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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和谐：何丕洁的“中华亲情林”情怀
湧 峰

发挥自身能力的报国机会

2013 年 12 月 6 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

的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和批准、华夏

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主办的海峡两岸“中

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启动仪式上，海峡两

岸 200 多名嘉宾济济一堂，一位举止从容、气质

儒雅的男士健步走上讲台郑重宣布：“民革中

央一贯支持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工作，当前，

也将全力支持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举办的海峡

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基地建设工程，已责成

我参加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的工作，也参

加‘中华亲情林’建设领导小组的工作。”这位

讲话者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华夏文化纽带工程

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亲情林”建设领导小

组副组长何丕洁。

在随后的讲话中，他的一段脱稿发言透出

了几分激昂：“我们都 是 炎 黄 子 孙 ，都 是 骨 肉

同胞。‘中华亲情林’建设所体现的亲情，不

仅 是 中 国 人 一 个 家 族 、一 个 地 区 的 亲 情 ，更

是 我 们 整 个 民 族 的 亲 情 ；同 时 ，中 华 亲 情 要

以同文同宗为主要内容，也应该以包括海峡

两岸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有的在‘反侵

略 、保 和 平 ’事 业 中 形 成 的 战 友 亲 情 为 主 要

内容，如它应体现二战期间我国全民抗日形

成的战友亲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战友

亲 情 超 越 了 血 缘 亲 情 ，是 一 种 同 患 难 、共 生

死 的 真 挚 情 谊 。”他 的 讲 话 赢 得 了 与 会 者 的

热烈掌声。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作为全国政协常

委 ，为 尽 到 建 言 献 策 的 责 任 ，何 丕 洁 一 直 在

准备《全面推进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

基 地 建 设 工 程》的 提 案 。 笔 者 见 到 他 时 ，这

份 提 案 稿 已 前 后 修 改 了 3 次 。 在 这 个 提 案

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中，何丕洁用简练的语言

阐述了“中华亲情林”建设的理念、现状和重

要意义：

“由国务院台办批准和指导、华夏文化纽

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亲

情林’首批基地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中

华亲情林’是指在种植或认养优质长寿树木

时，附上家谱或其他纪念性的资料。家谱和

纪念性的资料在树木旁用标志注明，存放在

‘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中的中华亲情馆中。

存放的文档与种养的林木联号联档，从而使

种植或认养的优质长寿树木具有亲情的人文

境界。这个创意由台湾同胞提出，海内外华

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在发起的过程中不

断 丰 富 完 善 ，形 成 了 现 在 相 对 完 整 的 理 念 。

台 湾 同 胞 已 主 动 送 来 包 括 5000 多 套 家 谱 的

29 套族谱，希望在大陆建成的‘中华亲情林’

首 批 基 地 中 存 放 ；台 湾 的 60 多 个 政 党 和 社

团，中国国民党的 11 名中常委和 4 名中央委

员也先后发表声明和宣言，表示支持‘中华亲

情林’建设。台湾有关政党和社团还表示要

和大陆同胞一起，在大陆建成 1 万多亩‘中华

亲情林’建设基地。为保证这一工程的严肃

性，在国务院台办的指导下，本着戒除形式主

义和花架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

题解决提升紧密结合，宁缺毋滥、宁少毋多、

试点先行、慎重推广的原则，主办单位仅确定

6 个 有 适 宜 条 件 并 自 愿 做 出 申 报 的 试 点 单

位，期望在取得经验后再予以推广。

海峡两岸共同建设的‘中华亲情林’首批

基地工程意义重大，一是台湾同胞将家谱存放

到大陆‘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中，体现了台湾

同胞根系祖国和两岸同文同宗、同根同源，有

助于推进两岸同胞的情感交融和心灵沟通。

二是成片建设‘中华亲情林’基地，有利于推进

美丽中国的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来固态、常态

地纪念亲情，会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只

在亲人离世后、于清明等节日通过烧纸、吃饭

等形式纪念亲情的风俗，同时，把纪念亲情与

生态建设紧密挂钩，使人们带着亲情来植树和

护林，将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人们对养

护林木缺乏自觉性和责任感的状态。‘中华亲

情林’将人文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融为一体，

具有创新意义。三是海峡两岸共同建设‘中华

亲情林’首批基地，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直倡导的包括孝道、尊老爱幼、家庭和

睦等等在内的亲情理念，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伦理道德具有积极作用。四是‘中华亲

情林’首批基地建设将与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教

育工作、生态林和碳汇林并生态农业和绿色食

品产业建设、包括国土水利在内的环境治理和

修复、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等紧密结合，对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提升

将发挥重要作用。五是作为海峡两岸同胞共

同发起、海内外华人广泛参与并共同实施的

建设工程，‘中华亲情林’建设持之以恒地实

施，会成为中华民族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

一个重大文化标志和长期的纪念性活动。总

之，‘中华亲情林’建设在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中会发挥重

要功能。”

在提案的最后，何丕洁建议国务院有关部

门对“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给予文化产业方

面的政策扶持。当笔者问起他为何牵头递交

这份提案时，他微微一笑说：“我从‘中华亲情

林’建设中，看到了又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

科技人文知识的长期储备

在对何丕洁的访谈中，他多次提到要珍惜

报国机会、抓住报国机会、投身报国机会。我

们感受得到，他为实现这些目标储备了大量的

科技人文知识。

何 丕 洁 出 生 于 天 津 的 一 个 知 识 分 子 家

庭。他 1 岁多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

分子家庭和新社会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把学好

知识、掌握本领、报效祖国作为基本的人生目

标 。 他 所 就 读 的 天 津 市 实 验 小 学 和 天 津 一

中，至今都还是天津市的名牌学校。1958 年，

他的父亲被调往北京邮电科学院工作，本来

可以举家随迁，但由于孩子们转入北京的名

牌学校会有一定困难，家里决定仍让母亲带

着孩子们留在天津，继续在名校就读。“文革”

中断了何丕洁正在高中就读的学业，他的父

亲也受到“审查”。何丕洁临下乡前，赶到北

京看望父亲，等了大半天，几经交涉，他的父

亲才由两个人“看护”着出来与他见面。父亲

在仅有的几句交谈中，一再嘱咐他要好好学

习，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何丕洁在河北邢台农村下放期间，牵头

带领年轻的知识骨干建立科研小组，努力把

科技实用技术运用于种植业、养殖业中，取得

了一定效果，获得了农民的好评。1972 年，他

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天津师范学院物理

系学习。1975 年毕业后，他教了 8 年多的物

理 课 。 直 至 1982 年 ，他 调 入 民 革 天 津 市 委 ，

以后又调入民革中央。历经多年锻炼后，任

民革中央副主席。

在从事民革工作以后，何丕洁在政治和人

文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又都有了一定的积

累。他曾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区长助理，对政

府审批制度的精简和改革做出积极努力并取

得成效，朝阳区较早实现了政府管理部门“一

站式”审批；积极参与朝阳区第一届国际商务

节的创意和筹备，在这届商务节中，隆重推出

“CBD——中央商务区”的概念，这在全国是

首创。在规划和建设北京市的“CBD——中

央商务区”方面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至今

朝阳区的很多人士对他当时的贡献都给予很

高评价。

说到和台湾各界的交往，何丕洁深情地

回 忆 起 1999 年 他 率 先 带 领 民 革 的 插 花 艺 术

团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的情景，当时受到热

情接待，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革中央及

民 革 诸 多 地 方 委 员 会 与 台 湾 有 关 方 面 的 插

花 艺 术 交 流 ，至 今 一 直 定 期 举 行 ，已 成 为 两

岸文化交流中的传统项目。后来，他又率领

职业教育考察团访台，也建立了这方面的持

久交流机制。

何丕洁在民革工作有 30 多年，他在贵州

开展智力扶贫工作，从 1986 年开始算也有二

十七八年了。他在天津时就带领专家到贵州

毕节开展咨询服务，到民革中央工作后，他每

年都要往贵州跑上好几次，努力把智力支边扶

贫做实做深。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说，他玩

命式地投入工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

和精力。

何丕洁是学物理的，他的工作信条是“愿

作尘埃凝甘露，化为春雨润桑田”。他说：“我

是一名机关干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不高，

但是我们民革党员中有很多专家学者、优秀人

才，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不影响他们做好本职工

作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为民

革履行参政党职能贡献力量。就好像在一定

条件下，空气中有再多的水分子，如果没有遇

到尘埃，水分子不会凝聚成水滴。有了尘埃，

水分子才能凝聚起来形成水雾，形成水滴。我

就要发挥一粒尘埃的作用，使更多的水分子能

凝聚起来，转化为雨露，滋润大地、滋润万物。”

他经常用这个理念与年轻同志交流。

“中华亲情林”建设
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十分有益

正因为有了科技人文知识的长期储备，何

丕洁对“中华亲情林”建设的作用和意义理解

十分透彻。最近，一位对人文科学有研究、又

在生态治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家——

北京威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涵准

备倾力支持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各项工作，包

括支持“中华亲情林”建设。她提出了“中华亲

情林”建设的宗旨应当是既修复心灵的荒漠

化，也修复自然的荒漠化，并准备推进“中华亲

情林”建设与生态修复产业的结合。何丕洁对

郑涵所提的宗旨十分赞赏。在他指导下，华夏

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处将“中华亲情林”

建设的宗旨在郑涵提议的基础上，梳理概括为

“两个修复”和“两个绿化”，即修复心灵生态、

修复自然生态；绿化内在心灵、绿化外在环境。

何丕洁对“中华亲情林”建设的宗旨做出

阐述：亲情首先是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

系。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道德失

范、诚信缺失的现象，并且我国已进入老龄化

社会，能否保持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孝道美

德，对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意义重大。“中华

亲情林”是要把亲情培育在生态建设的形式

中，将其固态化和常态化。这就是“中华亲情

林 ”建 设 修 复 心 灵 生 态 、绿 化 内 在 心 灵 的 指

向。亲情也应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当

前出现的雾霾天气说明，当人在思想和实践

中不对自然抱有亲情时，就会受到自然的严

厉惩罚。“中华亲情林”建设将家谱附于长寿

树木旁，以树喻人，以情入树。人们将用对家

族的感情去养护树木，因为长寿树木已作为

家族的象征，这会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对林木

养 护 不 力 的 状 况 。 何 丕 洁 认 为 ，“ 中 华 亲 情

林”建设的“两个修复”“两个绿化”如果在国

人中得到运用和发挥，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又一次报国机会。

“中华亲情林”建设必须做实做好

何丕洁参加“中华亲情林”建设领导小组

工作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华亲情林’建

设 必 须 做 实 做 好 ”。 他 说 ，这 个 话 绝 不 是 套

话，做实，就是要反对做虚；做好，就是一定要

做出实效，一定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提升产生正能量、取得好

效果。

在何丕洁和其他领导小组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本着以上做实、

做好的原则，采取宁缺毋滥、宁少毋多、试点先

行、取得经验后面上推广的方针，目前只确定

了 6个试点单位。这 6个试点单位被确定的标

准是：两个自愿条件，即当地有企业自愿投资

建设；当地政府自愿予以支持。两个资源条

件，即当地具备中华亲情文化资源、具备长寿

林木资源。一个根本条件，即“中华亲情林”

建设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问题

解决提升有机融合，从而产生有效成果。何

丕洁强调说，两个自愿条件，就是反对搞摊派

和 变 相 摊 派 ；两 个 资 源 条 件 ，就 是 要 因 地 制

宜，反对盲目的一哄而上；一个根本条件最重

要，就是要反对搞花架子、浮夸风，反对搞政绩

工程、形式主义。

何丕洁像投身贵州的扶贫工作一样，如

今 投 身 于“ 中 华 亲 情 林 ”建 设 中 。 他 的 办 公

室 挂 着 一 幅 友 人 赠 的“ 天 下 和 谐 ”的 书 法 作

品 。 他 指 着 这 幅 书 法 作 品 说 ，他 的“ 中 华 亲

情 林 ”的 情 怀 就 是 这 4 个 字 。 确 确 实 实 ，何

丕洁的为人行事作风非常平和，而他也正用

他的科技人文知识储备，在为实现人和自然

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即天下和谐的报国

理想而奋斗！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何丕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牵头递交了题为《全面推进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基地建设

工程》的提案。“中华亲情林”建设工程由国务院台办批准和指导、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主办，是指在种植或认养优质长寿树木时，附上

家谱或其他纪念性的资料，存放在“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中建成的中华亲情馆里。存放的文档与种养的林木联号联档，从而使种植或认养的优

质长寿树木具有亲情的人文底蕴和境界。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基地建设工程已于 2013年 12月全面启动，作为“中华亲情林”建设领导小

组副组长，何丕洁全身心投入其中。他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天下和谐”书法作品，他说，这也是他的“中华亲情林”情怀。

海峡两岸贵宾共同启动“中华亲情林”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华夏文

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亲情林”建

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何丕洁

出席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启动仪式的来宾在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