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混合
用语，意思是“美丽的高岭”。历史上，
这里水草丰美、森林茂密，是清朝皇
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
朝末年为弥补国库亏空，先后进行了
三次大规模开围放垦，再加上日寇掠
夺、山火不断，到新中国成立时，这里
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变成了风沙
蔽日的茫茫荒原。

内蒙古沙漠大举南侵，其中的浑
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
180 公里。由于它平均海拔 1100 多
米，北京的海拔只有 40 多米，如果这
个沙源堵不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
向北京的院子里扬沙子。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是国民经
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仍然下定决心，
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
复植被，阻断风沙。1962 年 9 月，369
名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的创业者，肩
负“为北京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
神圣使命，从全国 18 个省（市）集结
上坝，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高寒沙地造
林。

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创业者要攻
克的第一道难关。塞罕坝冬季漫长，
年均积雪长达 7 个月，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 43.3 摄氏度，加上偏远闭塞、物
资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考验，一个接着一个。由于缺乏
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头两年人们
满怀希望种下的 2000 多亩落叶松，
成活率还不到 8%。困难和挫折超出
想象。

经过反复试验，林场技术攻关组
改进了“水土不服”的苏联造林机械，
改变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大大提高
了造林成活率，让信心和希望在荒原
上重新燃起。

1964 年 4 月，早春的塞罕坝，风
寒料峭。林场精心挑选了 60 多名员
工，分成 4 个机组，分别由领导带队，
挺进马蹄坑作业现场。所有的人吃住
在山上，大干两天两夜，在马蹄坑的
山坡上栽满了落叶松。20 天后，树苗
成活率达到了 96.6%。

此后，塞罕坝机械造林全面提
速，最多时一年造林达 8 万亩，成活

率、保存率都创下了全国同类地区最
高。

但是，塞罕坝人要经受的考验并没
有结束。

1977 年 10 月 28 日，塞罕坝遭遇了
一次罕见的雨凇灾害，一夜之间，57 万
亩树木被厚厚的冰凌包裹，20 万亩树木
全部被毁，树枝的断裂声撕心裂肺，十
几年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损失惨重。

1980 年夏天，塞罕坝又遭遇了一场
百年不遇的大旱，12 万亩树木旱死。

使命在肩，百折不挠！面对一次次
灾难，塞罕坝人没有灰心，他们含着眼
泪清理了死树枯枝，栽上新的树苗，从
头再来！就这样，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困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接续
奋斗 55 年，终于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
人间奇迹，使得在自然状态下，至少需
要上百年才能修复的塞罕坝生态，重现
盎然生机。如今，林场造林面积达到了
112 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
林场，如果把这里的树按一米的株距排
开，可以绕地球赤道 12 圈。

更让塞罕坝人自豪的是，他们忠实
履行了当年国家赋予他们的使命，让这
里的百万亩林海和承德、张家口的绿廊

连成一片，在首都北部构筑起一道牢固
的绿色屏障，将浑善达克沙地南下的黄
沙，死死挡在了河北最北端。这片林海每
年为滦河、辽河涵养的水源，相当于 10
个西湖的蓄水量。

今天的塞罕坝，视觉上是绿色的，精
神上是红色的。三代塞罕坝人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美
丽高岭上筑起了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

美丽高岭上的这片绿色，正在燕赵
大地铺展开来。近年来，河北省大力弘扬
塞罕坝精神，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全
省每年完成造林绿化面积都在 500 万亩
以上，造林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前列。目
前，全省林地面积比建国初期增长了 10
多倍。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已经实现了土
地沙化逆转。

盛世兴林，泽被后世；绿色发展，利
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
场作出的重要批示，让河北林业人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牢记嘱托，不忘
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
干。

周金中（河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
长）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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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选载一）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

核心至关重要。在强国强军新征
程上，在民族复兴关键当口，确
立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关乎
旗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军
魂。因此，必须把忠诚核心、拥戴
核心、维护核心作为最大的政
治，融入血脉、植入灵魂，化为坚
定的信仰信念和自觉行动。而信
仰上的坚定、政治上的坚守、行
动上的紧跟，最根本、最深刻的
是来自内心的崇敬与爱戴。心灵
上的情感认同最深沉最真挚，也
最持久最牢靠。

有一种信仰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命氛
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信仰的力量一往无前、源源
不断；信仰的传承筋骨相连、生
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一
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一生
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
命。父亲习仲勋曾是党和国家领
导人之一，13 岁参加革命，18 岁
就组织领导了甘肃境内的“两当
起义”，19 岁与刘志丹等同志创
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21 岁
被推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后来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
路线执行者关押，党中央毛主席
到达陕北后才得以平反。“文革”
后负重受命，担任广东省委第一
书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

一条血路”。在习仲勋身上，无论
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无论是
在老区还是在特区，对共产主义
的信仰坚定不移，革命风骨初心
不变，毛主席曾给他亲笔题词：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母亲齐心
也是 13 岁参加革命，17 岁入党，
此后几十年转战南北，一心向
党、矢志不渝。

父母的奋斗经历，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影响极其深远。2001 年
10 月，他在给父亲 88 岁生日的
拜寿信中写道：“无论是白色恐
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
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
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
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
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
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还经常谈起五六
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
字》等小人书的故事。他说：“‘精
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
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
求的目标”。这种浓郁革命氛围
的熏陶，使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受
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充满
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
信仰，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豪迈情怀，不管何时、何地、何
种情况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
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 8 份入团
申请书、10 份入党申请书。连很
多外国人也都感叹，“习近平先

天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
因”。

这种“先天基因”和“红色血
脉”，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与生
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基。担任
党的总书记后，面对一些党员、干
部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等问题，他
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把好“总开
关”，不能得“软骨病”，要铸就坚守
信仰的钢筋铁骨和铜墙铁壁。他在
很多重大场合反复告诫全党：“一
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号召全党一定要“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这既是对 8900
多万党员的时代考问和政治提醒，
也是向国际国内的政治宣告和道
路宣示。习近平总书记身上继承和
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笃
定信仰、远见卓识、历史担当，正是
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是
坚定我们信仰信念的领航灯塔，指
引我们永远跟着党，将革命进行到
底。

有一种磨砺百折不挠———习
近平总书记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
经历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
从 1962 年受冤屈，被关押审查长
达 16 年之久。这期间，母亲齐心带
着尚未成年的小儿子习远平在河
南省黄泛区的一个农场劳动，两个
姐姐被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习近

平总书记也因此受过批斗，挨过饥
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最终到
陕北插队当农民。一家人天南地
北、骨肉分离。

今年初，《学习时报》先后用 26
个专版，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反映习
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在当年上山下乡的
全国知青中，习近平总书记是“老
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他插队去的
陕北是全国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
地方之一，他也是在农村待的时间
最长的极少数知青之一。1969 年上
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属于
老初一学生，只有 15 岁多。像他这
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 400 万“老
三届”知青中，年龄最小！他当年插
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山大沟深，
土地贫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当
地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连肚子都
填不饱。试想，一个在北京长大的
15 岁少年，孤身来到穷乡僻壤的黄
土高坡，其中有多少困难、多少委
屈需要他去面对、需要他去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 1995 年接受
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那时候什么
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
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
过。他扛 200 斤麦子，十里山路是
不换肩的。到 1975 年末，当初来延
安的 26200 名北京知青只剩 590
人。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梁家河，
到 1974 年 10 月就只剩他一个知
青了。知青院子变得冷冷清清，居

住的窑洞也变成了冰房冷灶。但他
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依然是该
干活干活、该吃苦吃苦，不但入了
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完
全是一付“铆足劲扎根干”的心态。
这种坚忍不拔，这种志存高远，这
种任随“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稳
健淡定，格局何其大度，胸怀何其
宽广！

现在看，这些曲折经历和艰苦
磨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离
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人生第
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
懂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
点。15 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迷茫、
彷徨；22 岁离开时，他已经有着坚
定的目标、充满自信。有人说，没有
梁家河的 7 年，便没有习近平总书
记今天的从容执着和大气磅礴。习
近平总书记也曾坦诚地说，在他的
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
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
们”。正是黄土高原的苍天厚土，孕
育了青年习近平宽厚敦实的优良
品质和滴水穿石般的至高境界。7
年的农村生活、7 年的甘苦与共，不
仅使他和陕北乡亲们结下了深厚
情谊，也使他从小就对农村、农民
和脚下的热土有了更切身的了解
和感悟，对改变国家、人民、民族的
命运增添了毅然决然的抱负和担
当。

摘自（《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