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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乡分场范冬冬：
每天跑山看树才踏实

去年入冬以来，塞罕坝连下几场大雪，
积雪最浅处也有10多厘米厚，这对缓解防火
压力作用极大，但塞罕坝第三乡分场副场长
范冬冬仍不敢有丝毫怠慢。

3 月 11 日，天刚蒙蒙亮，他便爬下床，
简单吃过早饭，裹上棉衣、穿上棉靴，开始
了新一天的跑山。36岁的范冬冬，脸上透着

“高原红”，不算高的身材在雪地上矫健前行。
如往常一般，范冬冬穿梭在落叶松、樟

子松林中，仔细察看林间有无火情，护栏是
否破损，开春用于造林的苗木有没有被积雪
压断……参加工作以来，他的巡山日记写满
了关于林子的大事小情。

范冬冬是河北石家庄人，2007年从河北
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塞罕坝。15 年
间，他在这里安了家，并一步步从最初的技
术员，成长为主管造林与育苗的中坚力量。

尽管身份在变，但范冬冬对林子的感情
始终如一。

有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分管财务工作，
但还是天天跑山。“我就是坐不住办公室。”范
冬冬说着就嘿嘿一笑，“我没有睡懒觉的时间，
每天不到林子里看看，我心里就不踏实。”

对于范冬冬来说，2011年是他工作生涯
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这一年，塞罕坝正
式启动攻坚造林。作为营林方面的技术骨
干，他一直全程跟班作业，造林工程到哪，
他就跟到哪。

范冬冬介绍说，2011年之前，树苗容易
活的坝上地块，造林任务已经顺利完工，剩
下的全都是山高坡陡、立地条件极差的“硬
骨头”地块。“有的土壤厚度只有几厘米，有
的坡度甚至达到46度，难度超乎想象。”

因为坡陡地滑，机械无法上山作业，树
坑只能靠人工一镐一镐刨出来。头一镐下
去，便震得范冬冬双手生疼，待扒拉开几厘
米厚的土层一看，下面拳头大小的石砾一个
挤着一个。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难怪 50
多年了，这里没种活树。”

眼看坡面直栽难度过大，范冬冬与同事
们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换种思路——待平地
育苗成功后，再移植上山。

“苗木选择可有讲究了，要选‘矮胖子、
大胡子’，也就是株植粗壮、根系发达的，这
样更易于成活。”范冬冬说，“苗木运输时还
要用保湿透气的包装物打包并浇透水，不能
重压、日晒，还要保湿、防捂。”

接下来，运苗又成了难题。
一株容器苗浇透水后足有七八斤重，一

个骡子要驮两筐苗，踉踉跄跄爬一段，就累
得呼哧带喘，甚至还有滑坡的危险。骡子上
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工背运。一人背上
十几棵，筐上的麻绳在大家后背上留下了一
道道勒痕。

“在山上作业，最怕的就是看见云朵飘
来，因为一片云就可能带来一场雨。”范冬冬
说，很多次，他就头顶着塑料布，蹲在树下

苦等雨停。带的热水若是喝光了，就只能用
凉水泡方便面充饥。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
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现如今，
98.9%和92.2%的历史最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
率推进塞罕坝人的美好愿景走向现实。

身为技术人员，这两年，范冬冬又开始
了丰富塞罕坝树种的探索。他请新疆同行邮
寄西伯利亚云杉树籽，并引进东北地区的水
曲柳、黄菠萝等树种。

“哪怕失败一百次，有一次成功也值
了！”范冬冬坚定地说，引进树种的事儿要坚
持做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林
子的稳定性，减少病虫害等问题发生。

随着同事的呼喊声在远处响起，范冬冬满
怀歉意地打断了采访：“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
聊。”他又一头扎进林子，继续“跑山之旅”。

北曼甸分场张立：
爱上这里的执着与坚守

塞罕坝有多冷？塞罕坝北曼甸分场的
“90 后”女职工张立向记者讲述了印象最深
的一次经历。

那是2020年11月，她上山到营林区，入
库验收木材。此时，正是坝上最冷的时候，
西北风刮起，砸在脸上生疼，雪深的地方已
经没过膝盖，偶尔一不小心掉进雪窝，靠同
伴搀扶才能拔出腿来。清点木材时，她一边
用笔作记录，一边冻得跳起“踢踏舞”。

“当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20 多摄氏度，
眼睫毛上都是冰，冻得我鼻涕直流、手脚发
麻。”张立说，“好在当时已经工作一年多
了，对这种工作条件已逐渐适应。”

张立是土生土长的围场人，2019 年 10
月，林学专业毕业的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名年轻建设者。

“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但终究抵不过心
中的那份牵挂。”谈到自己的选择，这位文静
又稍显柔弱的姑娘一脸平静。问及做出选择
的原因，她说这是自己的初心，也是受前辈
们的影响。

“小时候，就觉得这里的景色太美了，随
便怎么拍照都很好看。”在张立的记忆中，幼
时的自己特别向往坝上的生活，一有空闲就
会来这里游玩，“上大学后，虽然离家远了，
但每次放假回来，我都要到林场转转。”

深入了解林场历史后，她决心像老一辈
务林人一样，做一粒绿色的种子，扎根这片
绿海、守护这片绿色。

2019年，初到北曼甸分场的张立，便下
沉到一线——石庙子营林区，从事营林造林
工作。起初，她感觉身边一切都是新鲜的，
浑身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可慢慢过了几
天，热情与信心开始消减。

“营林工作需长期在户外，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条件很是艰苦。”张立坦言，那
段时间，自己动摇过、纠结过，甚至还在被
窝里偷偷掉过眼泪。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台阶营林区主任于
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她。

2006年，于洋主动放弃了留在部队的机
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塞罕坝。在营林区，夏
季，他与强烈的紫外线为伍，冬日，他又与呼呼
的西北风为伴，生产繁忙时，他从清晨6点就
要开始工作，直到晚上8点才能下山，就连妻
子生产，他也仅是请了3天假。基层工作15年，
他没有一句怨言，也从未后悔过。

“和于洋主任那时候的工作条件相比，现
在的我，在通水、通电、有暖气的营林区里
工作生活，还有什么理由退缩呢？”张立暗下
决心：“不能愧对自己的专业，一定要为家乡
奉献自己的力量！”

站在泥泞的土地里，她主动学习“三锹
半植苗法”栽植；穿梭在挺拔的树木间，她
尝试运用“去密留疏、去小留大、去劣留
优”原则进行选择……一年时间里，她走遍
了管辖区域内的每一片林子，学会了如何识
别树种，见证了每一株树苗的成长。

2020年，她调回到场部工作，被分配安
排至经销股。这让张立远离了大部分户外工
作，更多时候是在办公室做表、入账、归
档，但她依旧兢兢业业，没有一丝放松。

“我一直在思考，还能为林场做些什
么？”张立认为，“林三代”们要传承塞罕坝
精神，继承老一辈务林人对林业事业的执
着，用一个个细小进步、一天天认真负责、
一次次优异成绩，共建美好的塞罕坝。

“作为一名大学生，回到这片土地，就应
该起到自己的作用，将学到的林业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更好地守护这片林子。”张立说。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袁中伟：
当好塞罕坝的“森林医生”

3月12日清晨，迎接着第一缕阳光，一
棵戴着“雪帽”的云杉幼苗热情地张开绿枝。

望见此景，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技术
员袁中伟小心扒开积雪，仔细观察着茎干情
况。“这个季节降雪还比较多，山鼠都藏在雪里
不出来，时常啃咬树皮。”说罢，他又沿着山鼠
脚印，在林间空地布下鼠夹、架起钢丝索套。

“森林医生”——“80 后”袁中伟喜欢
这样形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以此为荣。
2011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学专
业的他，决定到塞罕坝一展所长。

给森林“看了 10 年病”，但袁中伟的脸
上并没有像其他务林人一样透着“油松黑”。
他调侃道，因为每天都要在林间穿行20多公
里，树荫遮住了太阳，根本晒不到。

冬季穿行是为了防鼠，其他三季则是为
了防虫。

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塞罕坝树种单
一、成熟林面积较大，是适生虫害的先天温
床。因此，最初几年的春夏之交，袁中伟经
常与同事们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到达作
业地块，身背约30公斤重的药剂和设备，举
着喷头并排前进，漫山遍野地喷洒药物。

因为虫情年年都在变化，袁中伟不断观
察各种害虫的生活习性，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2019 年5月，他发现森防站缺乏落叶松
鞘蛾生活史资料，于是就从阴河分场红水营

林区取来幼虫，放在监测点进行人工饲养。
小米粒大小的幼虫，肉眼极难看清，但袁中
伟坚持每天观察一次，次次都要核对数量，
只为精准判断幼虫高峰期。

“4月底防治鞘蛾，5月防治尺蛾，5月下旬
到6月上旬防治松毛虫……”这些防治计划，
袁中伟已是倒背如流。在他与同事们的共同
努力下，塞罕坝森防站先后主持完成了《白毛
树皮象预测预报技术规程》等5个地方标准，
在全省组织的森防联合检查中多次荣获第一。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病虫害防治手
段得到更新发展，塞罕坝也开始利用无人机
防治森林病害。

2020年6月，袁中伟熟练地操作无人机，
在三道河口分场周边林区急速升空，通过高清
摄像头，巡查林木病虫害防治进展。“无人机

一次能防治十几亩地，特别适合树林茂密、
地势陡峭等人进不去的地方。”他告诉记者。

“学驾驶无人机可比学开车难多了。”袁
中伟说，无人机在空中并非说停就停，而是
上下飘浮、动态摇摆的，既要学习高度、风
向等操作知识，还要上机模拟飞行，锻炼手
感。此外，操作者的方向感也极为重要，不
然，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坠机”。就这样，
袁中伟没日没夜地练了20多天，最终顺利通
过考试。

据了解，借助“天、地、人”立体化防
治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塞罕坝机
械林场成功建立起高效的管控防治体系。

“这几年塞罕坝的林子很健康。前辈们把
林子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负起责，
要把这片林子守护好。”袁中伟语气坚定地说。

23日下午，习近平首先考察了位
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八月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林场始
建于 1962 年。近 60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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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来到海拔1900米的
月亮山，远眺林场自然风貌，听取河北
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情况介绍，对林场打
造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一体化资
源管护体系，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我国人工
林面积世界第一，这是非常伟大的成

绩。塞罕坝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
海，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
型，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
誉——地球卫士奖，机械林场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希望你们珍视荣
誉、继续奋斗，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
动绿色发展、增强碳汇能力等方面大胆
探索，切实筑牢京津生态屏障。月亮山
上建有集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为一体
的望海楼。习近平亲切看望驻守望海

楼13年的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并登
上望海楼，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和
饮食起居情况，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
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

尚海纪念林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
原马蹄坑造林会战区，是百万亩林海
起源地。习近平来到这里，沿木栈道
步行察看林木长势，了解动植物保护
等情况。习近平对林场的工作给予肯
定，并再三叮嘱，防火责任重于泰

山，要处理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坚
持安全第一，切实把半个多世纪接续
奋斗的重要成果抚育好、管理好、保
障好。要加强林业科研，推动林业高
质量发展。离开纪念林前，习近平同
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询问他
们工作生活情况，共话林场沧桑巨
变，共谋林场未来发展。习近平强
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
泣的艰苦奋斗史。你们用实际行动铸

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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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习近平
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
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弘扬塞罕坝精神 努
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2021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发）

春节一过，云南省保山市工贸园区很快“变热”。云
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一期 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生产
线，机器早已开足马力生产。从2020年12月25日打下第
一根桩，到2021年12月11日启动试生产，通威公司仅用
不到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

“投产快，是因为背后有群‘店小二’！”云南通威高
纯晶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闫一夫说。保山市委市政府
按照“需要什么人就抽什么人”、“什么人能推进工作就
抽什么人”、“强抽人、抽强人”的原则，组建工作专
班、脱岗进驻一线，全程服务项目建设。保山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弘宏说：“企业只管生产，公共服务、
审批手续我们政府来办！”

“十三五”以来，地处滇西边境的保山市发挥水电资
源和硅产业优势，举全市之力，推动水电硅材产业一体
化发展。2020 年 3 月 19 日，受疫情影响无法见面签约，
保山市委市政府积极协调，与通威公司通过“云签约”
方式签订了合作协议。

协议签订，保山市委市政府排出项目施工图、时间
表，具体到天、责任到人，全力推动项目建设。2021年
12月11日，一期项目提前试生产。保山市投资和促进局
投资服务科科长吴良旭介绍，全部项目预计2025年建成
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税收20亿元，新增
就业岗位5000人。

政府“店小二”当得好不好？由市场主体说了
算。2021 年 11 月，云南省建立市场主体直接评价营商
环境制度，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困难和问

题的，可随时随地通过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
诉举报，平台自动将反映的问题转有关部门办理，做
到投诉举报、交办处理、跟踪督办、结果反馈等全流
程网上办理。

今年1月，一名包工头通过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投
诉保山市施甸县财政局，反映当地一项目拖欠农民工工
资 3 年。平台接到投诉后，将问题转给施甸县财政局。
施甸县财政局今年春节前拨付50万元，并明确了剩余资
金待审计结束后及时拨付。包工头说：“平台回应快，
让我们与政府的沟通更顺畅了！”问题解决，这名包工头
很高兴。

长期以来，“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
题是制约投资创业的难点。保山市推进“放管服”和证
照分离改革，压缩企业办结时间，用减政府权力的

“痛”，换企业、群众办事的“爽”。数字说明成效，2021
年，保山市新登记市场主体34324户，市场主体数量达到
182549户，同比增长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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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接续奋斗，传承好守护绿色的“接力棒”——

塞罕坝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刘乐艺

牢记使命，接续奋斗，传承好守护绿色的“接力棒”——

塞罕坝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刘乐艺

初春时节，冰雪尚未消融，阳光
照射在冰冷的雪原上，雪映青松，韵
味无穷，恰似一幅泼墨山水画。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
场，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
每年可涵养水源量2.84亿立方米、释

放氧气59.84万吨，牢牢守护着华北
地区的生态安全。

然而，这片生机勃发的土地，60
年前却是荒寒冷寂、黄沙漫漫。为改
变当地自然风貌，1962年，塞罕坝机
械林场正式成立。近60年间，三代塞
罕坝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

与毅力，成功将“黄沙遮天日，飞鸟
无栖树”的荒坡变为万亩林海。

如今，绿色“接力棒”已传递至“80
后”“90后”中青年林场职工手中。紧跟
前辈的脚步，“林三代”们迎接新机遇、
不畏新挑战，在续写塞罕坝“绿色传奇”
的同时，用青春奏响激昂的奋斗乐章。

云南保山——

“店小二”当得好不好？市场主体说了算
杨文明 程 浩

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周 旭摄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周周 旭旭摄摄

本栏目主持人：刘乐艺

▼范冬冬在测量树木生长情况。

▲张立在验收木材。

▶袁中伟在整
理林业数据。

制图：潘旭涛

▶ 塞 罕 坝 机
械林场风光。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