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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地球卫士”：这片山 那片林

（视频部分，以下为视频内容文字稿）

旁白：什么是绿水青山？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余村开门就是花园。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塞罕坝入眼皆是绿色。

旁白：什么是金山银山？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招募全球合伙人，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塞罕坝这片林海，每年提供生态服务价值 150 多个

亿（字幕为 155.9 亿）。

旁白：为什么是余村？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要突围！从小余村到大余村。

旁白：为什么是塞罕坝？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二次创业！森林从无到有、从有到好。

字幕：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 浙江安吉余村

旁白：余村、塞罕坝，相同的底色中有着什么样不同？不同的路径中又有何共同之处？

我们对话一南一北两位“地球卫士”，一起寻找答案。

字幕：对话“地球卫士”：这片山 那片林

正片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一个只有 280 户人家的小乡村，平均每天迎来 3000 名游客，还有数百名“新居民”从

城市来到这里创业，绿水青山就是这里最大的底气。

字幕：浙江安吉余村 最早启动“千万工程”的村庄之一

字幕：春林山庄 余村第一家民宿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邵老师好！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春林大哥好！您的春林山庄，我可是慕名而来。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这个是我开的农家乐，我们一楼是餐厅，二楼、

三楼是住宿。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每天来这的客人很多吧？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我们（客人）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四五百人，

空一点的时候也会达到两三百个人。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我想大家也是慕名而来，还特别喜欢听您讲故事。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对啊！所以说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工作：

一个是开农家乐；一个是讲故事。我们把余村的故事讲好了，其实也是把我们余村给宣传

好了。我们到这边喝茶。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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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喝点当地的落叶桑，能解暑，号称我们当地的

“王老吉”。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落叶桑，是吧。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对，中草药。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春林大哥，刚才我们提到，说您是每天叫“念兹在

兹地”“一遍又一遍地”在讲我们余村的故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么吸引人的故事？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因为余村以前都是（开发）矿山，当时一个是

环境污染比较大。那时候我 18 岁，我爸爸那时候也在矿山上面装石块，我们（每天）一起

进矿山干活。所以说（当时）余村飞沙走石、漫天粉尘，两边天啊。晚上回来的时候，就

是好像大熊猫一样的，就是（只露着）两个眼睛，我妈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那很典型的嘛。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后来我们开始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发展景

区，村里面也开始污水开始拉管（排污）、公园开始建设、道路开始拓宽，村庄里面的环

境也一天天漂亮起来，游客（数量）也开始直线上升。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那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这个转变，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在 2005 年前的

两年（2003 年）开始的。那时候浙江省提出“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效应带动之下，我们

余村开始关停矿山、关闭水泥厂。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所以它发轫于 20 年前。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对。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从 18 年前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对。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那我们寻找到了一条吸引城里人到我们这里来乡村

游这么一条道路。那我们又是怎么能把城里人引过来，又能让他们安心地留在这儿呢？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县里面也发展全域旅游，

每个村庄都是景区；再一个呢，我们的小景区发展越来越厉害，所以从一个水泥大县到旅

游大县；再一个，我们的农家乐民宿也开始从一个简单的吃跟住，发展成高端的民宿，不

适合开农家乐、开民宿的（村民家），那我们现在鼓舞大家来发展庭院经济。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如果用一段话来概括，您觉得一个小小的余村为什

么能焕发出这样的大能量？

浙江省安吉县春林山庄负责人 潘春林：绿水青山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绵延不断的金

山银山，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靠山，最主要的是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的效应之下，使

我们余村进行了一个快速的突变。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好，谢谢春林大哥给我们介绍。

旁白

2018 年，联合国将最高级别的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授予了中国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从“脏乱破”到“绿富美”，美丽蝶变的故事在浙江乡村比比皆是：废弃矿坑变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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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露营地、化工厂遗址成了全国首家零碳图书馆、空旷的草坪成为音乐人放歌起舞的大舞

台、传统烤烧饼与现代猫屎咖啡屋并行、原村民与“新村民”相处和谐。

字幕：“美在余村”国漫茶咖零售空间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这个天幕就是我们国漫咖啡这里室外的棚。

“全球合伙人”之一、国漫茶咖主理人 陈喆：对，户外运营的一个场景，很多时候就

是他们想取了咖啡、取了产品后就在外面坐一坐。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余村全球合伙

人计划的成员。那你们两位是怎么参与到全球合伙人计划里来的呢？

“全球合伙人”之一、国漫茶咖主理人 陈喆：我本身就是安吉人，我是一个归乡人。

我是去年 7 月份因为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就是自己的家乡，这么一个小乡村，它发起了全

球合伙人的招募令。当时我就觉得，它怎么有这样的魄力和格局去做一个全球合伙人招募

令，所以当时对家乡的小乡村很好奇。

在这之前的这个图书馆，现在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打卡的建筑，它之前是一

个水泥厂，因为水泥厂可能是（20 世纪）80 年代的乡村主要的农民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

在这个时代，我们把还绿水青山，把水泥厂改成了一个乡村图书馆，它是一个精神地标。

在这个精神地标里面，我们觉得也要配一些年轻的业态。我们带来的这个品牌是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它是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一些记忆的国漫卡通 IP，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业

态带到乡村以后，做一个美美与共的交换。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全球合伙人”之一、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 阿德：我是重庆人，然后在云南大理

生活了 11 年。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那我就想问了，究竟是余村什么样的东西，吸引您

走到了这里来？

“全球合伙人”之一、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 阿德：我们来之前就知道有“全球合

伙人”这样的计划。对于我们来说，余村的生态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我们

所说的自然层面的生态，就是绿水青山；第二个生态可能是人的生态，乡村“新物种”，

就是来做数字游民公社，加上本地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的包容和接纳的，所以这个

生态会慢慢地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那您刚才提到了“数字游民公社”，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概念？

“全球合伙人”之一、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 阿德：所谓“数字游民”，其实就是

一帮只要带着电脑，只要有电，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生活、旅行、度假的这样一

帮人。比较值得骄傲的是，现在国内规模最大的（数字游民）基地，其实就在我们余村。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所以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仅是生态，也催生了很

多新的业态，又聚集了更多更多的新人群。那你们觉得这些新业态的落地和大批年轻人走

进了我们这个乡村，他们又会给余村带来什么呢？

“全球合伙人”之一、国漫茶咖主理人 陈喆：接下去我们可能会把国漫用到乡村，去

做乡村（建筑）的外立面，吸引更多像数字游民一样的国漫研学团队来乡村，或者动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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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团队来乡村。他们的采风、设计、绘画可能都在乡村，离开钢筋水泥的建筑，在乡村去

做创作。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很有意思，不仅仅是国漫，也不仅仅是咖啡，是要

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我们的生态、乡村有效地嫁接到一起。

“全球合伙人”之一、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 阿德：其实过去几十年，我们能看到

在乡村振兴的建设里面，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想成为观光目的地，但是“光”在哪个地方呢？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哪些花花草草、猫猫狗狗，

一平方公里以内有哪些人在这生活，他们是从哪来的，有哪些动物，有哪些植物和我们生

活在一起……因为知道了这些细节，我很有可能会觉得余村是从一个我只想跨越的地方变

成一个我想停留的地方。

第二个叫做世界性。这个可能也是陈喆，包括我们能够给余村带来的一点点东西。所

谓这种世界性，其实是多样化，包括陈喆带来的这个乡村咖啡馆。可能 50 年以前，这边是

没有咖啡馆存在的。其实本地人也会很好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本地的街坊邻居来喝咖啡。

“全球合伙人”之一、国漫茶咖主理人 陈喆：有，每天吃完饭就过来。

“全球合伙人”之一、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 阿德：他们其实也会来尝试，说不定

还有一些会变成他们的粉丝。

接下来大概几天以后，我们会在镇上做一个活动，也是几个（数字）游民自己组织的，

会做一个“厨艺争霸赛”。他们找了 5 个大姐、5 个数字游民，然后每个人做一道自己家乡

的菜。

可能有了这样的附近性，加上世界性，乡村的生活未来会变得更丰富、更多样，还会

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来最后完成实现 10 万人来 100 次，甚至 1000 次的目标。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所以我们讲，就是好山好水带来了新业态、新人群，

让我们共赴一场美美与共的新生活。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向绿而行的路上，余村从未止步！从产业，到人才，到运营，时尚新赛道汇集了年轻

的梦想与热情。城市有的，余村都有；城市没有的，余村也有。乡村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千万工程”到今天正好 20 年，余村的变化也是可

以看到的，肉眼可见变化越来越大。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其实原先这个区块都是工业园区，这幢楼就

是原先这个水泥厂员工的办公楼，那边那幢（楼）是当时竹拉丝厂的厂房，那么我们在改

造过程中，结合了相应的零碳理念，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内包括国际上铂金级的零碳建筑。

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的这种运动场景，都是按照零碳模式的技术来打造的。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我也刚刚了解过，下面的经营者就是我们“全球合伙

人计划”的成员。我们这个“全球合伙人计划”也是我们余村在进行二次创业里的工程之

一。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我们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迈入了“千

村精品、万村美丽”，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概念。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县里面自己提出来新的“三大革命”，就是人才革命、能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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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包括运营革命。我们希望通过乡村能级的提升，来带动整个乡村未来的发展，能够引

领更多的村走向共同富裕。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现在山上咱们还是以竹林为主？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对，通过这些年对生态的保护，竹林由原先

的灰色调恢复成现在的绿色。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满眼葱绿。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满眼葱绿，给人感觉很舒服。同时，我们整

个竹林，它的这个碳排放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收益。我们前段时间，刚收到了第一笔竹林

碳汇的给我们的收益款，有 300 多万（元）。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300 多万（元）。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汇到村集体，全村每个老百姓都有。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每个村民能拿到 700 多（元）。

刚才汪书记您提到了，我们这片竹林通过竹林碳汇，就能直接给我们村民带来收益。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除了竹林碳汇之外，还有我们林下经济这个

板块，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块，是我们 6000 亩山林的林下经济种植的核心区，那

么里面涵盖了笋、菌、茶、稻、药这五大系列。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你看这里就是余村笋竹高效林基地。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应的种植区块，这

个上面有灵芝，然后这里是猴头菇。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你看连上山的甬道，都是用竹木搭下来的。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对，这是最生态的这种模式打造的。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所以刚才您介绍的时候，还提过一个概念就叫“零碳

乡村”。8 月 15 号就快到了，是我们首个全国生态日。我想，生态日对于我们余村来讲，

应该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是的，余村是作为首个全国生态日的主会场。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主会场要设在余村。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所以说我们全村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是好日

子，同时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如果没有 2005 年 8 月 15 日，总书记当时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在我们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那么，我想余村可能也走不到

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老百姓都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感恩的日

子。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2005 年到今天已经是 18 年了，余村也经历了一轮又

一轮的突破，下一步，你们的破圈之举在什么地方？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现在就是我们围绕“高能级、现代化、国际

范”的这个大余村目标，引领我们的落地的全球合伙人，为大余村的建设发力，要成为最

现代化的乡村，带着我们更多的村一起迈向共同富裕。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余村，见证了“两山”的转化。这里的绿水青山“底色”更浓，金山银山“成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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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共同富裕“本色”更亮。

余村，又不止于余村。浙江千千万万个“余村”，在绿色乡野间上演着“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的中国故事。

旁白

绿色蝶变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浙江千万个“余村”，在千里之外的河北塞罕坝，也上

演着不同的版本。

字幕：河北承德塞罕坝林场

2017 年，联合国庄重地向这一抹中国绿致敬，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

和余村一样，塞罕坝的故事讲了又讲，但每一遍都有新的续集。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您知道塞罕坝有多少棵树？答案是 5 亿棵。5 亿棵是什么概念？如果按 1 米间距把它们

排开，可以绕赤道 12 圈。这都是三代塞罕坝人用了 61 年时间一棵一棵种下的。

字幕：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石质阳坡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于场长，听大家介绍，您是一个 80 后。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对，1980 年。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今年 43（岁）。那您是怎么到塞罕坝林场来的？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来到这边了，河北农业大学林

学院毕业，学的就是林学专业，被塞罕坝所吸引，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报考了这里。所以来

了以后，我感觉塞罕坝的这个造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林场，所有开始能造的、好造的、适合生长的地方全都造完了，后来就剩下这些石质

阳坡，我们从 2012 年开始攻坚造林，就咱们眼前看到的这些。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就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大片，所有的这些，现在

树还比较小的这些荒山。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在塞罕坝林场有多大面积，像这样的（石质阳坡）。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这样的石质阳坡，我们有 10.6 万亩，近千块吧，

大小不一。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我看周围这些树有高有矮，还有这么矮的。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树木）生长的状况不太相同，但是他们是属于同

一龄的苗木。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这棵树有多少年了？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现在这苗龄十二、三年了。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已经十二、三年，但是才长这么高。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有一米多点吧，因为塞罕坝不同于其他的地方，它

属于高海拔高寒地区，生长期特别短，无霜期只有 64 天。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64 天。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就相当于两个月，所以说留给苗木生长的时间是相

当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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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石质阳坡，我想，工程量也好，技术手段也好，是不

是难度会很高？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我们在这种立地条件特别好的这种地方，刚开始造

林，当然塞罕坝也是突破了从无到有，从失败到成功的这个经验。

但在这种石质阳坡造林，我们也是摸索了很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扒开这个，我们

刚开始造的时候，草没有这么茂密，而且你扒开这个土下边，随手一拿全是石头，就是它

上面只有 5 到 8 公分，甚至更薄的这么一个腐质层，而且还不算是土。

我们看到的这个石质阳坡攻坚造林这块，全是人工刨的。像这块地，坡度在 40 度以上，

这种坡度的情况下，机械是无法到达的，所以全靠人工或者牲畜的驮、扛这样来完成。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那我们塞罕坝人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这么一个难题？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只有它成活了以后或者是失败以后，你才能说它适

合不适合，因为用实践去检验一下。我觉得我们的检验，这些地方也是可以成功的。

当我们看到这种石质阳坡，满眼全是绿色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挺舒服的。

字幕：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附近林下造林区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于场长，接下来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接下来我们林场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现在在二次

创业，给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包括资源管护的、森林抚育、质量提升等等。实际我们最

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塞罕坝范围内的、能利用的地方全造好林。就是到最终，我们

这个森林覆盖率能达到一个 86%的饱和值。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就是把每一片裸露的土地，都让它建成森林。那再问

你一个问题吧，二次创业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老一代务林人把塞罕坝从一个没有到有的过程实现

了，建造了这百万亩林海，创造了人间奇迹。接下来二次创业，我们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守着老一代的功绩在这，我们如何按照总书记指示的，让我们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新

征程上再建功立业。如何把这来之不易的百万亩林海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这就给我

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

统。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其实刚才讲到了，（如果）林区里面只有单一的树种，

其实会带来不少的影响。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单一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它的抗性比较差，比如

说抵御一些病虫害的能力，还有防火等各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就在想着如何去调整树种结构，就又在这林冠下栽植了其它树种，和它形成混交，我们

又营造了云杉。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这是云杉这边。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这是我跟你说的降密度、调结构。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调结构。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对。今年我们在做科考，没有做完，但是通过近期

的（结果）已经发现，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有所增加，比以前要丰富了一些。可以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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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这些野生动物。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嗯，好！

字幕：塞罕坝机械林场大唤起分场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小孙，这是在我们保护区工作的小孙，孙朝晖。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小孙，你好。刚听于场长给我介绍说，最近我们那个

红外线又拍到了很多动物。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保护地管理科科员 孙朝辉：对。我们通过在保护区布设了 200 余

台红外检测相机，在拍摄监测过程中，拍摄到了像马鹿、狍子、野猪、狐狸，然后在日常

野生动物监测过程中，也拍摄到了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琴鸡。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塞罕坝自然保护区，它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是 261

种、昆虫 660 种，还有这种植物 625 种。在 2021 年的 9 月，塞罕坝人工林森林生态系统也

入选了“全球生物多样性 100+案例”。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保护地管理科科员 孙朝辉：这种斜着上山的印记，那个偶蹄目，

就是像鹿、狍子这一类，它是这样去山上，然后下来到这喝水。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这还有好多印。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保护地管理科科员 孙朝辉：对。这下雨了，把这脚印给弄得不是

太清楚。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这是一个通道。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保护地管理科科员 孙朝辉：对。它是总这么上山去，然后下来喝

水。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这些小动物，也是塞罕坝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

部分，所以我们也会像爱护森林一样，爱护这些小动物。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就让它们适意地在这里生存。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对。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安居乐业。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森林，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还是一座天然碳库。超高的林木蓄积量，让塞罕坝

化身碳汇“富地”，“呼吸”间创造效益。

字幕：尚海纪念林

1991 年，为纪念王尚海等老一代创业元勋的功绩，决定将这片森林命名为“尚海纪念

林”。这里是塞罕坝百万亩林海起源地和塞罕坝精神发源地。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你心里是不是有一本生态的大账？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实际我们是一直在算生态这个大账，“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感觉是，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我们的绿水青山，在他们心目中形

成他自己的金山银山，让他们能够更多地融入到我们带来的这种优美的生态环境里。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其实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只是看到表面上塞罕坝

建起来了，吸引来了这么多的游客，旅游给你们创造了很多的价值，这可能是我们表面上

所看到的，在你心里是怎么理解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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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大家看到的我们开发生态旅游这一块，也只是利用

了我们整个面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百分之一点几的面积允许搞生态游，而我们主要的目

的是保护，我们想彻底地保护好我们这块来之不易的森林。所以说，但凡涉及有可能破坏

塞罕坝森林生态的，我们都拒绝、禁止。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我想塞罕坝还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价值，就是你们把很

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我们也认为这个精神是很可贵的，它是一个精神的

高地。塞罕坝从无到有，通过经营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绝对是一个精神的所在，所以总

书记给我们总结塞罕坝精神的时候，牢记使命。使命是什么？当时建场时候的使命，就是

要把林子造活，艰苦创业创造下来。绿色发展，也就是为我们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希望。

所以我觉得塞罕坝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的鼓舞和感染，更是一种生态的引领，让更多的

人去学习这种精神，把精神里所含到的，融入到自己的每一份工作中，来发挥更好的作用。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最后我想说，塞罕坝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片无价

的青山绿水，也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塞罕坝精神，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它表示敬意。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精神财富可以代代流传，实际作为我个人来讲，我

也是来学习、践行塞罕坝精神，争取能把它发扬光大。

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相信一定能实现！

旁白（长城新媒体集团副总编辑 邵荃）

只有亲身到这里，您才能感受到塞罕坝的震撼。塞罕坝人种下的不仅是树，更是一种

精神。塞罕坝不仅是一片林，更是一座永久的生态宝库。这里的每棵树、每片林、每个人

都散发着光和热。

旁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

县余村首次提出这一科学论断。

这道生态文明的考题，18 年后，从浙江的美丽乡村到河北的塞罕坝林场，他们用实践

交出答卷，他们创造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给了世界一个“绿色惊叹号”。

字幕：2017、2018 年，联合国分别授予塞罕坝机械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的建设者们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旁白

从塞罕坝建设者们创造的“绿色奇迹”，到浙江“千万工程”造就的万千美丽乡村，

祖国的山山水水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践行地。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碳汇（项目）如果全部上市交易，保守估计收入上

亿元。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现在每家每户的生产生活都和绿水青山有

关，大家都把绿水青山当作了幸福靠山。

旁白

从涅槃重生到二次创业，从运营乡村到运营森林，从绿色共富到生态共享……他们向

“绿”而行，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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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近自然的生态让森林更健康。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只会发生在城市的新产业，可能也会从乡村

生长出来！

旁白

他们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一把打开高质量绿色发展通道

的金钥匙，更是这片土地向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中国方案。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 于士涛：发挥示范引领，推进绿色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二次

创业。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带动周边乡村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着力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新路径。

旁白

万里河山多姿多彩。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和行动，一幅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视频配文：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

18 年后，从浙江的美丽乡村到河北的塞罕坝，广大建设者用实践交出答卷。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和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分别荣获 2017 年、2018 年联合

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浙江余村和河北塞罕坝，处处花园和莽莽林海，相同的底色中有着什么样不同？不同

的路径中又有何共同之处？安吉县融媒体中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长城

新媒体集团共同推出《对话“地球卫士”：这片山 那片林》，一起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