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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物

“没赶上深圳、浦东，绝不能再错
过雄安”

巨大的螺旋绞刀头探入淀底，将黑色淤泥切
割、搅动、打散……安新县白洋淀生态清淤工程
现场，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总经理彭旭更
正关注着绞吸船作业。

“淤泥清走之后，我们要实施自然修复，栽种
穗花狐尾藻、轮叶黑藻、竹叶眼子菜等沉水植物，
同时增殖放流螺蛳、湖蚌和底栖性鱼类，逐渐恢
复生态。”一双粗糙的大手，沾满泥土的裤管，黝
黑的脸上爬满皱纹，49 岁的彭旭更语速缓慢却
充满自信，让人感觉像个沉稳又傲娇的“建筑工
人”。

但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2017
年之前，他是中交天津航道局设计院的院长，国
内顶尖的疏浚工程和水环境治理专家之一。天
津港建设、曹妃甸填海、南海岛礁建设、港珠澳大
桥项目……他参与过众多国家级大项目。

2017 年 4 月，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刚刚公
布，作为工程领域专家，彭旭更被组织选派到雄
安，成为雄安新区第一批建设者。

“那时候什么都不明确，连具体负责什么工
作都没问，接到任务就来了。”彭旭更回忆起当时
的想法，“党和国家需要我到哪里，咱就去哪里。”

谈到奔赴雄安的心路历程，彭旭更给记者讲
起一段往事，当年他还在港珠澳大桥项目上的时
候，一个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能
创造各种世界奇迹？

彭旭更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认为关键有
两条，一是集中力量办国家大事的体制，二是上
下一心无问西东的奉献精神。

如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90 年代的浦
东，设立雄安新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吸
引着无数希望建功立业的人们。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彭旭更说，
“没赶上深圳、浦东，这次绝不能再错过雄安。”

彭旭更带领的雄安集团生态公司因“战斗力
强”“专啃硬骨头”被称为“生态铁军”。

他们中，有的是入党30多年的老党员、原单
位的技术骨干，放弃了原单位的职务和待遇，受
组织派遣，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来到雄安；有
的当年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创业激情，
抛开大城市诱人的工作环境奔赴雄安，从一片庄
稼地里开始全新的事业。

今年50岁的侯永清是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
司安全总监，是生态公司所有建设项目的质量、
安全、环保、防疫方面的“大管家”。2017年来到
雄安新区之前，他已经是中铁建区域副总指挥，
在大型央企里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职业前景，一切
顺风顺水。

“到雄安新区去，是和平年代党员建功立业
的最好机会。”2017年，组织部门向各大央企“要
人”支援雄安新区建设时，侯永清毫不犹豫从天
津来到了雄安。

有人因时代责任而来，有人则为了寻找更大
的舞台而来。

2017 年 8 月 31 日，雄安新区迎来首次公开
招聘：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23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应聘者来

自全国 27 个省份，其中北京、河北、天津应聘者
居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绝大多数。

雄安集团水务公司副总经理柯雄峰老家在
湖北黄冈，1983 年出生，在武汉读的大学，“学
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后曾经跟着导师在深圳实
习过，天津滨海新区设立那一年，我从深圳去
的天津。我是一路追着‘新区’走的。”

“年轻人干事创业，就得找新区这样的舞
台。”柯雄峰说，2017年 8月，已经在滨海新区工
作了8年的他听到了雄安新区招聘的消息，毅然
跑去面试。

“有挑战性、有开创性、有成就感的事业最吸
引人。”柯雄峰举例，作为从事水务工作的人来
说，会对水务管理“从源头到龙头”的体制创新格
外向往。在一般的城市，机制和利益藩篱不容易
打破，但在雄安新区，这种改革创新的环境就非
常宽松。

对于从事风景园林设计专业的石其旺来
说，雄安新区简直是他职业生涯中可遇不可求
的机遇。2017 年 9 月，石其旺也离开了供职的
央企从北京来到雄安，跟着彭旭更等人一起种
起了树。

“我们在这里实践全新的‘近自然林’的造林
理念。”石其旺从进入雄安集团开始，一直从事植
树造林工作，从选树种到苗木运输，从挖坑植树
到后期养护，所有环节都参与。在他看来，与传
统城市造林不同，“千年秀林”着眼长远，探索在
平原地区大面积建设异龄、复层、混交样式的近
自然林，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用全新理念种下“千年秀林”

建设，规划先行；动工，生态先行。
彭旭更的专业本来更侧重水环境治理，可是

初到雄安时，由于各项规划尚未完全细化，他接
到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种树。

从 2017 年秋季开始，雄安新区启动了以建
立城市森林为目标的“千年秀林”工程。

先植绿、后建城，植树造林对新区来说意义
重大。由于是新区的第一个建设项目，没有任何
经验可以借鉴。

与传统的城市造林不同，新区的“千年秀林”
以近自然林为主。“近自然的核心要义是森林培育
接近自然，优于自然，通过人为的合理恰当干预，
加速森林的发育进程。”彭旭更回忆，他和同事们
虽然在工程组织方面都很有经验，但对于采取新
理念种树却并不精通，大家只能从头开始学起。

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要求，雄安
集团组织编制了《雄安新区造林工作手册》，对工
程组织指挥、合作用地、招投标，苗木选择、采挖、
包装、卸运、种植、浇灌及后期管护等各环节都制
定了严格的标准。

2017年 11月 13日 9时 38分，位于雄县雄州
镇南辛立庄村温白公路西侧的 9 号地块合作造
林一区5号标段，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工程栽下
第一棵树，新区建设平原地区异龄、复层、混交的
近自然森林由此拉开大幕。

侯永清还清楚地记得五年前种下第一棵树
时的细节：油松，标准要求每个土堰的内直径约
为 1.2 米，深度约为 25 厘米，宽度约为 30 厘米。
每棵树踩实、扶直、对准后，再拿尺子测量土堰的

深度。
即便对老工程人侯永清来说，“千年秀林”工

程也属于难啃的“硬骨头”。
首先，新理念需要一步步接纳。
和千年大计相辅相成的，“千年秀林”造林理

念突出“五新”：理念新，在城市发展中让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机制新，按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合作方式，以企业与农
户或集体间多要素多方式合作，使群众获得稳定
的长期收益；模式新，坚持因地制宜，通过多种经
营、多元发展、多业并举、多轮驱动的方式，让群
众实现融入城镇化、务工产业化、合作股权化、收
入多元化的目标；技术新，建设“千年秀林”，打造
全冠种植、异龄复层混交的近自然森林；环境新，
干群一心，创建新区良性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新
区发展成果。

其次，新技术需要一点点学习。
石其旺说，“千年秀林”的一大特色是同步建

立森林大数据系统，每棵树都有“身份证”。
高度2.1米、地径5.8厘米……一扫油松上的

二维码，这棵树的情况一目了然。据了解，每棵
树都在苗圃选材时就登记了二维码，这也是每棵
树的专属“身份证”，扫描后能详细了解到苗木的
来源、树种、规格、产地等情况。

为种好“千年秀林”，雄安集团组织开发了雄
安森林大数据系统。在大数据系统中，每棵树都
有自己的身份档案，树木在出苗圃时登记二维
码，即拥有了专属“身份证”。系统里集成了每棵
苗木的树种、规格、产地、种植位置、生长信息、管
护情况等，既可以加强过程管理，也便于后期
管护。

而对于彭旭更来说，“千年秀林”工程最大的
挑战是工作量。

9号地块一区总面积约 1万亩，涉及雄县雄
州镇、容城县平王乡两个乡镇 8 个村，造林完成
后将成为城市组团之间的重要生态缓冲区和生
态福利空间共享区。

2017 年底，省政府又给新区下达了十万亩
造林任务，面对十倍速的任务增量，彭旭更和同
事们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千年大计面前没有一时得失，国家大事面
前没有个人荣辱，不把苗木栽植任务完成，我就
把自己栽到地里去。”最艰难的时候，彭旭更跟大
伙儿喊出一句“狠话”，同事们被他战士般昂扬的
斗志感染。从那天起，全员横下一条心、吃住在
工地、奋战在现场，不分昼夜、不知疲惫，最终超
额完成春季造林任务。

2019 年 1 月 16 日，彭旭更作为千年秀林建
设者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见到总
书记的那一刻，同事们注意到，这位大放狠话的
硬汉也忍不住湿了眼眶。

时至今日，绿树成荫，40多万亩“千年秀林”
已在新区大地上优美铺展、茁壮生长。

他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其实最煎熬的是刚到雄安那几个月，每个
人心里都很焦急。”回忆起五年前初到雄安新区
时的感受，一向沉稳冷静的彭旭更最深的感触竟

然是“焦急”。
自2017年4月1日设立以来，雄安新区的一

举一动都备受外界瞩目。
可是到雄安的前几个月，这里没有人们想象

中大规模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没有迅速崛起的高
楼大厦，更没有一线城市的热闹与繁华。

许多工作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步
都是在为这座未来之城夯实根基，也是新区成长
壮大最原始的细胞。

对于雄安新区建设的快与慢，身处其中的建
设者们感受更为深刻。平静如水之下，彭旭更和
同事们深知外界对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的急切
期盼。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彭旭
更说。

2017年4月1日当晚，容城县奥威路100号，
一座灰色高楼。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和筹备工作
委员会几十名工作人员连夜进驻这里。临时党
委和筹委会已接管了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人事、
党务、社会稳定等工作，开始行使规划、建设、国
土等管理事权，正在昼夜不舍、有条不紊开展各
项工作。

万事看开头，起步定后程。彭旭更和同事们
虽然着急，但要做的第一步，是先要让新区上下
把握好“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的定位，磨刀不误
砍柴工，组织造林专业人员来讲“千年秀林”的技
术和安全培训课。

这些课程内容从造林技术培训讲到施工现
场安全基础知识，从全年造林计划讲到合作造
林的百姓收益。老师讲得清楚，百姓听得明白，
在一问一答中，雄安蓝绿交织的生态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千年秀林”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快速
提升。

抽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柯雄峰已经在一
处分洪道工程现场连续工作了三天，几乎一直没
怎么合眼。等待记者到来的一眨眼工夫，他就靠
在椅子上睡着了。

记者的到来打断了这短暂的瞌睡。柯雄峰
身子一弹，从椅子上蹦起来，径直跑到身后的文
件柜里拿出几幅项目示意图——刚从睡梦中被
惊醒，他竟下意识地把我们当成了项目单位的
访客。

“看到没，这套动作熟练得都让人心疼。”办
公室里的同事苦笑着说。

柯雄峰在他的团队里也算是出了名的“狠
人”：新盖房分洪道工程，全长30公里，他几乎每
天都要转上一遍；每晚 9:30分开个调度会，凌晨
4点还在供水管廊里抢险维修……

但他有个人尽皆知的软肋，就是不敢接女儿
的电话。

小女儿刚上二年级，正是粘人的时候，有时
候会用奶奶的手机给爸爸打电话。柯雄峰要么
忙得没时间接，要么根本不敢接。

“觉得亏欠孩子……”柯雄峰翻出手机里的
微信聊天记录，眼睛更红了，“将来总有一天，我
会带孩子来看看我们亲手建设的雄安，告诉她，
就是雄安新区通过南水北调引用了来自我们家
乡的长江水。告诉她一条江水连着两个家，这是
多么的奇妙和美好。”

2017年4月1日，一则重大消息正式对外公布——“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
雄安新区。”此消息如平地一声春雷，举世瞩目。

这一年，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召唤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带着“画笔”和热情，从五湖四海
汇聚而来。这其中，以彭旭更为代表的“生态铁军”，从植树造林、白洋淀治理起笔，为雄安打上了“蓝绿交
织”的生态底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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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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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们进一步亲历着一座
现代化新城的拔地而起。

以“一张白纸”为起点的雄安，
如今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城市风貌逐
步提升，启动区、容东片区、容西片
区、雄东片区等重点片区和重大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承载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的雄安新区正在全力加快实现

“显雏形、出形象”。
去年年初，雄安新区立足把握新发

展阶段和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锚定“显雏形、出形象”目标任
务，提出了“五新”目标，即“形成新
形象、建设新功能、发展新产业、聚集
新人才、构建新机制”，持续加力掀起
项目建设新高潮，重大项目和重点片区
建设按下“快进键”，加快推动重大国
家战略落地见效。这也为我们“生态铁
军”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从开始谋划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
记就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

先植绿、后建城，“千年大计”从
“千年秀林”开始。300米进公园，1公
里进林带，3公里进森林……近些年，
郊野公园、悦容公园等一批公园已经建
成，“千年秀林”、中央绿谷等正在持续
建设，都市人向往的田园城市风光和生
活正在雄安新区成为现实。

保护好森林宝库，重点是提高智慧
防灾灭灾能力，提高森林火灾预防监测
科技含量。目前，新区规划建设部门正
在开展河北雄安新区森林火灾高风险区
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将在新区原有90
个防火视频监控点位基础上，新增防火
视频点位，升级部分现有视频监控系
统，购置扑火物资等，逐步完善森林防
火基础设施设备，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
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巩固生态建设
成果。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白洋淀焕发出
勃勃生机。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专程前
往白洋淀。考察中，总书记强调，建设
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
护好。

新区设立以来，通过引黄入冀、南
水北调以及上游王快水库等，每年为白
洋淀补水3亿至4亿立方米。短短几年
治理，流入白洋淀的 3 条河流都“摘
帽”了劣Ⅴ类水质。2017年前，白洋
淀水质为劣Ⅴ类至Ⅴ类重污染，此后每
年上一个台阶。2021年，白洋淀淀区
及上游有水入淀河流水质全部达到Ⅲ类
及以上标准，为1988年恢复蓄水有监
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水面面积扩大至
277平方公里。

最近我们正在对白洋淀综合治理四
期工程进行安排。今年，雄安新区将继
续深化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加
强淀中村、淀边村环境整治和旅游污染
防治，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加
快“无废城市”试点，抓好“千年秀
林”建设，积极构建“一淀、三带、九
片、多廊”生态格局。

（口述/彭旭更 整理/河北日报记
者 袁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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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雄安在召唤雄安在召唤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袁伟华 张润芳张润芳 郭东郭东 通讯员通讯员 宋倩倩宋倩倩

彭旭更彭旭更。。 宋倩倩供图宋倩倩供图

◀◀雄安新区白洋淀旅游码头雄安新区白洋淀旅游码头。。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史晟全摄

▲2017年 11月 13日，雄安新区“千年秀
林”工程栽树场面火热。 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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