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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首都北京向北 !""多公里，河
北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
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相对于全

国 #亿多公顷的森林面积，这 $$%万
亩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
地处风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却显
得弥足珍贵。
她，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

$&'(亿立方米、释放氧气 ))万吨，
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年。将昔日飞鸟不
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
工林海，相当于为每 '个中国人种
下一棵树，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
文明建设范例。

绿色奇迹
塞罕坝从一棵树到一片!海"的

实践证明# 以超乎想象的牺牲和意

志苦干实干#荒原可以变绿洲#生态

环境一定能实现根本性改善

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驱车向
东北方向驶去，进入红松洼自然保护
区。在一整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远
远就能望见一棵落叶松兀自挺立。

%*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
壮，两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树龄已超
过 %**岁。不知谁悄悄用红布把树
干围了起来，树枝上还系着一条条
五彩绳，随风飘动。
“这是树神吗？”记者好奇。
“我们叫它功勋树。没有这棵树

就没有今天的塞罕坝。”林场党委办
公室主任赵云国说。

时间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她
还是茫茫原始森林中的一棵小树。
那时的塞罕坝，物产富饶，牲兽繁
育，是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清朝晚期，国势渐衰，为弥补国

库空虚，同治皇帝宣布开围垦荒。此
后，树木被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
退化成荒原沙地。

大自然的报复如洪水猛兽一
般。西伯利亚寒风长驱直入，内蒙古
高原流沙大举南进。
北京被几大风沙区包围，来自

不同方向的“灌沙”让首都上空常常
灰黄一片。如果不堵住这个离得最
近的沙源，不扼住这个风口，首都的
生态环境将难以为继。
上世纪 +*年代初，正值国民经

济困难时期，国家仍咬紧牙关，下定
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
被，阻断风沙。

,-+,年，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
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临危受命，带
着 +位专家登上塞罕坝。

在凛冽寒风中行进到第三天，
不知谁喊了一句：“你们看！”大伙儿
的眼睛瞬间都亮了：渺无人烟的荒
漠深处，一棵落叶松迎风屹立。
一群人扑上去抱住树，含着眼

泪大喊：“塞罕坝能种树，能种出大
树。我们要在它周围建起一片大森
林、大林海！”
塞罕坝机械林场由此成立。
,-+%年，'+-人肩负使命，或坐

车，或骑马，或徒步，豪迈上坝。他们
来自全国 ,.个省区市，平均年龄不
到 #!岁，,#(人是刚走出校园的大
中专毕业生。
初来乍到，热血青年们干劲十

足，两年种下 +!//亩落叶松。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当头泼

下一瓢瓢冷水：辛辛苦苦种下的幼苗

一株株接连夭折，成活率不到 .0。
不服输的塞罕坝人沉下心来，

找原因、想对策。
,-+!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决定

塞罕坝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林场
职工集中在三面环山的马蹄坑，连
续大干 !天，在 ),+亩荒地上种满
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
这就是让每个塞罕坝人都难以

忘怀的马蹄坑大会战。
经过 %/天焦急和不安的等待，

奇迹出现了，-+1+0的幼苗开始放
叶，奋力而顽强地伸向天空，塞罕坝
人在汗水与泪水交织中欢呼雀跃。

"年过去了，绿色不断萌发，希
望不断升腾。十年过去了，+/多万
亩树木让濯濯童山换了人间。
凭着超常的恒心和意志，塞罕

坝人仅仅用了 %/年，就造林 -+万
亩，总量 '&%亿多株。
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再次拔地

而起，浑善达克沙地的南侵步伐戛
然而止。三代人的青春和岁月，还清
百年间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在林场最西部的三道河口分
场，记者遇到了王建峰。
王建峰 $--$年到林场工作时，

塞罕坝已完成大规模造林，一片绿
色海洋。但没想到，他要去工作的三
道河口却还是海洋中的孤岛，举目
望去，沙丘连片。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

王。”在这块塞罕坝沙化最严重的区
域，从落叶松到沙棘，再到柠条、黄
柳，能种的都试了一遍，但种什么死
什么。
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到办法：

把在陆地上培育两年的幼苗，移植
到容器桶内再培育两年。取掉容器
桶进行栽植，既能保水，也能吸水。
三道河口终于开始由黄变绿。
时间走到 %/$%年，党的十八大

召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
未有的高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
启新的征程。
塞罕坝的绿色攻坚，也向着更

强的堡垒进发。那就是最后近 -万
亩石质荒山。
“这些地方大多岩石裸露，土层

只有几厘米，最大坡度达到 !+度，
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林场林业科
科长李永东说。
第一次上石质荒山，林场职工

范冬冬看着寸草不生的山坡，心里
直发怵：“怎么上得去啊？”
手脚并用爬了上去，第一项工

作就是挖坑。按照整地技术规范，需

要在山上挖出长和宽各 (/厘米、深
!/厘米的坑，一亩地要挖 ))个。
坑虽不大，可薄薄的土层下全

是石头，挖变成了凿。
但最难的还不是凿坑，而是搬

运苗木上山。坡度陡，机械无法作
业，只能靠骡子驮或人背。
苦心人，天不负！塞罕坝人硬是

啃下 (&)万亩硬骨头，全部实现一
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剩下的 $&!万亩，%/$.年将全

面完成。”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
“塞罕坝处于森林、草原和沙漠

过渡地带，三种生态景观历史上互
有进退，是全国造林条件最艰苦的
地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森林
培育专家沈国舫感叹。
但塞罕坝交出的成绩单却令人

惊讶：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达到全
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 %&(+倍，全国
森林平均水平的 $&).倍，世界森林
平均水平的 $&%'倍。

塞罕坝人用行动证明，再难，
树，都能一棵棵种出来；再难，绿色
奇迹，都能一步步干出来。

绿色接力
三代人#!!年如一日# 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像对待孩子一

样对待森林$人不负绿#绿定不负人

大光顶子山，海拔 $-!/米，塞
罕坝制高点。沿着石子路向上攀爬，
一座五层楼高的望海楼映入眼帘。

!+岁的刘军和 !(岁的齐淑艳
$$年前登上望海楼，当起防火瞭望
员，就被“钉”在这里。
“望海楼”，望的是林海，观的却

是火情。每天的工作就是每 $)分钟
拿望远镜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
不管有无情况，都要向场部电话报
告。晚上，他们再轮流值守。
简单重复的工作，坚持一天都

让人心生烦躁，更何况是 $$年。驻
守望海楼，注定要与孤独寂寞为伍。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画笔，

每天花 $)分钟跟着电视学习。如
今，望海楼里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书
画，“公鸡啄食”“葡萄熟了”……初
中还没念完的他，硬被寂寞逼成了
“画家”。

有了林场就有了望海楼。第一代
望海楼俗称马架子，土坯砌墙、草苫盖
顶，是创业初期塞罕坝最常见的房子。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这
是“老坝上”遵从的基本原则。
随后，望海楼逐步改造升级，但

也不过是座简易的红砖房，不通电、

不通水，取暖靠烧火。刘军、齐淑艳
一上山就住进这样的望海楼。
现在他们住的望海楼已升级为

第四代，%/$'年建成，底层是办公
室和起居室，拾级而上，顶层是瞭望
室，楼顶还有露天瞭望台。
如今，从红外防火到雷电预警，

塞罕坝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立体防火
监测系统。“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
代人眼的精确度，更不能取代防火
瞭望员的责任心。”林场防火办副主
任孙文国说。
塞罕坝仍有 -座望海楼，其中

.座由夫妻共同值守。

绿色贡献
从因林而生到与林共进# 三代

塞罕坝人用青春与汗水铸就的绿水

青山#在无声无息中变成金山银山#

诠释着绿色发展的真谛# 昭示着生

态文明建设更加美好的前景

北京环境交易所，塞罕坝林场
$.&'万吨造林碳汇正在挂牌出售。
全部 !()吨碳汇实现交易，可获益
$亿元以上。
森林每生长出 $立方米的林木

蓄积量，平均可吸收 $&.'吨二氧化
碳，释放 $&+% 吨氧气，这是大自然
回馈给塞罕坝的巨大财富。
种好树，塞罕坝人有一种朴素

的生态意识；用好树，塞罕坝人有一
种自觉的生态意识。
但仅仅 )年前，时任千层板分

场场长的陈智卿还在为职工每个月
的工资发愁：“守着那么大一片林
子，却感觉有了上顿就没了下顿。”
那是塞罕坝发展进程中无法回

避的一段阵痛期。木材占林场全部
收入的 -/0以上，销售渠道单一，
主要供应给煤矿用于巷道支护。随
着各地小煤矿接连关闭退出，木材
价格跌入谷底。
痛定思痛，塞罕坝从生态文明

建设大棋局中找准落子时机———
造林施工员曾立民告诉记者：

“当年人工造林时每亩按照 '''棵
的高密度栽植落叶松，我们通过近
自然管护，不断去除次树、选留好
树，最终每亩保留 $)棵左右，再利
用树下空间种上幼苗，高大的树冠
能为树苗挡风抗寒，对病虫害的抵
抗力也更强。”
这是塞罕坝独到的“砍树经”：

过去“以砍养家”，砍树是为了卖钱；
现在“以砍养树”，遵循去小留大、去
劣留优、去密留匀的原则，完善森林
生态链，让树木长得更好。

%/$%年，塞罕坝自我加压，将
每年木材砍伐量从 $)万立方米调
减至 -&!万立方米，这一数量不及
年蓄积增长量的四分之一。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东边不亮西边亮。少砍树不但

没有砸了塞罕坝人的饭碗，反而倒
逼塞罕坝人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把最擅长的育苗投入产业经
营，塞罕坝人如鱼得水。几年时间，.
万余亩绿化苗木基地一片嫩绿，
$.//余万株树苗可供商业销售，每
年给林场带来近千万元收入。
在开发与保护的考题上，塞罕

坝人常有意想不到之举。
去年，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接

待旅游者 )/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
!!//万元。按照规划，塞罕坝完全可
以承受 $//万人次接待量，再轻松增
加收入 !///多万元。但塞罕坝人却
做出决定：严格控制入园人数、控制
入园时间、控制开发区域、控制占林
面积。塞罕坝人并非看不上这笔钱，
而是算清了开发与保护的大账。
只要影响到树，影响到“绿”，眼

前有大钱也不挣！塞罕坝人就是有
这种“傻傻的抠劲”。塞罕坝人的“抠
劲”，彰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
观、长远观、整体观。
对自己吝啬的塞罕坝人，对周

边居民却格外“大方”。
在林场，只要不在防火期，周围

村民就可以进山采集野菜、蘑菇、药
材等林下作物，一年可为一个家庭
带来 )///元左右收入。

在围场县，从苗木种植到旅游
开发，从手工艺品制作到发展交通
运输，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搭上塞罕
坝这趟绿色发展快车，每年可实现
社会总收入 +亿多元。

守住绿水青山，塞罕坝创造了
价值难以估量的金山银山———

曾经的皇家狩猎场，成为今天
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塞罕坝有陆
生野生脊椎动物 %+$种，昆虫 ++/

种，植物 +%)种，大型真菌 $(-种。
在华北地区降水量普遍减少的

情况下，当地年降水量反而增加 +/

多毫米，为辽河、滦河涵养水源、净
化水质 $&'(亿立方米。

周边区域小气候有效改善，无
霜期由 )%天增加至 +!天，年均大
风天数由 .'天减少到 )'天。
以现有的林木蓄积量，塞罕坝

每年释放的氧气可供近 %//万人呼
吸一年。
中国林科院评估显示，塞罕坝

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超过 $%/

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
大自然没有辜负人的努力和付

出———上世纪 )/年代，北京年均沙
尘天数为 )+&% 天，如今已下降到
$/&$天。%/$+年，北京沙尘天仅有 )

天。巨变背后，塞罕坝的绿色贡献功
不可没。
更大的绿色奇迹，还在路上———

到 %/'/年，塞罕坝森林面积达到
$%/万亩，生态功能将显著提升，生产
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绿色产业健康发
展，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
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林场。

这是一条绿色发展的必由之
路，更是一条开创生态文明新境界
的希望之路。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张洪河 赵超

曹国厂 于佳欣 侯雪静

%据新华社石家庄 "月 #日电&

塞罕坝 从一棵树到一片“海”
三代人!!!年!在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种出百万亩人工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