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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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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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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河北塞罕坝林场生态文明建

设范例座谈会2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讲话。他表示，塞

罕坝林场建设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的生

动体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的丰富

内涵和重大意义，总结推广塞罕坝林场建

设的成功经验，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推动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以生态

文明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北部，曾经是茫茫荒

原。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代塞罕坝林场人以

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担当，坚持植

树造林，建设了百万亩人工林海。如今，塞

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

米、释放氧气55万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

生态屏障。

“父亲是第一代务林人，老一

辈人为了植树造林，抛家舍业，无

暇照顾孩子的故事，我从小就耳

濡目染。长大了，我觉得应该为

塞罕坝的建设尽一份力。”1991

年，王龙从承德师范毕业后，回到

了塞罕坝，成为塞罕坝子弟学校

的一名美术老师。

冬季坝上天气寒冷，职工居

住条件和孩子学习环境较差。为

了改善大家的居住条件，给孩子

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十几年

前，林场在围场县城建起了居民

小区，孩子们也一同下坝，在县城

就近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0年，王龙调入林场机关

从事宣传工作。这让喜欢摄影的

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1993

年的时候，我攒了一年的工资，买

了第一台相机，开始学习摄影。”

王龙说，他希望通过相机记录林

场营林造林的故事，以及塞罕坝

美好风光和发展变迁。

承德师范毕业后
回到塞罕坝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岚）为进一步

依法强化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近日，省林业厅出台《关于建

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对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突出保护优先的同

时，加强规范和监管，注重源头治

理、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责任追

究，有效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平衡。

意见提出，要坚持保护优先

原则。在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科学

规律的基础上，涉及野生动物栖

息繁衍、迁徙活动与其他经济活

动发生冲突时，坚持把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置于优先位置，

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网络。

要严格管控野生动物的猎

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利用；各

地要落实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管理属地责任，推动保护管理

工作有效开展，保证法律法规中

各项规定能够落到实处。

意见要求，要科学规划保护

区域。各地要在野生动物重要分

布地区、破碎化的野生动物栖息

地等，特别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主要栖息地、原生地，进一步科学

规划建立自然保护区、禁猎（渔）

区等保护区域。要严格限制在规

定的时空范围内开展的各类妨碍

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意见强调，要围绕乱捕滥猎

滥食、走私及非法经营、繁育展演

活动不规范、栖息地生态环境破

坏等突出问题，林业、公安、环保、

工商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从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供货源头至

目的地和消费终端实施综合整

治。

要持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

斩断违法利益链条，严查有影响

的大案要案，形成强大震慑声

势。特别是在候鸟跨区域迁飞和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行政区交界

地带，建立共同打击乱捕滥猎滥

食野生动物及非法交易的保护网

络和区域联防联控的执法协作机

制，坚决遏制各类违法犯罪势头。

我省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突出保护优先

8月26日，一位石家庄市民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取药后仔细查看药品

票据。当日零时，石家庄、承德、秦皇岛、廊坊、保定等5个设区市的82

家城市公立医院同时启动药品零差率销售，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

片除外），并同步实施配套改革措施。

记者 张昊/摄

习近平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20多年前，这片林子的树木只有两三米高，现在都长成二三十米高的大树了。”站在塞罕坝

机械林场亮兵台附近的一处山坡上，王龙感慨着。

1971年出生的王龙，是第二代塞罕坝务林人。在林场机关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希望通过相

机记录林场营林造林的故事，以及塞罕坝美好风光和发展变迁。

本报驻承德记者 陈宝云 文/图

20多年来，王龙用镜头记

录和见证着塞罕坝森林从小到

大的成长历程，见证着林场交

通、房屋、电讯等基础设施的不

断改善，每年为档案室提供着

全场造林、防火、旅游、产业等

各类图片资料。而经过重新布

展，刚刚对外开放的塞罕坝展

览馆内，90%的资料图都由王

龙负责拍摄。

随着塞罕坝机械林场被命

名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王龙

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要用镜头记录塞罕坝每一

处点滴变化，把塞罕坝的全貌

更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营

造全社会参与保护生态，共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氛围，尽

一个普通塞罕坝林场职工的绵

薄之力。”

用镜头记录每一处点滴变化

长期从事摄影，王龙养成

了早起的习惯。“基本每天都四

五点钟起床，外出拍摄。”之所

以长期坚持，都源于心中那份

对塞罕坝的爱。“几代塞罕坝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

留下了这份宝贵的绿色财富，

我们既要守护好，也要把她展

现给世人，让大家了解她，爱上

她，一起守护她。”为了这份责

任，王龙常常一个人背着沉重

的器材去很远的地方拍摄，有

一次差点被冻死在拍摄的路

上，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才与

死神擦肩而过。

长期浸染在林间，王龙成

了塞罕坝的摄影名人。“每年都

有来自北京、广东、山东、河南、

新疆、台湾、香港等地的影友找

我一起拍摄，切磋技艺。”

2008 年，王龙利用 7 天时

间拍摄的一张名为《天然氧吧》

的作品，被北京奥运会组委会

选用，并获得 10000 元奖金。

“那年发生了汶川地震，我把奖

金全部捐献给了灾区。”

外出拍摄差点冻死在路上

随着树木的茁壮成长，昔

日“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塞罕坝，生态环境也在发生

着巨大转变。如今，有人把这

里比喻成“鸟的乐园”。因此，

如何更好地保护鸟类，也成了

王龙镜头聚焦的热点。林场为

了加强对鸟类活动的监测，划

定了 10 个重点鸟类停歇、群

集、繁衍区，派专人死看死守，

禁止一切无关人员进入候鸟栖

息地。王龙以及林场其他摄影

爱好者经常和森林公安干警组

成野生动物保护巡查大队，一

个月检查十多次，在林场建立

鸟类监测网络，布设监控点，认

真巡护监控。他们还成立了鸟

类救护站，及时对受伤的鸟类

进行包扎、救治。每年都会有

受伤的小天鹅、赤麻鸭、大雁等

鸟类，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展

翅翱翔，回归大自然。

“现在塞罕坝有黑鹳、白头

鹤、大鸨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还有大天鹅，小天鹅、灰鹤、鸳

鸯、白枕鹤、蓑羽鹤等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迁徙鸟类把塞罕坝选为了重

要的中途停歇地和聚居栖息

地。”王龙说，能通过镜头记录

这些鸟类的活动规律，为更好

研究鸟类的生活习性，保护鸟

类的生存环境尽一份力，自己

感到很欣慰。

通过镜头呵护“鸟的乐园”护鸟

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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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塞罕坝务林人王龙：

用相机记录
塞罕坝的美好与变迁

②

王龙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