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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春节的《唐宫夜宴》到重阳
的《有凤来仪》《逍遥》，这些“爆款”不
仅让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成为享
誉国内外的金牌节目，更让舞蹈走出
殿堂、打破次元。 （A4版）

从《唐宫夜宴》到《舞千年》，
看舞蹈作品如何破圈

当 时 光 的 脚 步 来 到 2021 年 的
最后一个月，一批影响你我的重要
新规也开始施行。流动人员的医保
权益更有保障，药品安全相关管理
规范进一步完善……美好的生活，
见证法治的进步。 （B3版）

这些12月起施行的新规，
关系你我生活！

本期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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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A2版）

牢记使命 绿色发展
——塞罕坝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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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12月 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
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
说明》。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
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认
为，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
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全
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
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
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
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
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
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
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
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
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
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
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正确
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旗帜鲜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指出，对这次全会决
议起草，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
握好以下几点。第一，聚焦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

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第二，突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
重点，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
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
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体现党中央
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习近
平还对决议稿起草过程、基本框
架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
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
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
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
官享福。”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意见》的印发实施，
干部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为激发广大基层干部
的干事创业热情提供了有
力保障。

近年来，基层作风建
设走向深入，基层干部队
伍的责任心、执行力得到
群众认可。但在一些地方，
基层干部忙闲不均、人员
闲置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调查发
现，闲下来的基层干部呈现出多种类
型，有的人习惯做甩手掌柜、有的人以

“不懂电脑”为由推脱分内工作、有的人
怕担责不敢多干……如何调动干部的工
作积极性，形成人人担当、人人尽责的
局面，是基层治理必须回答的课题。

基层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总体上
看，大多数基层干部常处于辛苦、忙碌
的工作状态。一些地方出现人员闲置的
情况，和地方上对干部的管理机制不够
健全、既有制度执行不到位有很大关
系。应当看到，这些现象对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长此
以往，不仅会带坏工作风气、造成不良
影响，更有可能贻误发展机会、损害群
众利益。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
正确的用人导向，是对干部最直接、最有
效的激励。比如，通过完善考核评价机
制，使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评先
评优等挂起钩来，让有为者有位、让无为
者失位；通过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更准确
地把握“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
为干事者撑腰，让实干者得实惠。坚持严
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方能形
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
键。能否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
从山东济南出台干部正向激励实施办
法和相关细则，为干事创业提供具体
化、可落实的制度保障，到广东深圳构
建“知事识人、序事辨材”干部工作机
制，通过谋事、干事、成事的能力考察识
别干部，再到广西坚持“无功即是过，庸
碌就是错，不换状态就换位子”，制定实
施“昏庸懒散拖”干部组织调整办法，近
年来各地选拔任用干部的实践证明，注
重激励保护、把担当者用起来，坚持动
真碰硬、向不为者亮剑，主动担当就会
成为更加鲜明的工作导向。而良好的选
人用人风气一旦形成，势必会吸引更多
党员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感谢组织的宽容和爱护。”一名地
方干部符合容错纠错情形，在了解到其
工作积极、表现优秀、群众认可后，组织
推荐其为“担当作为、善作善成好干部”
候选人。纪法约束不可缺少硬度，组织
关怀也要保持温度。建立崇尚实干、带
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帮
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作为，我们
就能把正确用人导向、干事创业导向更
加鲜明地树立起来，激励广大基层干部
奋 力 担 当 使
命、不断创造
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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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陵园守护员

1933年，罗建国的父亲罗大
学在老家巴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
军。那时，罗大学年仅15岁。1935
年，罗大学跟随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
后来在天全县的一次战斗中，罗
大学右腿负伤感染，无法继续
前行。

“每当谈到过草地这段经历，
父亲都泣不成声。”罗建国说，“父
亲告诉我，当时，战士们吃的是野
菜、草根，甚至是树皮、树枝和树
根，有的吃了还会中毒。夜里天气
寒冷，战士们只有单衣，根本睡不
着，只能躺在草地上盼天亮。天寒
地冻、缺衣少粮，再加上高原缺
氧，父亲的很多战友都没能走出
这片草地。”

罗大学当时幸运地得到了当
地村民的救治，后来辗转在红原

县安家落户。1967年，罗大学开
始义务守护邛溪镇烈士陵园，因
为这片墓地里有他曾经的战友，
这一守便是28年。

在罗建国的记忆中，父亲从
来不睡懒觉，一早起来便去陵园
除草、捡树枝，把烈士墓碑擦拭得
干干净净。遇上雨天，他就披上雨
衣、扛上锄头去挖沟排水，雨过天
晴后又忙着将滑塌的坟头重新
修缮。

1995 年，罗大学在弥留之
际，想把守护烈士陵园的接力棒
交到小儿子罗建国的手中。彼时
在红原奶粉厂上班的罗建国有些
犹豫。罗建国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父亲当时跟他说的话：“你生在新
中国，长在红旗下，吃穿不愁，都
是这些躺在陵园里的烈士们用生
命换来的，很多人牺牲的时候，还
没你年纪大。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呢？”父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罗建
国，他把父亲的期望和遗愿铭记

在心里，接过了守护烈士陵园的
“接力棒”，成为邛溪镇烈士陵园
的第二代守护员。

甘当陵园保洁员

“陵园的草夏天长得特别快，
拔得慢了就没过墓碑咯！墓碑几
天不擦就会积很厚的灰，很难看

呢！”罗建国告诉记者，时常还有
鸟粪掉落在墓碑上，很难擦掉。每
每发现，他都要从家里带来热水，
浸湿抹布后，再逐一清理掉。“别
看这些都是小事，但对烈士和烈
士家属而言很重要。烈士陵园时
刻保持干净整洁，才能告慰英烈，
让烈士的家属感到欣慰。”罗建国
认真地说着。 （下转A2版）

罗建国是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邛溪镇烈士陵园的

第二代守护员，从1995年起，他在这里坚守了26年。11

月18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1年10月“中国好人榜”，

罗建国光荣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