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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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在塞罕坝，不时能见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对于这里
的人来说，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2016年， 塞罕坝接待游客50
万人次， 门票收入达到4400万元。
但旅游收入只是塞罕坝金山银山
的一小部分。 塞罕坝总减排量为
47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汇项
目，如果全部实现上市交易，预计收
入超亿元。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第一
批次18.3万吨减排量的造林碳汇
已经开始运营。再加上苗木种植，到
手工艺品开发，塞罕坝每年可实现
社会总收入6亿多元。

但塞罕坝的金山银山远远不
是这些所能衡量的。 现有112万亩
森林，每年释放的氧气，可供199万
多人呼吸一年。每年，塞罕坝还为京
津地区涵养、净化水质1.37亿立方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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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

塞罕坝的生态治理也已经呈
现连带效应，在围场御道口、承德丰
宁千松坪、张家口塞北林场，一道长
长的绿色屏障已经拔地而起，有效
阻止了浑善达克沙地的南侵。

55年， 通过三代人的努力，曾
经的荒漠已经变回了绿洲。塞罕坝
人说，他们补上了历史的欠账，没给
子孙后代留下灾祸。

■来源于人民日报

3代人用55年时间
在荒原沙地种出百万亩森林

在“青石板”上栽出7.5万亩树林
荒原覆绿，林海归来。经过三代人

的努力，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高达
80%。然而，塞罕坝人并没有就此满足、
就此停歇。从2012年以来的这5年，塞罕
坝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坚造林———在
仅剩的一些石质阳坡，见缝插绿。

不到塞罕坝，体会不到在荒漠沙地
上种树， 是怎样的一种挑战和艰苦。一
眼望去，到处都是绿色的塞罕坝，如果
仔细观察， 就能看出地表生态的脆弱。
茂密的植被下面， 土层最薄的地方，只
有4厘米左右，下面就是砂石。

石质阳坡造林，好比在青石板上栽
树，一锹下去都是石头，还蓄不了水，而
且坡度太大， 最陡的地方达到了46度，
机械完全上不去。只能依靠人工或者骡
子，背着苗子上山栽树。有一次，连骡子
都站不住，滚下山坡，摔死了两头。

1995年参加工作的李永东， 现在
是塞罕坝林场林业科负责人，他和团队
一起进行技术攻关， 通过多次实验，选
择了樟子松作为树种。然后就是在青石
板上整地。在这些坡地挖个大坑，把里
面的石头全部刨出来。没有土，就到外
面运土，把土回填到这些坑里。为了解
决蓄不了水的问题，大家还想出了一个
好办法，在坑里铺上薄膜，留一个洞。这
样雨水就能灌进薄膜，把水保住了。

造林难，一代更比一代难。面对一
块又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这5年来，塞
罕坝人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攻坚
造林7.5万亩。 仅剩的1.4万亩造林空
间，也将在2018年全面覆绿。

这里，是中国北方的神秘氧吧，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这里有112万亩林海，4.8亿棵树
木，排起来可以绕地球12圈。

难以想象，55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日、遍野荒芜的寥落之地。更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
后，接连三代人前赴后继，像“钉子”般扎根在这里，在短短的55年间，硬是在荒原沙地上，徒
手种出百万亩森林。

这片创造传奇的土地，名字叫做“塞罕坝”。300年变迁史背后，是几代人令人震撼的努力
与付出。

三代务林人变荒漠为林海
300年前的塞罕坝，水草丰美、林

海茫茫，是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清末同治二年
起，开围放垦，肆意砍伐，导致沙土流
失，森林惨遭破坏，加上山火不断，千
里松林荡然无存。而在塞罕坝机械林
场， 三代务林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
造了荒漠变林海的绿色奇迹。

在塞罕坝林场展览馆的墙上，一
行行娟秀的毛笔字引人注意，这是第
一代林场人张启恩在退休多年后写
给当年林业部老领导的信， 信中写
道：要让鸟儿回来，停止沼泽地造林。

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时任
林业部造林司工程师的张启恩不仅
自己接受组织调遣，成为林场第一代
技术员，还把在中国林科院工作的妻
子和三个孩子从北京带到坝上。因为
在造林中意外摔伤，他的后半生都与
轮椅为伴。当年和张启恩一起上坝的
大中专毕业生有127位， 塞罕坝成为
当时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林场，但由于
条件匮乏， 第一代创业者的孩子，都
没能接受高等教育。塞罕坝机械林场
老干部科、时任塞罕坝阴河林场党支
部书记李建军说：“老一代人有个共
同点，他们爱孩子，但是林子有事情
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奔林子去。”

“爱孩子，也爱林子”，正是因为
知道生态文明事关子孙万代，塞罕坝
人才怀着一颗迫切之心，优先对满目
疮痍的荒原进行抢救。

塞罕坝的万顷林海中， 有9座夫
妻望火楼，55年没发生一起森林火
灾，瞭望员功不可没。每年9个月的防
火期， 每隔15分钟就要瞭望一次，一
天就要瞭望96次，一年要瞭望25000
多次，这种重复而繁琐的工作，很多
对夫妻都坚持了10多年。

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千层板林
场场长于士涛：“修复生态是我们几
代人的事业，功成不必在我，我们抱
定这样的决心，‘不破楼兰终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