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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绿色的奇迹——从“一

棵松”到“万顷林”，苍苍林海锁住了

茫茫荒漠，为京津构筑起一道坚实的

生态屏障，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

项“地球卫士奖”，成为全球环境治理

的“中国榜样”；这是一个传奇的故

事——三代造林人伏冰卧雪、艰苦奋

斗，用汗水和生命、奉献与牺牲诠释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

就了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塞罕坝精

神。2021 年 9 月 , 塞罕坝精神作为第一

批伟大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

播绿

塞罕坝，蒙古语称“塞罕达巴罕

色钦”，意为“美丽的高岭”，地处河北

省最北端、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

界处。历史上，这里松林千里，水草

丰沛。但从清末开始，内忧外患的清

政府将塞罕坝开围放垦，大量森林植

被被破坏，后又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

采伐和连年山火，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这片山青水绿的胜地已变为“黄沙遮

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茫茫荒漠。

在塞罕坝的北面，是我国十大沙

漠之一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 1400

多米，林场南面即是首都北京，海拔

43.71 米。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之间

直线距离仅 180 公里。“如果没有山林

阻隔，只要浑善达克一刮风，对北京

来说，无异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

子。”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于士涛告

诉记者。

面对“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

形势，1962 年 2 月，河北省塞罕坝机

械林场正式成立。随后，来自全国 18

个省市的 127 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

业生，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

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与原有

三个林场的 242 名干部职工，组成了

369 人的创业队伍，成为林场第一批

建设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

一场异常艰苦的种树战役打响

了。在高寒、高海拔的塞罕坝，当时每

年六级以上大风沙天气达六七十天，

冬季气温零下 40 多度。1962 年，林场

种植了 1000 亩树苗，成活率不足 5% ；

1963 年春又种植 1200 多亩树苗，成活

率仅 8%。面对这样的失败，一部分年

轻人动摇了，开始打退堂鼓。他们没

有被严寒和荒凉浇灭激情，却承受不

了一次次拼上命的努力付诸东流的现

实。塞罕坝，还能变回那个美丽的高

岭吗？京津的风沙之苦，还有办法解

决吗？

丰碑

2021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并来到百万

亩林海的起源地“尚海纪念林”，实地

察看林木长势。这片纪念林是以塞罕

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

的名字命名的。

1963 年，面对造林失败、群心动

摇的情景，誓要把党交付的造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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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好的王尚海，带领林场的几位领

导，分别把家从北京、承德和围场县

搬上了塞罕坝，从此将自己像一棵树

一样“种”在了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

最后一刻，他的遗愿是将骨灰洒在塞

罕坝，继续守着这片林子，看着一棵

棵树木茁壮成长。

摸 索 —— 失 败 —— 总 结 —— 实

践——再摸索 ......1964 年，在塞罕坝

上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王尚海带

领 120 名职工，爬冰卧雪，衣不解带，

通过自行育苗、优质壮苗、“三锹半”

植苗等自行探索出的方式，造林 516

亩，成活率达到了 95% 以上！这个成

功极大地鼓舞了第一代塞罕坝人的斗

志，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用无数个

不眠不休的奋战换来了一坡又一坡茁

壮成长的树苗。 

1977 年 10 月，塞 罕 坝 遭 遇 严 重

雨 凇 灾 害，受 灾 林 木 达 57 万 亩，树

木被压弯、压折的重灾林地有 20 万

亩——辛辛苦苦种了十几年的林子一

夜之间损失过半。雨、雪、风、沙、旱、

雹 ...... 一年又一年，大自然从未停止

过对这片土地和这群造林人的考验，

但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顽强

的塞罕坝人都没有被击垮。

一次又一次，他们擦干眼泪，

咬紧牙关，一棵一棵地清理

残木，一锹一镐地重新整地，

一片一片地重新造林。他们

坚信，树倒了，还能扶起来 ；

林子毁了，还能种出来 ；只

要人不倒，塞罕坝就不会倒！

塞罕坝自然环境条件恶

劣，大家常年露天作业，很多

人都患有心脑血管病、胃病、

类风湿等。当年林场没有医院，缺医

少药，轻的要么忍着，要么吃一些止

疼药来缓解，严重了才送到县城去就

医。据统计，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

者平均寿命只有 52 岁。

绿了青山白了头。三代塞罕坝人

接续奋斗，将火一样的青春、热血和

宝贵生命洒在这片土地中，孕育出一

座又一座苍翠的山，也树立起塞罕坝

人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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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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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5 日，第三届世界环

境大会将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奖“地

球卫士奖”颁给塞罕坝。塞罕坝的荒

漠化治理经验引起各国关注，中国的

“绿色奇迹”惊艳了世界。

今天的塞罕坝，春天群山滴翠，

雪映杜鹃 ；夏天绿海翻波，百花烂漫 ；

秋天层林尽染，五彩斑斓 ；冬天粉妆

玉砌，银装素裹。115 万亩林海宛若

一道绿色长城，有效阻截了浑善达克

和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向南侵袭，每

年为华北地区涵养水源 2.74 亿立方

米，牢牢护卫了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生

态安全。

征途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人工林，塞

罕坝不仅是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生动样本，也向世界传达了绿色发展

的中国理念。”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司司长郜进兴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谋划部

署、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

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

支持造林、森林抚育和林木良种，实

昔日的塞罕坝，风沙漫天、草木凋敝，一片茫茫荒原。 塞罕坝机械林场  供图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88

塞罕坝人创新了适合高寒地区的“全光育苗技术”。
塞罕坝机械林场  供图

施 森 林 质 量 精 准 提 升 工 程。2013—

2021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000 多亿

元积极推动森林资源培育工作，为国

土绿化提供有力支撑。

自 1962 年 至 今，各 级 财 政 累 计

向塞罕坝机械林场投入专项建设资金

13.51 亿元，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投

入资金 9.19 亿元，“十三五”以来，中

央财政投入 3.6 亿元、河北省级财政投

入 3.1 亿元。持续注入的财政资金，在

森林资源培育管理、林场基础设施建

设、森林草原防火、林业草原防灾减

灾、湿地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为

塞罕坝的建设发展提供着全方位保障

和坚实支撑，全场干部职工获得感和

幸福感不断增强，也让塞罕坝的社会

影响力逐步扩大，品牌效应不断显现。

“现在望海楼的条件比十几年前

真的好太多了！有电视，有网络，还

能洗上热水澡，做饭再也不用化雪水、

烧柴火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瞭望员刘

军、王娟夫妇告诉记者。他们每天的

工作是通过瞭望监测火情。瞭望工作

必须坚持双人 24 小时在岗，每天早 6

点到晚 9 点，每 15 分钟一次（高火险

时段夜间每 1 小时一次）向林场防火

指挥部通报林区情况。这项工作，刘

军和王娟已经坚守了 13 年。2021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拔 1900

多米的月亮山望海楼，与刘军夫妇亲

切交谈，鼓励他们要把林子守护好。

在塞罕坝林海深处不同位置的至

高点，一共分布着 9 座望海楼，被称

为“林海的眼睛”。于士涛说 ：“先进

的火灾监测手段仍然取代不了人工瞭

望。一旦发生火情，方位、小地名、地

形、地貌、风力、风向、火情大小和燃

烧 植 被 等 有 关

信息，必须在短

时 间 内 准 确 报

出，人工监测的

可 靠 性 和 准 确

性 是 一 些 先 进

的 仪 器 设 备 达

不到的。”“再先

进 的 设 备 也 比

不 上 我 们 的 眼

睛 和 责 任 心。”

刘军补充道。六十年来，塞罕坝没有

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为算好保护与开发的大账、长远

账，河北财政安排国有林场改革补助

资金 5016 万元，推动塞罕坝等国有

林场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探索建

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市场化新机制，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2016

年，塞罕坝林业碳汇项目首批国家核

证减排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签发，

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出售，成为当

时全国林业最大的自愿减排碳汇项

目 ；2018 年，顺利完成首笔 3.68 万吨

造林碳汇交易。这意味着塞罕坝林业

生态产品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取得了

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我

们将牢牢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重点战略方向，不断创新

投入方式，探索碳汇交易等融资机制，

支持塞罕坝林场‘二次创业’，切实把

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努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河北省财政

厅二级巡视员翟广平告诉记者。

如今的塞罕坝，每年可为滦河、

辽河涵养水源及净化水质 2.84 亿立方

米 ；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 86.03 万吨 ；

年释放氧气 59.84 万吨，森林中负氧

离子的含量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8.5 万

个。根据碳交易市场行情和价格走势

保守估计，造林碳汇和森林经营碳汇

项目可为塞罕坝林场带来超亿元的收

入。这是大自然回馈给塞罕坝的巨大

财富，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最好诠释。

2021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塞罕坝林场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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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政将继续认真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着力在增投入、建机制、转方

式上下功夫，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

不断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生态保护补

偿等生态文明财政支持政策，增强生

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促进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助力我国坚定走好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郜进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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