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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造林有啥诀窍
塞 罕 坝 机 械 林 场 独 创“ 三 锹 半 缝 隙

植苗法”在乱石堆里植树造林，与行业通用
的“中心靠山植苗法”相比，造林功效高出
一倍，造林成本却节省四成

荒漠立地条件差，植树保活是首要解决的难题。
5 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在石质山坡上新造林 15.3 万
亩，在基本没有补植的情况下，成活率和三年保存率竟
分别高达 98.9%和 92.2%，实现了一次造林、一次成活、
一次成林的目标。塞罕坝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7月16日，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四道沟营林区一片乱
石陡坡上，营林区主任闫立文正带着林场工人挖树坑。

这块地倾斜达 46度，机械不能作业。最难的是表土
只几厘米厚度，底下全是乱石。

乱石堆里，树苗怎么生长？塞罕坝林业工人自有办
法。他们先挖坑，清出石块。闫立文说，像这种攻坚造
林，关键在于解决土、水、苗的问题。乱石坡缺土，可在
树坑里垫点客土。树苗只要成活，根须自己会顺着石缝
生长。水可通过覆膜保墒、拦蓄雨水解决。树要选择生
命力强、耐干旱的品种。不一会儿，坑挖好了，清出不少
石块。树坑呈正方形，边长约 70 厘米，深约 40 厘米。工
人麻利地将石块整齐垒在大坑下沿，这么做为的是拦
蓄雨水。接着，大家又在大坑中央挖出边长、深度都是
30厘米左右的小坑，垫入客土。

然后就是栽树了。栽树使用“三锹半缝隙植苗法”。具
体作业步骤是：第一锹向内倾斜45度斜插底土开缝，重复

前后摇晃，直到缝隙宽 5 至 8 厘米，深度达 25 厘
米；顺着锹缝侧面，抖动苗木投入穴中，深送浅提，
以舒展根系，再脚踩定苗；离苗5厘米左右，垂直下

插第二锹，先拉后推，挤实苗根，防止吊苗，挤法
同第一锹。第三锹再距5厘米，操作同于第二锹，
仍为挤实。最后半锹堵住锹缝，防止透风，以利

于苗木的成活。最后是平整穴面，并覆盖一
层暄土以利保墒。

据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场长、党委
书记刘海莹讲，“三锹半缝隙植苗法”是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独创，与行业通用的

“中心靠山植苗法”比，造林功效高出一
倍，造林成本却节省四成。

栽植深度也有学问。60 岁的林场老
工人李峰说：落叶松只能埋到红皮，樟子
松和云杉不能埋了第一轮针叶，深了都
不容易活。

“苗木选择可有讲究了，”千层板分场
苗圃主任王利民说，“要‘矮胖子、大胡子’，也就是

株植粗壮、根系发达的，更皮实，易于成活。”此外，还要求
顶芽饱满、不失水、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否则不易成活。
苗木运输时要用保湿透气的包装物打包并浇透水，在运

输过程中，不能重压、日晒，既要保湿，又要防捂。栽树需适
当剪去受伤的根系、发育不正常的偏根、过长的主根和侧
根，将苗木用浓度适宜的生根粉或保水剂浸根。

由于石坡立地条件太差，塞罕坝机械林场全部选用
株高大于25厘米、培育2年以上的大规格良种容器苗。坑
内施基肥，辅之以覆膜保墒、草帘覆盖防风等措施。

塞罕坝冬春两季风大、寒冷，苗木易发生风干、冻
害。闫立文说，在造林后的两年内，需要对刚栽的两三
年生樟子松、油松、云杉等苗木进行埋土防寒防风作业
——入冬前，取土轻轻将苗木盖严，第二年春季解冻
后，避开大风天气用专用耙子撤土，并将苗木扶正。

将这些工作做好了，植树保活就没问题了。

林海防火出何高招
塞罕坝机械林场 54 年来从未发生森林

火灾，得益于一整套成熟的立体化火灾
预 防、监测和扑救体系。林场开辟的防火
隔 离带，把无边林海切分成规则的绿色
方块 ，基本达到外围闭合

辛苦造林一百年，火灾毁林一瞬间。塞罕坝机械林
场多为人工针叶林，森林集中连片分布，林下、路边蒿
草茂密，可燃物载量十分大，且气候干燥，四季风大，属
高火险区，然而，建场 54年来从未发生森林火灾。

“这得益于一整套成熟的立体化火灾预防、监测和
扑救体系。”塞罕坝机械林场防火办公室主任吴松说。

站在塞罕坝亮兵台上，只见无边林海被切分成规则
的绿色方块。原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在林区专门开辟了防
火隔离带，总长达779.6公里。最近几年，林场斥资400余
万元，对全场防火隔离带作了改造和完善，外线、高压线
下防火隔离带拓宽到50米，内线拓宽到30米，公路两侧
各拓宽为5米，基本达到外围闭合。每年秋季，林场工人都
会在隔离带实行防火割灌作业，不留一根干草。

公路两侧在秋季为何要清出 5米宽度不留寸草呢？
原来是为了防备过往行人随手扔烟头。“森林是我们从
祖宗继承来的，要留传给子孙后代，上对得起祖宗，下对
得起子孙。”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让塞罕坝林业人
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些树是我父亲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我要照看
好它们。”站在高高的望火楼顶上，47岁的防火瞭望员刘
军憨笑着说。

这种望火楼在塞罕坝
有 9 座。最近几年，塞罕坝
机械林场升级了防火系统，
形成由探火雷达、空中预
警、高山瞭望、地面巡护有
机结合的监测网络，实现林
区监控全覆盖。虽然防火监
控系统高度自动化，但人眼
仍不可替代，刘军和妻子齐
淑艳常年驻守，轮流值班，
每隔 15 分钟要瞭望一次，
每昼夜要瞭望 96次。

塞罕坝林业人深知，行
政有界，防火无界，区外火
情一旦失控，自身也将不能
幸免。他们与邻近的多伦
县、克什克腾旗、御道口牧场以及围场县合作建立了 38
个联防组织。今年 5 月 8 日中午 11 时 31 分，克什克腾旗
发现火点，塞罕坝机械林场韭菜沟望火楼瞭望员、探火
雷达同时报警。几分钟内，靠前驻防的林场扑火队就赶
到指定位置，协助地方迅速将火扑灭。

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共投入资金
1550万元，建立防火物资储备库7个，购置防火运兵车10
台，补充了40台高性能风力灭火机。全场建立了14个固定
防火检查站、6个临时森林防火检查站，负责给往来车辆、
人员作登记，宣传防火知识，检查扣留火种。对火点则实行

“打早、打小、打了”。林场组建了7支专业扑火队伍，有专业
队员88名。又组建了半专业扑火队11支，有队员220人。

扑火队靠前驻防，配有指挥车1台、宣传车1台、运兵车18
台、工具运输车7台、水罐消防车3台、摩托化细雾灭火器
14台、消防水泵10台、无线对讲头盔88顶，装备了风力灭
火机、风水灭火机、油锯、割灌机、水枪、接力水泵等先进灭
火工具。专业扑火队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宿，集中进行
体能和技战术训练。在防火紧要期，全场专业扑火队24小
时保持临战状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生物病害怎么防治
林区的有害生物防控的原则是，能够

森林自控的，不去人为干预；能够小范围
控制的，不扩大面积防治；能够采取天敌、
物理防治的，不用化学药剂。同时针对不同
种类的有害生物，采用不同的防治办法

夏日塞罕坝林区不时有小雨光顾，草木更显清秀。谁
能想到，这片森林年均发生林业生物病害21.5万亩次。

生物病害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塞罕坝林木良
好的长势，说明这里的生物病害得到了有效防控。有一组
关于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调查数据：一是森林昆虫种类不
断增加，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2003年普查时全场有昆虫
种类300余种，到2016年普查时已增加到1000多种。二
是常规性食叶害虫暴发的频次降低了很多。比如，长期危
害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落叶松尺蛾、两种线小卷蛾、腮扁叶
蜂，以前5至8年左右必定大规模暴发一次，现在十几年
才发生一次。有的虫害已经近20年都没大面积暴发过。

塞罕坝人工林总面积达 112 万亩，有害生物防控
难度极大，如何做到有害不成灾、生态日趋自然呢？

“我们有害生物防控有一个总体原则：能够森林自
控的，不去人为干预；能够小范围控制的，不扩大面积
防治；能够采取天敌、物理防治的，不用化学药剂。即便
是特殊情况使用化学药剂也采用无公害制剂、生物制
剂或仿生制剂，彻底抛弃高毒、高残留农药，将环境污
染降到最低，最大限度保护非防控对象，促进森林形成
自控机制，维护生态平衡。”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森林
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国志锋说。

塞罕坝机械林场根据发生的有害生物不同种类，
采用飞机防治、物理防治、天敌防治、人工喷烟防治、人
工喷雾防治、毒饵诱杀等不同防治办法。年林业生物病
害不超过 20 万亩次时，多采用人工防治；超过 20 万亩

次，采用飞机防治为主、人工
防治为辅的方法。

塞罕坝机械林场有50多
年的建场史，树高一般在 14
至18米，飞机防治比较好办，
人工喷药能喷那么高吗？

“常规喷雾够不着。我们
日常主要采用人工喷烟防治
法，”国志锋解释道，“将药剂混
合在柴油中，利用机器高温生
成烟雾弥漫在林子里，就能杀
灭病虫害。”喷烟防治效率高，
但受天气影响很大。比如刮大
风天气，药烟会被吹走。偏偏
塞罕坝地处华北风口，是远近
知名的风电场。经长期摸索，
林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技术人员发现，凌晨或傍晚时分风速较低，是作业良机。
每逢喷烟防治时，林场工人都格外辛苦。凌晨2点多

起床，3 点到达防治作业地块。这时天还漆黑一片，就打
着手电加油、加药、调试机器。4点天刚蒙蒙亮，作业就正
式开始。白天由于天气原因不能作业，工人可以休息。技
术员不能休，要抓紧修理机器，调查防治效果，直忙到晚
上8点多看不到山路了才下山。就这样每天超过10小时
超负荷工作，一干就是半个多月。2002年塞罕坝松毛虫
暴发时，国志锋他们起早贪黑连续奋战了40多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塞罕坝机械林场努力
造林护林，使山更青、水更绿，确实是“水源卫士、风沙
屏障”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典范。

高 寒 荒 漠 如 何 造 林 护 绿
——对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撰文 高兴贵摄影

众所周知，荒漠地区自然

条件恶劣，生态修复难度极

大。然而，地处中国河北省的

塞罕坝，却成功种植人工林

112万亩，造林成活率达 95%

以上，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0%，

成功将风沙源改造成华北生

态屏障。为探寻高寒荒漠生

态修复秘诀，在《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第 13 次缔约方

大会召开前夕，《经济日报》记

者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采访。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

访，记者深切地感受到：绿

水青山确实是金山银山。

当地老人说，50 多年

前，塞罕坝很少有树，到处

都是沙。天总是黄的，风

裹着沙子直往嘴里灌。刚

清扫过的窗台，不一会儿

就落满厚厚一层土。因为

沙害很严重，种庄稼也没

多少收成，大家都很穷。

因为穷，一些居民就养羊

贴补家用，盗伐林木卖钱

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过度

放牧破坏草皮，盗伐让树

木越来越稀少，进而使生

态更加恶化。

由 于 塞 罕 坝 机 械 林

场坚持不懈地造林护林，

如今这里人工林已达 112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0%。塞罕坝生态面貌有

了根本性的改善，每年夏

季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只

有 14.8℃，成为名副其实

的天然空调、巨型氧吧。

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依

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吸引

了大量游客。这个昔日

的风沙源，现已跻身环京

津地区最著名的生态旅

游景区之列。

以前，塞罕坝机械林

场伐木收入占全年总收入

的 90%以上，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现在不算“吃、

住、行、购、娱”配套产业，仅门票收入每年

就超过 4000 万元。周边地区乡村游、山野特

产、手工艺品、交通运输等产业也被带动起

来，衍生出大批就业机会，每年贡献产值 6 亿

多元。老人们在塞罕坝森林景区做清洁工，每

天能挣工资 90 元。工作之余，捎带卖土特

产，每天还能挣百来元。暑期 3 个月，竟能挣

近两万元。得到实惠的老百姓知道森林生态就

是宝贝，就更加自觉地爱林护绿。

绿水青山确实是金山银山！塞罕坝过去和

现在的巨大反差，就是明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黄俊毅

本版编辑 董 磊 周 剑 李 杰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塞罕坝的林子越长越密，七星湖水越来越清，水

位越来越高，风景越来越美，吸引游人留恋驻足。

塞罕坝林场白桦坪游人如织。塞罕坝已成为国

家森林公园，赢得大量游客青睐。

从塞罕坝亮兵台看去，一列列绿色的“卫士”守护着华北平原。

本报 8 月 4 日刊发《塞罕坝：高寒荒漠的绿
色传奇》报道，在广大读者和网友中产生强烈反
响。大家认为，塞罕坝在高寒荒原书写的绿色
故事，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
理念的生动诠释。只要坚持走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道路，绿水青山就能够变成金山
银山。

河北承德银监分局李凤文:塞罕坝老一

代知青给我们留下了艰苦创业的精神食粮，

新一代人又续写了日夜坚守、不怕辛苦的动

人故事。

湖北老河口市工商局张俊杰：事实说明，塞

罕坝各级干部群众已经树立“功成不必在我，事

成必须有我”的政绩观，才会解决“年年植树不

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的问题，确保造一片、成

一片，形成一片绿荫、发挥一片效益。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政协吴寿宜：绿色发展

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像塞罕坝这样的高

寒荒漠都能演绎出壮美的绿色传奇，说明我国

其他条件更好的地方更能实现绿色发展。

江西遂川县宣传部刘祖刚：塞罕坝是一座

人进沙退的精神丰碑，是中华民族意志不屈的

伟大象征。

微信网友@聂耀文：报道介绍了塞罕坝绿

色传奇的创造历程，再现了千千万万塞罕坝人

艰苦奋斗战胜高寒荒漠的情景，感人至深。

微信网友@老邻居：塞罕坝，绿色发展创

出奇迹，值得赞美，值得向往！

中经网网友@凡尘：要致敬并感谢为国家默

默付出的护林者、固沙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坚守，

塞罕坝才能像绿色明珠一般嵌在祖国大地上。

中经网网友@风舞人生：这样的仙境真是

美不胜收，一定要多加保护。不要让污染破坏

了生态平衡。

中经网微博网友@唐至柔：美丽神奇的地

方，林场看护人也是伟大。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杜秀萍整理）

人进沙退的精神丰碑
——本报关于塞罕坝报道在

广大读者和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