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要闻 责编：车 轮（0451-84630038）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谢斯涵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于佳欣

曾经，这里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
栖树”的荒漠沙地；

如今，这里是有着百万亩人工林
海、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9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用青春与奋
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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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精神，是塞罕坝荒漠变绿洲的
核心密码，也将激励我们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牢记使命 创造奇迹
走进地处河北最北端与内蒙古交

界的塞罕坝机械林场，置身茫茫林海，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一片
荒漠。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曾是
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后因开围垦荒、大肆砍树，逐步退
化成荒原沙地。

20世纪 60年代初，为改变“风沙紧
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下决心建一
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在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植
树 造 林 谈 何 容 易 ？ 最 低 气 温 零 下
43.3℃，年平均温度零下 1.3℃，高寒高
海拔地区造林经验几乎为零……林场
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回忆说：“当时到
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雪粒
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听党召唤，不辱使命。尽管条件艰
苦，却未挡住一群年轻人勇于担当的步
伐。1962 年，来自全国 18 个省区市的
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
地林场 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一支
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的创业队伍，开始
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水、沟
塘子里的水，吃的是黑莜面窝头、土豆
和咸菜。”当年跟 5 个女同学一起毅然
奔赴坝上的陈彦娴，如今已是满头银
发，忆起当年的艰苦磨难却未曾有过后
悔，“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长
成大树，幸福感就难以言说。”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
1962年、1963年塞罕坝造林成活率不到
8%，一次又一次造林失败，动摇了人们
的信心。

“山上能自然生长落叶松，我就不信
机械造林不活！”时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
记王尚海下了狠心，带领职工在距离林
场办公区不远的马蹄坑开展了一场“马
蹄坑大会战”。连续多日吃住在山上，艰
苦付出终换来回报：这次“会战”共栽植
落叶松516亩，成活率达90%以上。王尚
海激动地跪在山坡上，泪流满面。

忠于使命的精神贯穿王尚海的一
生。1989年去世后，家人遵从遗愿，把
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眠的落
叶松林如今叫“尚海纪念林”，成为百万
亩林海的起源地。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说：“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就是
塞罕坝人的崇高理想，种树就是他们坚
如磐石的使命。”

2017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
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为塞罕坝精神作出定义：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艰苦创业 接续奋斗
在党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一代

又一代年轻建设者们，不断进行绿色接
力，“塞罕坝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终
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防火瞭望员刘军和王娟就是这样
一对夫妻。住在林场深处的“望海楼”，
他们白天每 15分钟要通报一次林区火

情，重点时期夜间每 1 小时通报一次。
常年与寂寞为伍，这样的日子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一待就是 23年。

“选择林业，就是选择奉献。”1973
年到坝上的第二代创业者邓宝珠说，两
个儿子如今都在林场，从事林场护林员
和施工员工作。

1980 年出生的于士涛是保定人，
2005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塞罕坝。
当年，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拗不过他，放弃
高薪，跟他一起扎根这里。“我们将紧握
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奋力前行。”他说。

在塞罕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祖
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能够还祖宗
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
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选择奉献青春，
接续奋斗。

多年不断拓荒造林，林场所辖范围
内能种树的地块越来越少，2017 年以
来，塞罕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蒸
发快速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
向山高坡陡的“硬骨头”宣战。

这些地方土壤只有几厘米厚，相当
于“在青石板上种树”。坡陡、石硬、路
不通，机械无法作业，就用骡子驮或人
背。靠着塞罕坝人的拼劲和韧劲，2017
年以来，塞罕坝在石质山坡上攻坚造林
10.1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 98%。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深有
感触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我们这任
领导班子已经是林场的第 13 任班子，
守住、守好这片林子，让它绿得更有质
量，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绿色发展 赓续传奇
59年来，塞罕坝的创业路，是播种

绿色之路、捍卫绿色之路，更是一条绿
色发展之路。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
固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

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
养水源、净化淡水 2.84亿立方米，防止
土壤流失量为每年 513.55万吨；每年可
固定二氧化碳 86.03 万吨，释放氧气
59.84万吨。

塞罕坝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
物种资源，使其成为珍贵、天然的动植
物物种基因库，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261种、鱼类 32种、昆虫 660种、大型真
菌 179种、植物 625种。

塞罕坝不仅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范例”，林场建设者还被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今年 8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塞罕坝机械林场，同林场三代职工代表
亲切交流。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
来越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慰：“塞
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要继续发扬，全
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我们
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
生态文明建设好！”

“总书记的嘱托，既是对塞罕坝几
代林业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国林业
人的鼓舞和肯定。”安长明说，“我们一
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发扬塞罕坝精
神，把这片林子管好、护好、经营好。”

根据规划，塞罕坝将全面开展二次
创业，到 2030年，林场有林地面积达到
12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6%，森林
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
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我们将走好新时代塞罕坝新的长
征路，苦干实干，把塞罕坝建设成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示范基地，
再谱绿色发展新篇章。”陈智卿说。

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新征程上再
出发。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牢记绿色
发展使命，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就一定
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共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新华社电

牢记使命 绿色发展
塞罕坝精神述评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文 章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
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
望。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共
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
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
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
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
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面临的新形势。总体上看，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
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
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
路”仍面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
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
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
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环境日趋复杂。越是面临这样的新
形势，越是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
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保持
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统筹发
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
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
筹整体和重点，积极应对挑战，趋
利避害，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坚持以高标
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
新成效指明了前进方向。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
加给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
来的严重挑战，各国只有顺应世界
发展大势，开放包容、互联互通，才
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为的是聚焦互联互
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
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8 年来，我们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
色、廉洁理念，致力于实现高标准、

可持续、惠民生目标，把基础设施
“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
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
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
础，最终目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
通，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从亚欧大
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
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
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
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
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
了新贡献。新征程上，我们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
标，同各方一道，建设更加紧密的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坚持走团结
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之路，共
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
民生目标？要积极对接普遍接受
的国际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
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
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
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要走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把
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让
各国都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
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
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
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
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民生工程是
快速提升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的
重要途径，要加强统筹谋划，形成
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合作成果。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
里航。面向未来，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目标，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
不断前进，让各国互联互通更加有
效，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国际合作
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为目标共建“一带一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外交
部 21日发表声明，宣布决定将中立
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声明全
文如下：

11月 18日，立陶宛不顾中方严
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
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
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
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
系降为代办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
中国同立陶宛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
基础。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立关系的
善意出发，一再警示立方不要再做背

信弃义的事情。遗憾的是，立陶宛无
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罔顾双边关
系大局，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执
意允许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
表处”，在国际上制造恶劣先例。鉴
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
政治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为
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
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敦促立方
立即纠正错误，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我们也正告台湾方面，台湾从来
不是一个国家。无论“台独”势力如
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都改变不了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
实。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
终必将是死路一条。

中方决定将中立两国
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上接第一版）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
入开展“清河行动”，五年来累计销毁非
法作业船只 360多艘，清理违法乱建 410
处，拆除河湖围堤 235.76 公里。疏通黑
瞎子岛水系 40处，绿化种植 4.2万株，恢
复生态面积 2300亩，辟建了 1.24万公顷
的黑瞎子岛自然保护区，岛上鸟类由
173 种增加到 225 种。采取逐年减少渔
业生产船只的办法，保护渔业资源，涵
养生态环境，渔船数量由最多时的 780
艘减至 266艘。加强对鲟鳇鱼和大马哈
鱼的保护繁育，建立鲟鳇鱼保护基地，
累计增殖放流大马哈鱼苗 3500多万尾、
鲟鳇鱼苗 300多万尾。抚远强力推进农
田“大棚房”清理整治，农业“三减”示范
面积累计推广 213 万亩，共休耕水田
144.82 万亩。还相继实施了流域治理、
城市双修、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退耕
还林还湿等 60多个生态保护项目，累计
三北封山育林 86900 亩、人工造林 4200
亩、村屯绿化 840 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19%以上，区域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对黑龙江抚远段进行了生态修
复，净化水质，保护生态湿地，恢复植
被，保护生态多样性，实现了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和代谢。昔日
的滩涂、沟壑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健
身、学习的良好场所，成为中外游人观
光东极的旅游景点。

打通转换通道

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抚远也没有特别远，只是在我们的

最东边，用你那清澈纯洁的眼，第一缕阳
光就可以被看见。”南京游客九五，一路向
东来到抚远后，惊叹这里的生态之美，写
下一首民谣《抚远，不远》。许多人因为听
了这首歌，来到抚远。

K7065次列车长王轩在哈尔滨至抚
远这条铁路线上工作了 4年。他说，近年
来，到抚远旅游的人明显多了，铁路部门
专门为抚远市每天增加了两个车次的运
力。

抚远切实把旅游业发展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全局，相继出台《抚远市全域
旅游及三年行动计划》《乌苏里船歌风光
带总体规划》《黑瞎子岛旅游发展战略规
划》，旅游产品从单一的观光产品向观光、
休闲度假、养生、避暑、冰雪等多元化、综
合型方向发展。先后培育了农业观光旅
游、生态湿地旅游、城市旅游、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界江旅游、特色旅游等新业
态。建设了“一路三带六区十大景点”全
域旅游发展新布局，南山公园东极阁、鱼
博馆、滨江公园、途远民宿、南岗赫哲渔猎
文化体验区等一批文旅项目相继建成并
运营。围绕“华夏东极、两国一岛、两江双

城、淡水鱼都”四张名片，先后建成黑瞎子
岛旅游区、探秘野熊园 2个 4A级景区，华
夏东极景区、滨江公园和鱼博馆3个3A级
景区。依托景区景点，抚远做足生态优势
文章，推出了一系列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

“华夏东极游”“高寒湿地游”“生态农业
游”“界江界岛游”等旅游线路，吸引全国
各地游客看东极日出，品开江鱼鲜、赏赫
哲民俗、寻生态之美。

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抚远
吸引了世界各地旅游爱好者的目光，旅游
业从“边缘产业”走向了“支柱产业”的位
置，预计至 2025年，抚远依托旅游产业可
实现收入30亿元。

坚定“两山”理念

守好底线走新路

“十三五”期间，抚远先后荣获“国家
级生态示范县”“全国‘城市双修’试点城
市”“中国最美县域”等荣誉称号。

迈进“十四五”，走向新征程，抚远市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生态文
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的方方面面，努力成为推动全省绿色发
展中的“生态样板”。

在发展旅游产业上，有序推动生态旅
游产业发展布局的系统优化与整合提升，

构建“城市牵引、村镇支撑、廊道串联”的
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以界江观光、生
态旅游、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为主体，着力
打造黑龙江-乌苏里江界江风光旅游廊
道。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风光为基础，
结合赫哲族渔猎生活的民俗文化，着力打
造“乌苏里船歌”旅游风光廊道。

在发展农业产业上，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坚持“绿色、生态、有机”发展模
式，借助乌苏里江之水，逐步发展江灌水
稻，依托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推进抚远大米

“走出去”“卖得好”，打造具有抚远特色“种
植+加工+营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链。

在特色渔业产业上，依托丰富的渔业
资源，建设以养代捕、捕养结合、捕养+游
一体化的现代渔业产业链，着力打造全国
知名的淡水鱼都。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持续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综合整治，提
升村容村貌；加强环境管理，有效处理污
水垃圾；完善村规民约，增强村民环境意
识，全面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
语花香田园风光。

抚远还将积极探索“两山”创新实践
基地体制机制，建立长效机制，切实走出
一条既有“含金量”，更有“含绿量”的生态
文明发展之路，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华
夏东极新未来。

抚远 生态之诺 东极有为

□新华社记者 黄垚

21日至 22日，今冬第三轮寒潮东移

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大面积
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淮、江南等地降
温如“换季”。同时，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

共同制造大范围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
又迎暴风雪天气。中央气象台 21日三预
警齐发——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
潮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 8时至 23日
8 时 ，中 东 部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将 下 降
6℃—10℃，华东将成强降温中心，其中
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部分
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2℃ ，局地 14℃ 以
上；大部地区将有 4—6 级偏北风，阵风
7—9级。

23日早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降至
本轮寒潮过程的最低点，最低气温 0℃线
将位于长江中下游至四川盆地北部一带，
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降至 4℃左右，创下
半年以来气温新低。南方不少地方白天
降温也比较明显，如江淮、江南等地最高
气温将从20℃出头降至10℃左右，降温如

“换季”。
同时，南下冷空气与低层偏南暖湿气

流交汇，21日南方地区有较大范围降水，
其中重庆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北部局地
有大雨。

未来三天，降雪中心均稳定在东北地
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

分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北部、
吉林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局
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30—40毫米）。

气象专家分析，相比上次寒潮天气带
来的降雪过程，此次东北降雪重心更偏
东，黑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或将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鹤岗、佳木斯等地可能
遭遇11月下旬最强降雪。降雪伴随大风，
将导致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

本次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虽不及上次
（11月 4日至 8日）过程，但由于前期基础
气温较低，降温后更冷。目前冬天的前沿
在中东部地区推进到了安徽、江苏一带，
这次寒潮过程也将推动长江中下游一带
的入冬进程。

专家提醒，预计此次寒潮过程东北部
分地区将新增积雪深度 5—15厘米，局地
可达25厘米以上。积雪未消又添新雪，内
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需关注暴风
雪对交通、城市运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
影响。同时，22日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著
偏低，尤其是江淮、江南东部及华南等地，
随后气温又将持续回升。近期气温多变，
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寒潮“速冻”

东北又迎暴风雪 南方多地降温如“换季”

11月20日，任子威在比赛中。
当日，在匈牙利德布勒森举行的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男

子1500米A组决赛中，中国队选手任子威以2分12秒910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

龙江健儿获男子1500米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