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编责编 田野田野 校对校对 陈金玲陈金玲焦点焦点聚

豫东平原，兰考国电投新能源
产业园区内，纯锂50Ah全固态电
池量产下线。

“这些将来都会变成能源。”该
产业园项目负责人王震指向不远处
摇曳树枝的阵风说，产业园正在配
套建设年发电量1.4亿度的源网荷
储一体化绿色供能系统。

经过持续不懈的生态治理，兰
考当年的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正
转化为风电、特色农产品种植、全域
水资源等支撑全县高质量发展的
“三宝”。

“焦裕禄曾在这里探风口、治风
沙，如今我们借风能、太阳能打造零
碳乡村。”兰考县付楼村驻村第一书
记裴东鑫说，将绿色能源与研学文
旅、环境治理结合起来，昔日贫困村
建设成全国农村能源革命示范村，
仅阳光红利一项，年集体增收16万
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兰考

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对“两山”理论
的有力诠释，而塞罕坝“荒原变林
海”和右玉“沙窝变绿洲”，同样是这
一科学理论的鲜活注脚。

从2014年起，塞罕坝机械林
场完成多个森林固碳生态产品项目
开发，实现价值转化 1600 多万
元。20多年来，“再造三个塞罕坝
林场”项目总用工量达到3000多
万人次，有效增加了当地农民劳务
收入。

在右玉，绿色由最稀缺的颜色
转变为最厚重的“底色”，生态红利
持续释放，生态旅游、赛马、足球训
练、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欣欣向
荣。近年来，“荣怀杨”不远处的右
卫镇马营河村陆续建起民宿，依托
苍头河国家湿地公园，越来越多村
民吃上了“生态饭”。

草木无言，精神永恒。
站在历史的新征程上，“三棵

树”所凝结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河、
激荡回响。在绿色绵延中，它们不
断见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动实践，也必将见证一代代人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答卷中
继续书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三棵树”的守望与传承
冬染霜林，中华大地上，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河南

兰考各自铺展开美丽的生态画卷。
三棵不平凡的树——“功勋树”“荣怀杨”“焦桐”矗立

其间，目睹风沙贫瘠之地的沧桑巨变，守望塞罕坝精神、
右玉精神、焦裕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进行着久久为
功的生态文明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的历史方位，新的
奋斗征程，再次走近“三棵树”，历久弥新的精神之力扑面
而来，催人奋进。

山西右玉，苍头河畔，矗立了70多年的“荣怀杨”挺
拔依旧。漫步在万亩松涛园内，樟子松、油松、落叶松等
一望无际，松涛阵阵。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位于毛乌素沙漠风口地带的右
玉，多年前曾是另一般模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三丈六尺高的老县城北城墙，曾被沙土掩埋大半，
“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是广为人知的顺口溜。

面对“十山九秃头”的荒凉，1950年上任不久的右
玉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扛起铁锹带着全县干部，在苍
头河边栽种下第一棵小叶杨树——被后人称为“荣怀
杨”，由此拉开了右玉人坚持不懈植树绿化的序幕。

“荣怀杨”扎根大地11年后，在东北方向千里之外
的塞罕坝，人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树龄超百年的落叶松
——正是它，坚定了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决心和信
心。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
地南缘，意为“美丽的高岭”。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这
里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面对“风沙紧逼北京
城”的严峻形势，1961年，当时的林业部派出调查组踏
查，在红松洼一带，专家找到了这棵20多米高且生长旺
盛的天然落叶松——这棵活着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
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第二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吹响誓把荒原
变林海的号角。这棵落叶古松，也由此成为塞罕坝人心
中的“功勋树”。

塞罕坝向南千余公里，九曲黄河在河南兰考拐出最
后一道弯。在县城东北角的广场上，一棵泡桐树高大挺
拔，枝干遒劲。

82岁的老人魏善民手抚树干回忆：风沙、盐碱、内
涝曾是兰考出了名的“三害”，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
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翻淤压沙。“1963年春天，焦书记亲
手种下了这棵泡桐树，今天兰考人都叫它‘焦桐’。”

如今，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绿色正成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底色。“荣怀杨”
“功勋树”“焦桐”挺拔依然，周围也早已千顷澄碧：

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到57%，右玉的绿色嬗
变，让昔日“不毛之地”变身“塞上绿洲”；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建成了世界最大
的人工林，荒原变林海成为现实；

一棵“焦桐”变身片片“焦林”，兰考600余万株泡桐
将漫漫黄沙化为良田沃野。

一把藤椅，放在一张破旧的
办公桌前，碗口大的窟窿诉说着
主人曾经的病痛——肝疼袭来
时，他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
紧顶在痛处，久而久之顶出一个
大洞。

在兰考焦裕禄精神展览馆
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排起
长队，睹物思人，一股穿越时空
的精神力量扑面而来。

当年曾和焦裕禄“搭档”种
树的魏善民，如今成了“焦桐”的
守护人。他说：“焦书记带病工
作，因为他心里装的是老百姓，
唯独没有自己。‘焦桐’守护了我
们，我们也要把它守护好。”

人们在种树，也在传精神
——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和使命，是迎难而上、艰
苦奋斗的勇气和担当，是科学求
实、久久为功的胸怀和定力。

八年三战“黄沙洼”，树栽了
死，死了又栽，右玉人锲而不舍，
终将一道长20公里、宽4公里
的流动沙丘挡在右卫城外；马蹄
坑“大会战”，作为机械林场首任
党委书记的王尚海，带领众人将
家搬到塞罕坝，带头冲锋，开创
国内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
的先河……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薪火相
传。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劲风
中，林海滔滔，塞罕坝千层板林
场职工在林冠下进行修枝作业。

眼前所见，是塞罕坝“二次

创业”的缩影。“要把这来之不易
的百万亩林海抚育好、管理好、
保障好，建设健康、稳定、优质、
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塞罕坝
机械林场场长于士涛说。

右玉同样流传着接力奋斗
的佳话，22任县委书记坚持带
领干群造林绿化。右玉人说，干
部调动是“飞鸽牌”，种树造林才
是“永久牌”，“换领导不换蓝图，
换班子不减干劲”。

“树是一棵棵栽下的，事儿
是一件件办成的。”于士涛觉得，
塞罕坝、右玉和兰考的绿色接
力，归根结底在于始终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
界，将科学蓝图一绘到底。

从右玉、塞罕坝到兰考，多
年来人们在改变自然生态面貌
的同时，也在摸索因地制宜发展
相关产业。如何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更好地让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继往开来，今
天的挑战仍然不少。

“千难万难，畏难才最难。”
“为什么焦书记在兰考工作仅一
年零四个月，就找到了多少辈人
未找到的‘除三害’办法？因为
他凡事探求就里，深入群众，科
学求实，迎难而上。”兰考县委书
记陈维忠说，新征程上，应在精
神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在攻坚克难中成就事
业。

千顷澄碧满目生机

种树也是在传精神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人们在“焦桐”下参观
（2022年8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郝源/摄

2024年5月20日在河北塞罕坝拍摄的“功
勋树”。 新华社记者杜一方/摄

2024年11月16日在山西右玉拍摄的“荣怀杨”。新华社发（辛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