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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坚决要上坝，嘿，要
上坝！哪怕它，冰天雪地风沙
大，哪怕它，深山密林无人家，
六女坚决要上坝……”唱遍承
德市大街小巷的歌曲向我们讲
述着“六女上坝”的故事。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风
沙荒漠到塞上绿洲，塞罕坝的
绿色奇迹是一代又一代塞罕坝
人坚守使命、不懈奋斗的结
果。他们当中有一批青年学
生，怀揣梦想，走出校门，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
六女，就是其中的一抹亮色。

上世纪60年代初，承德
二中正在开展向青年楷模邢燕
子学习的活动，鼓励学生主动
到广大农村建功立业。邢燕子
成为无数女孩子的偶像。

1964年，承德二中一间
女生宿舍里，住着高三和初三
两个年级的六名女生，她们是
陈彦娴、李如意、王桂珍、王晚
霞、史德荣、甄瑞林。她们成绩
优异，个个都是人才。陈彦娴
是屈指可数的“冰上飞燕”，花
样滑冰、速度滑冰无不精通，曾
在省市运动会上拿过名次；甄
瑞林是校运动队的跳高运动
员，100米、跳远也名列前茅；
王桂珍是数学课代表，多少难
题都难不倒她；李如意、王晚霞
是二中的“女秀才”，语文、俄语
大赛中均榜上有名……这些优
秀的女孩子被邢燕子的先进事
迹感动着。一天，陈彦娴听在
塞罕坝工作的邻居说，塞罕坝
机械林场刚刚成立，需要人才
尤其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是考

学还是上坝？整个宿舍都在思
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六
个女孩子最后决定，听从祖国
的召唤，坚决上坝！六姐妹不
顾家人反对，毅然向学校提出
了放弃升学、到坝上去的申请。

那年 8 月，经过两天颠
簸，被晃成“土猴”的姑娘们
终于到达了这个考验人意志的
地方。在塞罕坝，寝难眠，住
房只有窝棚和地窨子；食难
咽，食物只有莜面和土豆；路
难行，出行全是山路，要靠马
车进出……但六个坚韧的姑娘
还是乐呵呵地坚持了下来。别
人怎么干，她们就怎么干，稚
嫩的双肩担负着与男人同样的
重担。上坝三年，姐妹们从未
探过亲。第四年春节前，领导
特意派了一辆大卡车送她们下
山到火车站，还派了一台链轨
拖拉机在前面推雪开道。但最
终，因风雪交加，拖拉机掉进雪
坑、汽车抛锚，回家的计划告
吹。山不能下，家不能回，六姐
妹只能含着泪，拉着手，踩着没
膝深的雪，摸着黑返回林场。

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情
况下，六位姑娘与其他创业者
们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任务。她
们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听从
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来自牢记使命，忠于职
责，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自把
对党的忠诚化作实干的动力，
纵有千难万险也在所不辞。

（作者单位系河北师范大
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
资源研究中心）

六女上坝：

用青春点染绿水青山
安巧珍

从不毛之地到茫茫林海，塞罕坝不仅
见证着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的神奇，更见证
着一种信念和精神的崛起。

塞罕坝精神源自荒原变林
海的壮举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
丽的高岭”，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处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
地南缘。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美、森
林茂密、鸟兽繁多之地。清朝康熙皇帝曾
设立木兰围场，作为“哨鹿设围狩猎之
地”，塞罕坝就是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到清朝末期，木兰围场开围放垦。原
有的林木被大肆砍伐，加之山火不断，曾
经的原始森林迅速退化成了一片荒山秃
岭，呼啸的沙尘暴频袭北京，严重的水土
流失威胁京津水源。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承担
起了绿化山河、改造荒原的时代重任。在
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塞罕坝人挺身而出。
自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以来，三
代塞罕坝人始终牢记党交付的重托，用心
血浇灌大地，用生命呵护绿色，代代坚
守，薪火相传，最终战胜重重困难，使塞
罕坝从不毛之地变成茫茫林海。塞罕坝人
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棵棵树，更是一种信念、
一种精神；造就的不仅仅是一座“美丽高
岭”，更是一座令人景仰的“精神高地”。

塞罕坝精神体现共产党人
精神品格

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的核心。林
场人时刻牢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
水源”的神圣使命，始终保持百折不挠的
韧性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保持敢于担
当、拼搏进取的勇气，始终保持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塞罕
坝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的奋斗史。

林场的第一代职工、“六女上坝”的
主人公陈彦娴说：“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
单纯，没有想什么苦啊累啊的，只是想怎
么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正是怀着这种

“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的简单质朴而真
诚的信念，塞罕坝人历经磨难而不改初
心。“林场还没有建成，我就是死，也要
死在坝上！”这是塞罕坝林场首任党委书
记王尚海留下的动人心魄的话语。王尚海

原本在承德市区工作，接到组织调令，他
立即带着全家上坝，不留一点儿后路，用
实际行动展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
诚。如今，遵从王尚海生前的遗愿，他被
安葬在当初开展造林大会战的马蹄坑，一
片茂密的“尚海林”成为他忠于党、忠于
使命的永恒见证。

艰苦创业，是塞罕坝精神的支撑。在
工作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几代
塞罕坝人迎难而上，在荒原中植树，在沙
地上建设，斗严寒、抗冰雪，用心血和汗
水营造出浩瀚林海，也锻造了可歌可泣的
艰苦创业精神。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初期，职工生活
异常艰难。吃的是黑莜面、窝窝头、土豆和
咸菜，喝的是雪水、雨水、沟塘子水，没有房
屋居住，就搭马架子、盖窝棚、挖地窨子解
决住宿问题。“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
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
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这
首诗生动描绘了当时塞罕坝创业者所处的
艰苦环境。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塞罕坝
人也没有退缩，他们说：“一日三餐有味无
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

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在塞罕坝传
承不息。第一代林场人在风沙蔽日、草木
稀疏、人烟稀少的荒原上，直面恶劣的自然
条件，战胜了高寒、高海拔、大风、沙化、干
旱，让沙地变成绿洲。第二代、第三代林场
人与艰苦和寂寞为伍，护林营林，埋头苦
干，大大提升了林场的森林质量和生态效
益。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征程中，他们始终
保持着奋发拼搏的精神状态，以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科学求实的进取态度、持之以
恒的钉钉子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最终书

写了可歌可泣的绿色诗史。
绿色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底色。

“我们相信，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
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塞罕坝人之
所以能够创造绿色传奇，是因为他们想
要绿色、相信绿色，始终坚信有了良好
生态才能有更好发展，有了良好生态才
能有美好未来。绿色发展这一理念深植
于塞罕坝人的思想深处。半个多世纪以
来，塞罕坝人视林场为家园，将绿化当
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造就了百万亩林
海，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的南侵，
为京津地区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

多年来，塞罕坝的林海阻沙涵水，带
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据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评估，如今塞罕坝森林生态系统每年
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1.37亿立方米，固
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近些
年，林场实现了从单一的林业产业到生态
旅游、绿化苗木、风电、森林碳汇等多业并
举。从荒山造林到生态育林，从提供原木
材料到提供生态产品，从绿水青山到金山
银山，塞罕坝人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绿色发展之路。

塞罕坝精神引领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

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为内涵的塞罕坝精神，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它如同一面旗帜，引领着共产党
人坚守初心使命，拼搏进取，永不懈怠；
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奋进者砥砺前行，
干事创业，百折不挠。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坚守初心使

命，忠于职守，勇往直前。塞罕坝的广袤
土地，寄托着广大林场干部职工的初心，
承载着广大林场建设者的使命。他们用

“绿了荒原白了头”的坚守、“献了青春献
子孙”的执着，耕耘出一片绿色生命之
林。塞罕坝创业史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
量，为广大共产党员坚守初心使命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支撑。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
就是最好的教材，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
理想信念能够产生何等精神力量；让人们
清楚地认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誓言落实在行动中，能够创造出怎样的人
间奇迹。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矢志艰苦奋
斗，锲而不舍，攻坚克难。“万里蓝天白
云游，绿野繁花无尽头。若问何花开不
败，英雄创业越千秋。”这是著名作家魏
巍当年在塞罕坝留下的诗句。从茫茫荒
原到百万亩林海，背后是三代塞罕坝人
的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今天，在河
北、在全国，在林业战线、在各行各
业，塞罕坝精神都在推动着工作的进步
和事业的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在艰
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塞罕坝人都能
创造人间奇迹，我们只要坚持奋斗，真
抓实干、久久为功，何事不可为？何事
不可成？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塞罕坝机
械林场人工造林的辉煌成就启示我们，绿
色发展是一条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
改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塞罕坝的示范意
义，不仅在于将荒山秃岭修复成“华北绿
肺”，更在于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引领的发展道路，打破了过去把发展与保
护对立的思维束缚。今天，美丽高岭上的
百万亩林海激励更多人投身美丽中国建
设。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有助于加深全
社会对绿色发展的理解，把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环节、各领域，
培育植绿护绿、保护生态的社会氛围，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河
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
源研究中心主任）

塞罕坝精神是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伟力塞罕坝精神是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伟力
戴建兵

解读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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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社会要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
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如果说视觉上的塞罕坝是“绿色
的”，那么精神上的塞罕坝就是“红色
的”。作为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承德最
早感受并深入学习塞罕坝建设者牢记使命
的崇高品质、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和对绿
色发展的不懈追求，把“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植入灵魂
血脉，从中汲取奋进动力,融汇到立德树
人全过程，营造绿色教育生态。

一是忠诚于党、牢记使命，大力推动
塞罕坝精神进校、入心、入头脑。双滦区
教育系统开展“学习塞罕坝，加快走新
路”大讨论，从不同角度学习领会塞罕坝
精神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确保教育发展正确方向。

双滦区教育和体育局加强党的领导，
将塞罕坝精神宣讲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
作，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四史”学习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征文、演讲、情景党课、汇编《滦江
丝路》等形式多样的宣传贯彻活动，讲好
党史和教育故事。同时，通过党建强根固
魂、领航助推，在“三进”工作中提升广
大师生思想水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
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和团队日活动的思
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把塞罕坝精神融入
日常教学、主题团队日活动和日常生活，
引导学生传承并践行塞罕坝精神，念党
恩、跟党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
美德雕塑广大学子的精神风貌。“绿色学

校”“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家务小达
人”已成为覆盖全区的德育品牌。

二是立德树人、绿色发展，涵养深
远、持久、高品位的教育文化生态。绿色
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底色。塞罕坝人始
终坚信，有了良好生态才能有更好发展，
有了良好生态才能有美好未来。双滦区将
绿色发展理念深植于心，将塞罕坝精神与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结合，探索教育的内
涵式发展。“什么样的地种什么样的苗”，
双滦各校系统梳理学校的发展历程、历史
文化，凝练学校精神，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细
打造校园文化，达到“一草一木都有情、
一砖一瓦皆育人”的效果。同时，将生态
环保理念融入学校物质文化建设，充分利
用废弃物品进行环境美化，对学生进行保
护环境和勤俭节约的教育。双滦区打造了
一批“全国文明校园”“全国特色学校”，
实现了文化立校、文化兴校、文化树人、
文化育人。

双滦教育人学习弘扬塞罕坝精神，勤
恳实干、艰苦奋斗，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信念与定力，遵循教育规律和
人才培养规律，因材施教，办好每一所学
校、培育每一颗中国梦的种子、系好每个孩
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委教育
工委书记，双滦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

河北承德双滦区教育和体育局：

营造区域绿色教育生态
田小峰

作为较早开展塞罕坝精神研究的高
校，河北师范大学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在全校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推动
塞罕坝精神入脑、入心。

一是深入开展塞罕坝精神学习教
育。学校将塞罕坝精神宣讲工作纳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
史”学习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整体规
划。2018年以来，学校多次邀请塞罕
坝第二代建设者代表、获得长江韬奋奖
的资深新闻记者、塞罕坝籍师生、专业
教师举办多种形式的塞罕坝精神报告
会，从不同角度阐释塞罕坝精神的内涵
和时代价值，并把弘扬塞罕坝精神融入
高校思政课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增强
学生崇敬先锋、服务国家、艰苦奋斗的
意志品质。学校着力开展课程思政，推
动塞罕坝精神融入地理科学、环境科学
等专业课程建设，把塞罕坝精神融入日
常教学。同时深入开展塞罕坝精神研
究，研究成果《塞罕坝精神》作为国内
第一部系统研究塞罕坝精神的理论著作
于2020年出版。

二是着力开展科研实践，激发青年
新活力。近年来，学校鼓励学生围绕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中的环
境、人居和生态问题开展社会实践调研
和科研创新项目申报，《京杭大运河沧
州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雄
安新区植被和水体的动态变化遥感监

测》分别荣获2019年“挑战杯”省级
一、二等奖。成立于2003年的绿色方
舟环保协会是以环境科学、地理科学专
业学生为主的学生社团，学生密切关注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用实际行动践行塞
罕坝精神，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青春力
量。

三是创新活动载体，激发青年创造
力。河北师范大学支持引导学生创新环
保活动，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环保觉悟和
意识，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每年
积极开展“地球一小时”“世界地球日”

“全国节能宣传周”宣传教育活动；连续
多年组织学生参与“大学生志愿者千乡
万村环保科普行动”等生态环保活动；
在每年的科技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环
保服装设计暨模特展示大赛”，推动废物
改造利用，激发学生创新活力；连续12
年举办“以废换绿”活动，倡导学生收
集可回收废弃塑料瓶近万个，废弃纸箱
近500公斤；倡导大学生减少使用塑料
制品，保护环境，在学校形成了绿色购
物的风尚。与此同时，学校还走进农村
和城市社区，向居民宣传环保知识，传
播环保生活的科学方法，引导居民建立
科学、文明、环保、健康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

（作者分别系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团委书记、河北师范大学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党办秘书）

河北师范大学：

为绿色发展贡献高校智慧
康美美 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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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塞罕坝还是一
片荒原，以林科为优势的东北
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派出
47名优秀学子踏上了这片土
地。他们在没有粮食、缺少房
屋、交通闭塞的塞罕坝扎根，在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
个变荒原为林海、让沙漠成绿
洲的绿色奇迹。

李桂生报名上坝时曾经遭
到家人的阻拦，但他说：“我
是党员，党员必须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要是党员都怕苦怕
累，还能干成什么事业！”

刘滨在参加塞罕坝建设
时，曾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
妻子王友兰联名写了一份决心
书：誓不言退，保证坚守塞罕
坝20年。他说：“我自幼家境
贫寒，如果没有公费支持，我
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是新中国
让我有机会获得知识、读了大
学，现在祖国林业建设需要
我，我一定要做点儿什么。”

“人在35岁之前一定要做
出点儿事业，才不负所学，不
负青春。”带着这句来自师长
的期盼和勉励，东北林学院毕
业生吕秉臣选择了艰苦和挑
战，去塞罕坝机械林场，承担
响水苗圃育苗工作。响水地域
偏僻，常有野兽出没。有一
次，吕秉臣骑马去总部，一匹
狼在离他二百米的路中间面对
他站着。他厉声叱喝，竭力把
马鞭舞出刺耳的声音，终于把
狼驱赶走。辛苦付出总有回
报。1965年，响水苗圃获评林
场先进苗圃。吕秉臣依然记得
奖状上的题词：身在深山怀革
命，艰苦创业引为荣。

建设塞罕坝林场，育苗是

关键。建场初期，塞罕坝无霜
期平均为52天。春播最理想
的状态是，气温刚好，种子也
刚巧达到裂口而没有抽芽的状
态。没有一个技术员能在春播
前夕睡一晚整觉。如果观测到
气温上升得快，种子状态还不
够，就要把火炕烧热，催促种子
早点儿萌生。如果气温仍然很
低，而种子已有抽芽迹象，就要
调低环境温度，延迟抽芽时间。

东北林学院的毕业生在学
校里学习的是遮阴育苗，但在
塞罕坝实际工作中，他们发
现，遮阴育苗确实出苗率高，
但是苗木脆弱，经不了风雪，
存活率低。李兴源决定反其道
而行之，在育苗期采用全光。
经过多次试验对比，全光育苗
的落叶松树苗更茁壮，更能适
应低温干燥的自然环境。全光
育苗法被全面推广。

李兴源被称为“革新能
手”。当时他所在工厂里的锅
炉是苏联进口的，要求使用
优质煤，“只吃细粮”，但坝
上没有优质煤，又不能将锅炉
废弃不用。李兴源想到了一个
办法——借喷水提高燃烧率，
简单地解决了难题。

把祖国的需要作自己的奋
斗目标，把为祖国奉献融进自
己的血液，青年学子为美丽中
国建设贡献出独特力量。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

东林四十七学子：

功成必定有我
孟姝轶

钩沉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之初，创业者们
住过的窝棚。

塞罕坝机械林场 供图

林场领导班子在勾画美好蓝图。 塞罕坝机械林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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