开了用水。除了做饭，洗菜拖
地都是用山上化的雪水。有一年，夫妇二
人在清理水窖时发现了被泡肿的老鼠尸
体，这对年轻的夫妇一下子心酸起来。

用电也是问题。刚上山的时候，望
海楼里只能靠蜡烛照明，后来，林场在楼
顶安装了桌面大小的一块太阳能板，望
海楼里才通上了电，但豆大的灯光只能
持续三四个小时。很多个夜晚，他们是
在黑暗中度过的。

交通不便也困扰着他们。从望海楼
所在的小光顶子山到最近的姜家店乡有
20公里，全是难走的砂石路。刘军一般
每隔 10 天左右骑摩托车下山去采购一
趟生活用品，往返一趟最快两个多小时，
慢时则需要四五个小时。到了冬天大雪
封山，东西只能送到梁下，再由他们自己
从梁下一点点往山上背。

塞罕坝最低气温能到零下 40℃，
2015年以前，望海楼都用自己搭建的土炉
子取暖。2010年冬季的一天，王娟下山办
事，只剩刘军一人值守。那天刮北风，煤烟
倒灌进屋子，等刘军发觉时，已是头晕恶
心，浑身无力。“坏了，煤熏（一氧化碳中
毒）了！”刘军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窗户，
伸出头在寒风中吹了近一个小时，才缓过
劲来跟林场汇报求援。

在塞罕坝，人们冬天最盼望的是下
雪，最难熬的也是下雪。下雪，林子相对
安全了。但大雪封山，山上的人下不去，
山下的人也没法上来。如果再赶上山上
断了补给，日子就更加难熬。

2018年11月的一天，刘军开车下山
采购生活用品，他刚把物品采购完，雪就
开始下了，越往山上走，雪越下得大。眼
看着，车开不上山了，此时，望海楼里只
剩下王娟一人。山顶上，呼啸而来的白
毛风吹过林海，发出各种可怕的声响。
王娟把门窗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把房间
的灯全打开，一板一眼瞭望报告，一分一
秒忍受煎熬……三天之后，远远从望海
楼里望见一辆车，她的心像跳了出来，一
面奔向刘军，一边呼喊着：“你可回来
了！你可回来了！”

“单调、孤独、寂寞，那种感觉只有真
正体验过的人，才能知道。”王娟说。

但第二年春天，当塞罕坝百万亩林
海又变得满目苍翠时，他们对自己的付
出和坚守又无怨无悔了。

“能伴随这片林子长大，
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8月26日，从月亮山望海楼俯瞰，只

见对面一面面石质阳坡上，一株株排列
整齐的绿色树苗从山脚排列而上，蔚为
壮观。

刘军、王娟夫妇告诉记者，这里是近
年来塞罕坝攻坚造林区最为集中的区
域，每一棵树苗都是在土层瘠薄、岩石裸
露的石质阳坡上栽植成活的。“刚来时，
小苗才半尺高，现在你看，它们已经一米
多高了。这片林子每年都在变化长大，
能伴随这片林子长大，是我们最大的荣
耀。”刘军、王娟高兴地说。

如今的望海楼，生活条件已大为改
善，不仅吃水、供暖、用电问题都已解决，
夫妇二人还可以看电视和上网与外界取
得联系。但伴随他们的依旧是寂寞。刘
军说自己最看爱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只
有在新闻里，他才感觉自己没有与这个世
界失去联系。屋里的电视常年开着，尤其
是值守后半夜的时候，即使不看，他也让
电视开着，感觉电视里的人影也是伴儿。

年轻时王娟爱说爱笑、爱逛街串门，
如今偶尔下山，走到人群中去，发现别人
聊天关心的内容，自己根本听不懂。渐
渐地，她变得沉默了。采访中，女儿刘文
琪直言，“父母在山上待得变‘傻’了。”

由于常年驻守望海楼，一般的朋友
聚会，他们几乎绝缘了。亲属间的婚丧
嫁娶人情往来，他们也多数缺席。他们
唯一的女儿，10岁时才从姥姥家接回送
到围场上学。望海楼上时刻不能离人，
孩子只能上寄宿制学校。每当学校放
假，他们只有让孩子待在学校，或者到亲
朋好友家中去。最长的时候，女儿将近
两年没有见到父母。

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了
工作。去年中秋节，女儿特地到望海楼
与他们共度中秋节，这让他们感到前所
未有的幸福，更能安心看护这片林海了。

这些年，望海楼安装了自动化红外
监控和通信设备，但无论到了什么时代，
无论用上多少高科技，也不能代替人的
坚守。正是一对对像刘军夫妇这样的

“望海楼夫妻”的坚守，才有了这片百万
亩林海的平安，这片绿水青山才能源源
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总书记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感到无
比温暖。总书记让我们守护好这片林
海，即使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把这片林子
守护好！”刘军、王娟的目光充满了坚定。

“办好总书记
叮嘱的这些大事”

——再访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陈宝云

“习近平总书记来的时候，我陪着
他一路视察，特别激动。总书记对我
们林场工作给予肯定的时候，特别感
动。现在，回忆起总书记对我们的殷
殷嘱托，觉得肩上都是沉甸甸的责
任。”8 月 26 日，记者再次见到塞罕坝
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时，这位脸
上泛着“油松黑”的老务林人说。

“在月亮山、在尚海纪念林，总书
记察看林木长势、听取情况汇报时再
三叮嘱，防火责任重于泰山，要处理
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
一，切实把半个多世纪接续奋斗的重
要成果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重
回月亮山望海楼下，安长明环视着四
周茫茫的林海，回想着总书记来考察
时的场景。

“总书记对这片林子格外关心，
他对林场打造人防、技防、物防相结
合的一体化资源管护体系，守护森
林 资 源 安 全 取 得 的 成 绩 给 予 了 肯
定，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具体
的要求。”

安长明说，马上就进入今年的防
火期了，眼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学
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提升塞罕坝林
场火灾防控能力水平。

塞罕坝机械林场始终把森林防火
作为一项警钟长鸣、持之以恒的重点
工作常抓不懈，坚持“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建成了探火雷达、空中预
警、高山瞭望、地面巡护、快速反应有
机结合的“天、空、地”一体化预警监测
和防灭火体系，保持着建场以来从无
森林火灾的好成绩。

“像总书记看望的刘军、王娟夫
妇，就是我们‘人防’体系中的防火
员。”安长明介绍，最近几年，塞罕坝机
械林场全面加强森林防火预防、扑救、
保障三大体系建设，实行全年全员防
火，组建了120人的专业扑火队伍，建
成了“火灾预警监测网、生态安全隔离
网、防火隔离带阻隔网”三大防护网，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下
一步还将配备北斗巡护终端，实现护
林员、森林消防队员实时动态调度指
挥，进一步提升火灾监测、火灾扑救和
基础保障能力。

“总书记说，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
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叮嘱我
们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这是安长明
肩上的另一个重任，“抓生态文明建
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下一
步，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塞
罕坝精神内化于心，转化为我们接续
奋斗的动力。”

安长明说，人们在恶劣的自然条
件下造林时，会先栽上一些适应性强
的树，为其他树种落地生根创造条件，
这些树被叫作“先锋树”。在塞罕坝人
心里，以林场老书记王尚海为代表的
第一代林场建设者们，就是一棵棵永
远挺立的“先锋树”。

“前辈们在用实际行动种下百万
亩有形的林子同时，也用他们的青春
甚至生命铸就了塞罕坝精神。”安长明
说，“这是我们的另一笔财富，它不仅
给了我们保护和延续绿色奇迹的精神
动力，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对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我们这任是林场的第13任党委
班子，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
中。”安长明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新
一代塞罕坝人也要做“先锋树”，做绿
色发展的开路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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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安长明表示，下一
步，塞罕坝机械林场将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对塞罕坝机械林场的
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大力弘
扬塞罕坝精神，组织实施好一系列发
展规划，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努力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

2021年8月22日，坚守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望海楼的刘军、王娟夫妻。 河北日报记者 霍艳恩摄

塞罕坝：一片绿色，一种精神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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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在承德考察的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塞罕坝这方“绿意空间”，看
林海碧波、蓝天白云，更看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同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时，习近平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
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传承好
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
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
功立业。”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弘
扬塞罕坝精神。2017 年，他对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对塞罕坝精神作出“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高度概括，深刻揭示
了塞罕坝精神的丰富内涵。

视觉上，塞罕坝是绿色的；精神
上，塞罕坝是红色的。近60年来，塞罕
坝人用心血浇灌大地，用生命呵护绿
色，代代坚守，薪火相传。他们种下的
不仅仅是一棵棵树，更是一种信念；他
们筑就的不仅是一座“美丽高岭”，更
是一座“精神高地”。

牢 记 使 命 ，是 塞 罕 坝 精 神 的 内
核。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视
林场为家园，将绿化当事业——塞罕
坝人几十年如一日，听从党的召唤，牢
记人民重托，为京津地区构筑起一道
坚实的生态屏障。

艰 苦 创 业 ，是 塞 罕 坝 精 神 的 支
撑。从“六女上坝”无悔选择，到望海

楼夫妻漫长坚守，塞罕坝人谱写了一
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曾经写
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为
此赋诗：“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
越千秋。”

绿 色 发 展 ，是 塞 罕 坝 精 神 的 追
求。每年可涵养水源1.37亿立方米，释
放氧气54.5万吨；从单一的林业产业到
生态旅游、绿化苗木、森林碳汇等多业
并举，塞罕坝人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山河承载岁月，生态护佑生命。
作为“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在习
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是一盘着眼长远
的“山水大棋”。

2005 年，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
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看似两难之中，
孕育出一个全新理念。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步履更加坚定有
力。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2015 年，“绿色”列入
新发展理念；2017 年，“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2018 年，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

之切，对燕赵大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满怀深情。在唐山，他要求“在治理
污染、修复生态中加快营造良好人居
环境”；在雄安新区，他强调“一定要把
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他希望河
北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塞罕坝
考察，既是对塞罕坝人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的肯定和鼓舞，更是对不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再一次明确宣示。进入
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更明、
标准更高、力度更
大。弘扬塞罕坝精
神，勠力同心、久久
为功，定能使河北更
美丽、中国更美丽，
定能让人民更幸福、
民族得永续。

8月26日，重回月亮山望海楼，安长明再次说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年近半百的刘军、王娟夫妇不曾想到，习
近平总书记会到海拔1900米高的月亮山上看
望他们。

8月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绿草如茵
如毯，野花争奇斗艳，处处散发着生态文明建
设范例的迷人魅力。

就在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
坝机械林场月亮山，察看林场自然风貌，听取
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
场管护情况介绍，并走进望海楼亲切看望了他
们。

自1998年开始，夫妻二人先是驻守在偏
远的交道口防火检查站，到2008年又扎根在
林海深处的望海楼，前后23年，他们过着几乎
与世隔绝的生活。正因为有众多像他们一样
的护林防火人员默默坚守和付出，59年来，塞
罕坝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上接第一版）让宝贵的文化遗产更
好滋养心灵，绽放新的光彩。七要坚
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
力 完 成 全 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目 标 任
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
用力办好“三件大事”，巩固拓展三大
攻坚战成果，大力推进转型升级、项
目建设、改革开放、生态治理等重点
任务，做好信访稳定、安全生产、森林
草原防火、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河北积极贡献。八
要坚持强化组织领导，全面抓好贯彻
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对标
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列
出任务清单，积极主动作为，强化督
导考核，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以实际行
动和工作成效践行对党绝对忠诚、对
人民高度负责。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全面
贯彻落实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
效益。要坚持聚焦重点任务，突出抓
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就业援疆、智
力援疆和文化润疆，全力推动对口援
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援疆干部队伍建设，确保对

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开创
我省援疆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
创新开展“双创四进”活动，建立健全

“三项制度”，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问
题，全省宗教工作发生历史性新变
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精心修订《河北省宗教事
务条例》，进一步提升宗教工作制度
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深入推进
宗教工作制度建设，持续深化“双创四
进”活动，全面落实“三项制度”，提升
宗教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要深入落实责任体系，健全完
善推进机制，强化基层基础，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会议强调，要精心编制好实施好
《河北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四五”规
划》，推动法治河北和平安河北建设迈
上新台阶。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精准发力，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大力化
解信访矛盾，不断强化公共安全防控，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推动重
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承德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