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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11到到5353，，基站与林海相守相依基站与林海相守相依
8月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绿草如茵铺

展。在这个面积达115.1万亩的世界上最大的人
工林场，建场 59 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森林火
灾，创造了中外林场管理的奇迹！

59年，几代塞罕坝人接力传承，造林不易，
守林更难。守林，离不开科技助力，河北移动就
像坚守的卫兵，践行使命，守护绿色，守护家园。
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
林场的通信史则是一部移动人不断克服自然条
件、接续进行信息化探索的奋斗史。

从1到53，互为见证成伙伴

到过塞罕坝林场的人就会发现，在每个望
海楼旁边，都矗立着一两座铁塔与之遥相呼应，
这就是当年河北移动建设的 2G 基站。有了它
们，林场才告别了靠摇把子电话传递火情的年
代，护林员才能够快速传递监测信息。

1999年是塞罕坝移动通信的起点。那一年，
全省在承德围场规划建设基站总共才 3 个，河
北移动为塞罕坝林区单独争取到 1 个指标，投
入资金180余万元。

作为亲历者，移动建设者李杰对第一个基站
的建设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与平原上建基站不
同，塞罕坝林场全年无霜期只有短短64天，冬季
最低气温超过-40℃，“超低温的气候条件使得
通信设备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最后我们从当地民
用建筑中得到启发，摒除机房建到地上的方案，
改建半地下机房，巧妙利用土层厚度减小外界气
温影响形成自然保温，并加了辅助保温措施，3个
月时间内，在林场建成了一个深入地表以下2米

的移动通信基站。”
通信技术日新月异，河北移动慢慢又将视

线转移到塞罕坝林场的 4G 全覆盖上。4G 建设
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无边无际的树林和茂盛的
枝叶影响无线信号的传送，要想达到理想的覆
盖范围，只能加高加密基站。移动人不计成本，
将基站全部建在了高高的山头。二是电力，电是

基站运行的血液，但在林区，电又是防火的头号
禁忌。移动人开动脑筋，经多次外部学习及内部
研讨，最终摒弃常规的立杆拉线接电方式，采用
近距离馈电光缆、长距离从变压器到基站机房
地埋电力线接电，既防火，又防雷击。到 2016
年，塞罕坝林场基本实现4G网络全覆盖。

从一棵松到115.1万亩林海，塞罕坝创造了
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而且铸就了牢
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塞
罕坝精神激励了一代代林场人，也鼓舞着移动
人。河北移动忠于使命，艰苦创业，不懈奋斗，从

1999 年至 2021 年，从 2G 到 4G 再到高速 5G，坚
持依靠科学精神解决技术难题，在塞罕坝共计
建设基站53座，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

从 1 座基站到 53 座基站，河北移动在塞罕
坝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一座座铁塔基站，伴
随着林海的生长而生长；一座座铁塔基站，与护
林员一道共同守护着塞罕坝广袤的绿色。铁塔
基站与茫茫林海共融共生，互为见证，相守相
依，已经成为忠诚的伙伴。

上线App，智慧防火步步升级

塞罕坝的冬季，不仅极其寒冷，更是防火的
关键时期。2011年3月，移动建设者辛凤海接到
了一个特殊命令，进行网络视频防火系统筹建的
可行性勘测。坝下阳春，坝上飞雪。3月的坝上林
场依然是寒风彻骨、大雪纷飞。他连续27天严寒
作业，走遍了12个林场，按时完成了78个监测点
的勘测。

而这仅仅是河北移动紧扣林场防火需求、
服务林场现代化管理的一个缩影。2014年9月，
塞罕坝森林防火 App 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与
此同时，243部搭载防火App的工作手机送到每
一位护林员手中。从那一刻起，护林员告别用脚
巡逻、有线传递火情的处境，森林防火又向前跨
了一大步。防火管理人员日常通过森林防火平
台，可以实时看到每一个护林员的行动轨迹。智
能化的平台为森林防火筑起一道重要防线，实
现了防火的打早、打小、打了。

塞罕坝林场不仅是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也
是著名风景区，旅游旺季，每年来林场旅游的游客

达100万多人次。自2016年起，河北移动分三期启
动“智慧旅游”和林区智慧管理建设：第一期建设
电子门票系统；第二期建设林区区域监控系统；第
三期开发上线旅游App，开启区域平台综合调度
功能，使塞罕坝林区管理部门通过移动通信网络，
对整个林区内的旅游接待、森林资源保护等情况
一目了然，从而及时、有效地调集各种资源，减轻
突发事件的威胁，用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和小的资
源投入，整体把控林场的经营管理。

防火责任重于泰山。这就要求必须处理好
防火和旅游的关系。河北移动积极探索“智慧旅
游”与护林防火相结合的宣传方式。他们将防火
小区短信平台应用到塞罕坝林区，凡是进入到
林区的外地游客，其手机都会自动收到移动公
司平台发送的短信提醒：“您好，目前已经进入
高火险期，请注意防火。谢谢！”字数不多，却切
实提高游客防火意识。据统计，在每年的旅游旺
季，河北移动为塞罕坝发送防火警示信息超过6

万条，为森林防火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通5G，新征程上立新功

在塞罕坝林场最深处，塞罕坝国家冰上训
练中心刚刚建成不久。这里是我国第一个集大
道速滑、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冰壶项目训练比
赛功能为一体的“四合一”冰上运动综合体。场
馆训练场景需要高清视频传输，只有5G高网速
的支撑才能保证运动员的正常训练。

训练中心建设的同时，河北移动开展了5G
网络勘测和规划工作。他们优先在训练基地运
用共址方式，即在原 4G 基站上，加挂 AAU 设
备，快速实现训练中心5G网络覆盖。

基站的建设过程，移动建设者汪艳峰太熟
悉了。因为基站站点距离通信车最近停车点还
有1.5公里，中间覆盖着20余米高的人工林。小
汪和同事把 120 多斤重的 AAU 设备扛到肩膀
上，穿过密林，冒雨前行。到达基站时，他们已经
累得筋疲力尽，但是不敢歇息，趁着天亮，又开
始了高空作业，用滑轮倒链将AUU设备传送到
铁塔35米高处，顺利完成了5G基站开通。

从1999年至2021年，从2G到4G再到高速
5G，河北移动在塞罕坝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
断发展壮大。在满足林区护林员使用语音业务
基础上，逐步实现了音频、视频和图像的快速传
输，不仅提高了护林员监测信息传递效率，更为
护林员架起一座与外界沟通、与家人问候的信
息交互桥梁，实现与世界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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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承德时的重要讲话，林场人铭记在
心，移动人也铭记在心。河北移动将不忘初心使
命，弘扬塞罕坝精神，守护祖国青山绿水，为塞
罕坝保驾护航，再作新贡献。移动铁塔与塞罕坝林场望海楼遥相呼应。

基站网络优化。

用光影描绘时代画卷，为民族复
兴书写“信史”，为新时代中国留下

“小康印记”，是电影人的使命和担
当。近年来，我省电影艺术工作者通
过大银幕热情讴歌时代精神，先后创
作推出《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
江》《古田军号》《李保国》《那时风华》

《吕建江》《春天的约定》《情满天山》
《守岛人》《革命者》《后池新愚公》等
多部主旋律影片，打造出一批展现党
的光辉历史和新时代伟大成就的精
品力作。

深挖革命文化资源，
讲好河北红色故事

我省红色资源富集，地道战、雁
翎队、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等英
雄故事和英雄人物都相继被搬上银
幕，成就了不少红色经典电影。近年
来，河北电影人在继承传统、加强创
新、深入挖掘河北革命文化资源方面
一直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们不断用
优秀的文艺作品讲好河北红色故事，
从《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到《血战湘
江》《古田军号》，再到《革命者》《让这
首歌作证》等影片，大力弘扬革命精
神，让红色文化烛照河北人民在新时
代阔步前进。

1961年，周恩来总理到武安伯延
镇走访调查，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以此为背景创作而成。影片以真
实的画面、朴实的语言、动人的故事
再现了周总理心系百姓、忧国忧民的
伟大情怀，将一代伟人的形象生动、
鲜活地展现在银幕上。

历史不容忘记。作为纪念建军
90 周年、迎庆党的十九大的重点影
片，电影《血战湘江》以全景式镜头展
现了湘江战役的前前后后，再现了红
军长征史上的壮烈一幕，以艺术形式
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伟大长征壮举，歌
颂了伟大长征精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献 礼 影 片

《革命者》以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入
狱到英勇就义为叙事时间点，艺术
呈现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救国
的艰辛历程，通过陈独秀、赵纫兰、
毛泽东等不同人物视角，呈现其为
中国革命播火、点种、耕耘的形象，
彰 显 其 高 尚 的 革 命 精 神 和 人 格
魅力。

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展映影
片《让这首歌作证》，选取平山籍音乐
家曹火星的故事，以他创作歌曲《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背景，聚
焦建党百年，深刻揭示了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真
谛，形象刻画了在历史大潮中共产党
人的信仰力量、革命精神和燕赵儿女
的奋斗与担当。

“用光影故事讲述党的光辉岁
月，追寻红色记忆，致敬革命先辈，意

义重大。”河北影视集团副总经理、河
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靳国栋表示，深入
挖掘河北革命文化资源，厚植红色根
脉，激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
量，用电影艺术展现党的革命历史，
讲好中国故事，是河北电影人的光荣
使命。

记录脱贫攻坚历程，
描绘小康生活美好画卷

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阜平
考察扶贫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
党全国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
员令。河北电影人围绕脱贫攻坚战
略部署，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再现
了脱贫攻坚伟大征程中涌现出的优
秀人物和动人故事，热情讴歌时代精
神，用真情描绘小康生活美好画卷，
创作推出《李保国》《那时风华》《春天
的约定》《情满天山》《我不是葫芦瓢》

《扶贫主任》《扶贫路上》等多部脱贫
攻坚题材影片。

以“太行新愚公”李保国事迹为
原型创作而成的电影《李保国》，讲述
了李保国同志 35 年如一日，扎根太
行山，用科技为荒山带来苍翠，用产
业为乡亲拔除“穷根”的动人故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代塞
罕坝造林人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将
沙漠变林海，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绿色
奇迹。电影《那时风华》以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的评选诞生过程贯穿始
终，赋予塞罕坝故事以国际视角和现
代视角，是一部讲述中国故事、体现
中国情怀、弘扬中国精神的主旋律
作品。

作为我省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创作的一部重点影片，

《春天的约定》以年轻人“日记”的独
特视角，真切展现脱贫攻坚战役中扶
贫工作组的精神风貌，真实记录了驻
村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点
点滴滴。

这些影片中，有以真人真事为素
材创作改编的，有反映驻村工作组精
神风貌的，有展现人民群众自强不息
脱贫致富的，有聚焦援疆助力少数民
族发展的，影片风格多样，人物形象
鲜活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担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扶贫工作
付出的巨大努力。

小切口折射大主题，
小人物呈现大时代

近年来，河北电影界积极开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广大电影工作者走进工厂农村，
亲身体验基层生活，从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推出《吕建
江》《守岛人》《后池新愚公》《乡土》等
一批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人物
呈现大时代、以小故事呈现大图景的

影片。
根据吕建江先进事

迹改编的公安英模题材
电影《吕建江》，讲述了石
家庄市公安局民警吕建
江扎根基层，积极探索为
民服务的多种方法，以真
诚赢得了百姓信任，最终
成为当地百姓和广大网民
主心骨的故事。作为一部
有情怀、有温度、极具时代
感的用心之作，该片是对伟
大时代真善美的真实描摹，
是对英雄、对时代楷模的真
诚致敬。

“你守岛，我守你”“一件
事，一辈子”，电影《守岛人》根
据“人民楷模”王继才的感人事
迹创拍而成，影片选取王继才夫
妇守岛生涯的经典片段和闪光
瞬间，用一组组充满质感的镜头
细致表达了夫妻情、父子情、战
友情，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王继才
夫妇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守岛就
是守国”的家国情怀。

2015 年 12 月 至 2016 年 3
月，邯郸市涉县后池村村民组成

“义务修路队”，自带干粮，凿石
垒堰，用双手在石山里修出致富
的“愚公路”。电影《后池新愚
公》在此基础上改编创作而成，
影片体现了主动作为、无私奉
献、造福后代的新时代愚公精
神，记录了当代基层干部不忘初
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

《乡土》以石家庄市元氏县
铁屯村已故党委书记闫胜联
为原型，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铁屯村发展变迁的故
事。影片乡土气息浓郁，讲述
的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农村的
故事，体现了基层干部的为
民情怀和广大农民舍小家为
大家的宽广胸襟。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电影局局长史建伟认为，河
北电影人要继续深入挖掘
河北丰厚的文化资源，把
感人的革命故事、宝贵的
精神财富、燕赵儿女的英
雄传奇、时代楷模的奉献
篇章、国家大事的壮美画
卷搬上银幕，用思想精深
的 题 材 、艺 术 精 湛 的 演
绎、制作精良的品质，吸
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鼓舞人，不断提高电影
品质，光大河北电影
品牌，以持续推出的
电影精品讴歌党、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讴
歌新时代。

最近，有两条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新闻惹人注目。
一是多家媒体报道，位于荆州古城历史城区范围的

“关公雕像”，已完成头部拆卸，这尊号称“全球最大”的青
铜雕像将依法依规彻底“倒掉”。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
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在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等问题。

一个是具体个案的“拆违”，一个是全局层面的“建
章”。对照而看，令人深思感慨。很多时候，“拆”与“建”是
一体两面，然而其背后往往“乱花渐欲迷人眼”，拆而不
建、拆而难建、拆而乱建、大拆大建……

当“破”和“立”进入城乡建设中，具体到有形的历史
文化资源和无形的文化生态之际，其实本没那么复杂，道
理很清楚明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中华文明
的载体，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根脉不断，
枝繁叶茂，是中国故事、中国价值的源头活水。坚定文化
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的态度，建立科学、有力、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是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

最新数据显示，从1982年我国施行文物保护法，公布
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留下丰富的“家底”，不少
有价值的工业建筑、文化景观也逐步纳入保护体系。此外，
还确定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
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
护群。这些遍布城乡的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说着过去，深
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但是，在
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些遗产保护依然出现诸多问
题，包括大拆大建、拆真建假，随意破坏传统风貌，以及一
些地方在历史文化保护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等。

从罔顾价值的胡拆乱毁，到一刀切的“千城一面”，再
到盲目“贪大、媚洋、求怪”，可谓让人闹心糟心痛心寒心！
说到底，此类大手笔的“拆”和“建”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
文化短视，是一种黔驴技穷式的文化开发和政绩畸恋，耗
了金银、苦了百姓、断了文脉。

而两办此次印发《意见》，可谓“恰逢其时”。首先，《意
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强调“系统完整”“全面真
实”，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来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其次，《意见》第一次提出了以价值为基础的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不仅讲保护，而且特别强调“传承”，也就是通过历史文
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第三，《意见》强调系统性，即重新构建一个体系，把原来
条块分割、碎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明确了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源头、过程、方法和出路等，形成保护和传承“闭环”……

某种程度上，如果说，原来的保护体系主要依赖于地方对保护对象的理解和积
极性，那么此次《意见》则作出了宏观指导和具体要求，不仅明确了城市历史文化的
类型，而且强调“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三级管理体制”，为责任落实、评价
审核和监督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各层级形成保护合力提供了机制保障。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明、历史、传统精神的灵魂和载体。从“不敢破
坏”“不能破坏”到“不想破坏”，这条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9 月 9
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健身周活动
在石家庄西部长青冰雪小镇启动，省
会近300名残疾人和志愿者参加了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现场，残疾人展示了轮椅
太极拳、轮椅舞蹈、轮椅健身操、特奥柔
力球、聋人篮球、盲人跳绳等残疾人运
动项目。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健身周
活动以“我心向党，喜迎冬奥，助力残
运，欢乐健身”为主题。在未来一周内，
省残联将在石家庄举办轮椅太极拳、轮
椅大步走、羽毛球、飞镖、聋人自行车、
聋人足球、盲人跳绳、特奥趣味运动会

等10余项比赛活动。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上，河北

省残疾人运动员夺得16金11银5铜，并
9次打破世界纪录，创造了参加残奥会
的历史最佳战绩。残奥运动健儿的优异
表现，深深鼓舞和激励了广大残疾人，
大家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空前高涨。

“残疾人健身周活动为我们提供
了更多参与体育锻炼的机会。”来自石
家庄市桥西区的肢残人刘贵君表示，

“体育运动丰富了残疾人的业余生活，
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生活乐趣，增强了
幸福感。我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健身周活动中，强身健体，自立自强。”

用光影描绘伟大时代画卷
——近年来我省主旋律电影创作透视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河北省第 11 届
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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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电影《李保国》海报。 河北电影制片厂提供

② 电影《守岛人》海报。 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提供

③ 电影《乡土》海报。 河北电影制片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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