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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瞬间·第一篇：塞罕坝的春天

1962年，党中央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来自全国

各地的 369名年轻人积极响应号召，毅然挺进位于内蒙古高原浑

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用青春和汗水向沙漠发起挑战。

原塞罕坝机械林场干部 任仲元：那时候真有“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那种感觉，舍我其谁啊！

原塞罕坝机械林场干部 李秀珠：当年风华正茂，献身塞罕

坝上。此生没虚度，青山可标榜！

第一代护林人合唱：62年那么呼儿嘿，建林场那么呼儿嘿，

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来到塞罕坝，创大业那么呼儿嘿……

历史上，塞罕坝水草丰美，森林茂密，鸟兽繁多，但经过近

代以来近百年的乱砍滥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退化为高原沙

地，漫天黄沙直接威胁到 180公里外的首都北京。于是，当年塞

罕坝的第一代护林人，在这片沙地荒原上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森林

再造工程。

原塞罕坝机械林场干部 李秀珠：工地住的是什么呢？还不

是马架子窝棚，是帆布帐篷。九月份就已经下雪了，人们在铺上

住，被窝边上都结了霜了。

由于缺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经验，塞罕坝林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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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栽下的树苗成活率不足 5%，第二年成活率不足 8%。然而，

接连不断的挫折反而激起了护林人更加高昂的斗志。1964年春

天，塞罕坝迎来了决定林场生死存亡的“马蹄坑大会战”。

这场大会战，一次造林 688亩，成活率超过 95%，望着茁壮

成长的幼苗，很多人喜极而泣。这场大会战，也成为今天塞罕坝

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塞罕坝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原总场党委副书

记梁谦记得，第一任场长刘文仕曾一遍遍给大家描绘塞罕坝的未

来。

梁谦：说将来林子一亩地能产多少木材，我们能造多少亩地，

要使汽车运得排到北京去。然后呢，通火车，坝上将来职工生活

改善了，能盖楼了，电灯、电话了，这些他都经常跟大伙讲，都

实现了！

塞罕坝每一棵树、每一个人、每一片土地都有讲述不完的故

事。几代塞罕坝人用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

奇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梁谦：七月以后一直到十月初，那个时候坝上不单看林子，

绿油油的，长得水灵灵的那么好，上千种花，野花到这个季节都

开放了，闻着一股香味，这心情，那时候肯定是说不出来的愉快。

曾经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曾经的誓言，都化作了绿水青

山。如今的塞罕坝早已变成了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梁谦说，他们奉献了一辈子的塞罕坝，终于迎来了鸟

语花香的春天，这春天，是改天换地的勇气，这春天，是无私奉

献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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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瞬间·第二篇：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访欧洲四国

2001年 8月 23日上午 9时，海军军舰“深圳”号导弹驱逐舰

和“丰仓”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缓缓离开上海吴淞军港，

应邀前往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次出

访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欧洲，也是世纪初年中国军舰出访国家最

多、规模最大、航程最远的一次军事外交活动。

《世纪远航》解说：官兵们着装整齐，分区列队，面向鲜艳

的五星红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官兵：我宣誓：祖国至上，不怕困难，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不怕困苦，顽强拼搏。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欧洲，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引起极大反

响。为一睹来自祖国的军舰，许多华侨华人驱车几百公里赶到港

口。在意大利拉斯佩齐亚港，当军舰甲板上的水兵军乐队奏起《歌

唱祖国》的乐曲时，码头上近千名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挥动着五星

红旗，齐声高歌。意大利海军拉斯佩齐亚军区司令加里恰中将激

动地说：“你们的来访，是伟大中国的一张最好的名片。”

《世纪远航》：出访编队将西出太平洋，横渡印度洋，首次

驶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穿过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到达欧洲大

陆。历时 85天，总航程 23000多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

完成这次出访，标志着人民海军的航迹已经到达世界五大洲、三

大洋。

两艘军舰的远航，不仅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艇已经具备了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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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的能力，也展示了人民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此前，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已先后出访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19个国家 20多个港口，此次出访，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

崭新形象，开启了中国海军走向大洋、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新的航

程。

（文/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2021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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