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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陕北大地，林木葱茏。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的狼窝沙生态治

理区里，69 岁的陕西省定边县定边街道十

里沙村党总支原书记、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光银，正手握斧子，为树

木修剪枝杈。一旁，他“90 后”的孙子石健

阳拿起 3 米长的高枝铲，用力一铲，把多余

的枝杈铲下来。

“歇会儿吧，老石！”有人冲石光银喊了

一声。在修剪树木的几名村民很快聚拢过

来，沙梁间，树荫下，拉开了林木规划、树种

改良的话题。

40 多年来，石光银带领乡亲们治沙造

林，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一条长百余里的

绿色长城，彻底改变了“沙进人退”的恶劣环

境。他将治沙与致富相结合，创造“公司+
农户+基地”的新模式，帮助沙区群众脱贫

致富。

“恶沙不治，穷根不
拔，我就枉活一世”

1952 年 2 月，石光银出生在定边县毛乌

素沙漠南缘的一个小村庄。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炕烂草

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皮，十户九家穷。”

当时的一首民谣，道尽了风沙肆虐之下，当

地群众恶劣的生产环境和贫苦的生活状态。

“小时候，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外出放

羊，一场沙尘暴把我们刮跑了。父亲出门找

了 3 天，才把我找回家。小伙伴却再也没了

踪影。”石光银回忆，那些年，风沙掩埋了庄

稼，撵着他们举家搬迁了 9 次。从那时起，

他便立下了治沙的志向。

1968 年，石光银当选定边县海子梁公

社圪塔套村小队长后，带领群众苦战 3 年，

在不毛之地种活了树林。“首战告捷，打破

了乡亲们‘沙窝里栽不活树’的观念。”石光

银说。

1984 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光银

成立了一家治沙公司——新兴林牧场，承包

治理 3000 多亩荒沙。

“我叫石光银，成立了一个荒沙治理公

司，要治理狼窝沙。现榜告四方父老，凡有

人愿意与我一起治理狼窝沙的，一概欢迎

……”在石光银治沙展馆，一张落款日期为

1985 年 6 月 5 日的“招贤榜”十分醒目。

招贤榜贴出后，不少乡亲主动加入治沙

队伍。“不治沙就没出路。”跟石光银一起治

沙的杨树华深有感触，“一场风沙能把种在

地里的庄稼全部掩埋，吃饭都成问题。”

只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种树种草，

谈何容易。为筹措树苗款，石光银把家里养

的 84 只羊和一头骡子拢在一起，赶到集市

上卖。当时，妻子拽着他的衣角不松手，石

光银罕见地发了脾气：“恶沙不治，穷根不

拔，我就枉活一世！”

就这样，石光银带领乡亲们一头扎进了海

子梁荒沙面积最大的区域之一——狼窝沙。

“不能只顾自己，要带
着群众一起干”

行走在狼窝沙林区，当年种下的小白

杨，如今已长成十几米高的大树。郁郁葱葱

的树林里，不时可见狐狸、鸟雀等。面对面

坐在地上，石光银向记者讲起了治沙的艰难

历程。

1986 年，一战狼窝沙，失利；1987 年，二

战狼窝沙，又碰了一鼻子灰。此时，有人想

要离开治沙队伍，有人上门索要树苗款，更

多的人开始质疑。

“光银啊，乡亲们可全都看着呢，咱不

能半途而废。”这一回，轮到妻子给石光银

打气鼓劲了。定边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也

送来建议：沙地栽树，光凭热情不行，还要

学会运用技术。

1988 年春天，石光银带领乡亲们，用驴

车拉着树苗和 10 多万公斤沙蒿、沙柳，再次

开进狼窝沙。

跟前两次不同，这回，石光银用的是新

学来的“障蔽治沙法”：在迎风坡画格子搭设

沙障，使沙丘不流动；在沙障间播撒沙蒿、栽

植沙柳固定流沙；然后种下杨树苗……他们

在 6000 亩沙地上搭设了总长度达 800 余公

里的沙障。

“那些日子，我们拿着铁锹、背着树种、

带着干粮，走到哪，就干到哪睡在哪。住的

是柳条和塑料布搭起的帐篷，吃的是又干又

硬的饼子。”回忆往昔，石光银目光如炬，“有

人说我傻，自讨苦吃。我觉得，作为党员，不

能只顾自己，要带着群众一起干。群众吃够

了风沙苦，我们就得想尽办法把沙子治住。”

过了些时日，新栽的树枝上长出了鼓鼓

的嫩芽。“树苗成活了！”石光银说，“这给乡

亲们带来了希望，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决心、

有恒心、有科学方法，就一定能治住沙。”

石光银带领乡亲们付出的心血终于得

到回报，三战狼窝沙，5.8 万亩沙地造林成活

率达 90%以上。不仅如此，他后续承包的 25
万亩荒沙、碱滩也得到了有效治理。

“要把治沙造林事业
一代一代传下去”

每次来狼窝沙，石光银都要叮嘱护林员

及时修剪林木。“这些树木就像是我的孩子，

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我就安心了。”穿过一

片樟子松林，回想起这批树木栽种的情景，

石光银眼含热泪。

那是 2008 年的植树节，石光银的儿子

从外地调运树苗返回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

亡。强忍着巨大悲痛，在儿子安葬后的第三

天，石光银又奔赴治沙造林第一线。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虽然没了儿

子，但还有孙子，要把治沙造林事业一代一

代传下去。”石光银说。

石健阳从记事起就看着爷爷治沙，读大

学时选择了林业专业。如今，他回到定边，

与技术团队一起开展林下经济科研活动。

“爷爷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石健阳说，“我

要发挥专业特长，研究适宜沙地生长的经济

作物，再带动瓜果蔬菜的种植，形成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不仅治沙，还要致富。近年来，通过成

立联合党支部，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

发展模式，石光银联合 1000 多户农户，先后

办起了千亩樟子松育苗基地、千亩辣椒种植

基地、百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 吨安全饲料

加工厂等经济实体，帮助乡亲们年人均收入

过万元。

走进定边县十里沙村，道路两旁的蔬

菜大棚里生机盎然。村民崔浩正在自家大

棚里忙活，他说：“再有半个月，辣椒就上市

了，不愁销路，去年收入超过 6 万元！如果

没有石光银带着乡亲们治沙，哪有现在这

样的好日子！”

“在老石的帮助下，我们走上了壮大村

集体经济、共同致富的路子。仅 322 座蔬菜

大棚，去年就为农户增收 480 多万元。”十里

沙村党支部副书记蒋杰说。

“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将沙漠变绿洲。”

在榆林市委书记、市长李春临看来，正是以

石光银为代表的一大批治沙造林人的艰苦

奋斗，让定边县毛乌素风沙草滩区变成了

“塞上粮仓”。

“我会当好守林人，守护爷爷、父亲两代

人的成果，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传

承下去，让‘沙漠绿洲’成为乡亲们持续增收

的‘金山银山’。”石健阳说。

陕西省定边县定边街道十里沙村党总支原书记石光银——

誓 将 沙 漠 变 绿 洲
本报记者 龚仕建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省南阳市淅川

县要确保丹江口水库清水安全北送。

这里也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一度有贫困人口近 7 万人。

自 2015 年 9 月担任淅川县委书记

以来，卢捍卫立足县情实际，扛起“确保

一库清水永续北送”和“全面小康不落

一人”两大责任，在保水质、促脱贫上抓

准抓好结合点，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实

现山川增绿、农民致富、产业振兴。

守护清水向北流

淅 川 水 好 ，不 少 人 以 养 鱼 为 生 。

但养鱼容易影响水质，要护水就不能

不 治 理 。 卢 捍 卫 上 任 时 ，淅 川 尚 有

8300 个养鱼网箱、580 家养殖户。

“网箱得拆，也要努力将渔民损失

降到最低。”卢捍卫牵头确定合理补偿

方案，同时动员全县干部帮渔民卖鱼，

想方设法减少损失。“那几个月，在市

场上，我们比渔民吆喝得还欢！”香花

镇党委书记张自亮说。

经过集中整治，600 多家养殖场、

100 多家养殖户、19 条水上餐饮船被

取缔，380 多家污染企业被关停。淅

川投入 5 亿元，帮助企业转产、职工转

业、渔民上岸。淅川还成立专业护水

队伍，在所有乡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完

善管网，确保污水处理及时有效。

淅川地处秦巴山片区，有 120 万

亩极易水土流失的石漠化土地。卢捍

卫到任以后，以多元融资、合同造林、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等方式，推动全县

每年植树不少于 10 万亩。目前，淅川

的森林覆盖率达 45.3%，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 53.2%。淅川连

续获评河南省绿化工作先进县，水土流失面积大大减少。丹江口

水库水质如今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

发展产业促增收

截至 2015 年底，淅川县有贫困村 140 个，贫困人口近 7 万人，

贫困发生率 12.2%，约 2 万人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统计显示，自实

施严格的水源地保护措施以来，淅川县传统发展方式受限，工业产

值一路下行。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经过深入调研，一个“短中长”三线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在

卢捍卫的心中渐趋清晰。短线发展中药材种植、大闸蟹养殖等“短

平快”产业；中线发展软籽石榴、薄壳核桃、杏李种植等生态经济林

果，确保中期可致富；长线做大做强旅游业，确保长远可持续发展。

在老城镇下湾村软籽石榴基地，村民王文亮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土地流转费每年近 4000 元，就地务工年收入 3.6 万元，再加上

分红，“每年仅果园收入就有 5 万元。”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王文

亮，如今尝到了增收致富的甜头，说话间笑容满面。

除了发展种植养殖业，淅川还建起乡村旅游示范村 36 个、农

家乐和特色民宿 500 多家，全县现有旅游从业人员 3 万多人，年接

待游客 468 万多人次。2020 年，全县旅游业综合效益达 19.3 亿元。

2020 年 2 月，淅川县脱贫摘帽。

务实工作暖民心

卢捍卫的一组照片，曾在网上引发网友热议。

那是 2019 年 8 月 7 日，大石桥、金河、西簧等乡镇遭受不同程

度的洪涝灾害。顶着烈日，踩着泥泞的地面，卢捍卫走进大石桥乡

纸坊沟村，察看群众受灾情况，安排部署灾后重建。照片上，他背

对着镜头，湿透的白色衬衫紧紧地贴在后背上。

“卢书记好样的！”“心系群众，务实为民。”……不少淅川人深

受感动，自发地在微信群、朋友圈里转发、点赞。

淅川的许多干部都了解，关乎群众利益的事，卢捍卫总会放在

心上，想方设法解决。他常说，党员干部要接地气，保持务实的工

作作风，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卢捍卫深知库区移民作出了很大牺牲。在卢捍卫的推动下，

淅川县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为库区移民当好后盾。为帮助库区移

民解决子女就学难题，淅川县积极创造条件，让户口迁往外地的库

区移民子弟可以进入淅川教学条件较好的公立中学，与淅川户籍

学生同等收费。淅川还建立起库区移民文化苑，讲述移民“舍小家

顾大家为国家”的感人故事；建立了库区移民博物馆，保留移民留

下的物件，刻下每个移民的姓名……一系列举措陆续实施，让库区

移民得到了实惠，也留住了人心。

“我们保护生态、脱贫攻坚、改善民生，都是为了温暖淅川百姓

的心。”卢捍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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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家乡

处处起歌声，唱到东方现朝阳……”日前，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党史

工办、省新四军研究会指导，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南京市溧水区委主办的《石臼渔歌》

歌曲发布暨“初心如金”系列活动在南京市

溧水区李巷启动，由新四军老战士、作词人

孙海云在溧水石臼湖畔创作的《石臼渔歌》

对外发布。

《石臼渔歌》是一首创作于 1943 年的

新四军歌曲，它唱出了溧水美景，也唱出了

新四军战士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渴望和革命

浪漫主义精神。据孙海云之女孙晓云介

绍，有一天孙海云和战友们在石臼湖畔，看

见水天一色，野鸭成群，触景生情，于是用

树枝在沙滩上写下了《石臼渔歌》的歌词，

随后由新四军作曲家涂克谱曲，并很快流

传开来。

启动仪式上，国家金话筒奖获得者张晓

北和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分别演唱了

流行通俗版本和原唱版本的《石臼渔歌》。

据介绍，“初心如金”系列活动将继续围绕江

苏各地的红色歌曲素材，挖掘红色歌曲背后

的故事。

江苏开展系列活动——

传唱红色歌曲
传承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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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器铜管升级、中间包

容量、振动台参数、热送辊道、

水口孔径……郭春光深耕连

铸机改造 27 年，带领团队开展

连铸机高拉速技术研究，逐个

破解技术难题，申请了十几项

个人专利。

轰隆作响的厂房内，红得耀眼的钢炉，发出

炽热的光……对于郭春光（见右图，资料照片）而

言 ，这 里 有 着 独 特 的 意 义 ，他 称 之 为 熟 悉 的

“家”。作为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机

械工程师、连铸高级技师，郭春光与眼前这 3 台连

铸机“较劲”已有 27 年。

“连铸，顾名思义，就是全天连续不断地铸

造，它是一个节约能源和效率的工艺。连铸机就

是把高温的液态钢水，通过冷凝器快速冷却，变

成特定规格尺寸钢坯的综合性设备。”从一名普

通的连铸机操作工人干起，郭春光深耕连铸机改

造 27 年。但谁能想到，头一次参加连铸机的筹建

工作时，他连图纸都看不懂。

当时，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郭春光参加

了夜大函授班，专业是机电一体化，开始系统学

习图纸方面的专业知识。

“ 刚 开 始 ，设 备 厂 长 对 我 画 的 图 纸 很 不 满

意。”带着不服输的劲头，郭春光利用休息日继续

画 图 ，又 重 新 画 了 一 套 图 交 给 厂 长 看 ，最 终 过

关。“后来根据图纸，加工制作出了一套盖板，制

图人写上了我的名字，感觉心里特别自豪。”就这

样，郭春光边铸边学，逐渐成为技术岗位的一把

好手。

2009 年，郭春光来到阳春新钢铁担任连铸车

间主任，负责 3 台连铸机的监督建造工作。一上

手，郭春光就发现书本理论与现场工艺的实际常

常有出入。

“如何将知识与现场所需结合起来，是当时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成功完成任务，郭春光

每天至少要看 10 个小时的图纸，持续修改了 2 个

多月，终于在 2010 年顺利连续投产 3 台连铸机。

投产之后，郭春光开始思考：在现有基础上，如何

帮助小方坯连铸机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量。郭春光通过对连铸机设备的布置和

参数的调整，基本上实现 3.2 到 3.5 米每分钟的拉

速，提高了 30%的拉钢效率；改造铸坯，单位时间

内产量实现了 9%的提升；和博士团队合作，设计

了一种均匀冷却的新型结晶器铜管，加速了凝固

速度，把拉钢速度提高到每分钟 4米以上。

在持续的技术创新下，阳春新钢铁炼钢厂钢

坯产量连续 5 年直线增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2020 年产量突破 363 万吨，小方坯连铸机最大拉

速超过每分钟 5.73 米。

结晶器铜管升级、中间包容量、振动台参数、

热送辊道、水口孔径……一系列难题，郭春光勇

于担当，带领团队一步步开展连铸机高拉速技术

研 究 ，逐 个 破 解 技 术 难 题 ，申 请 了 十 几 项 个 人

专利。

如今的郭春光，更喜欢待在轰隆隆的工厂

里，耳边没了噪音反而觉得不习惯。“连铸机这个

设备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它深深吸引着我去不断

琢磨、不断研究。”

邹智宏是郭春光的徒弟之一，每个月郭春光

都会给他布置学习任务、制订学习计划，还会在

工作中随机安排考试。“学生们刚进炼钢厂，脑袋

里只有书本上的理论，实际操作的时候往往手忙

脚乱。”在郭春光的悉心指导下，邹智宏很快从一

名操作工转型为机械工程师，还参与了多项技术

改造项目。

看论文、实地做试验、做计算，郭春光的时间

表始终排得满满的。“到现在我依旧热爱着连铸

机，但在技术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我去研究。”

“南粤工匠”郭春光深耕连铸机改造27年——

高温精炼 钢水连铸
本报记者 洪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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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石光银（左）和孙子石健阳在狼窝沙生

态治理区修剪树木。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日前，江西省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在教学生们使用消防器材。据了解，该支队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成立“火焰蓝”

助学基地，并先后投入 130 余万元，用于帮扶该地区贫困学生。 刘树军摄（影像中国）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R

新华社上海 7 月 7 日电

（记者郭敬丹）记者从中共

一大纪念馆获悉：纪念馆新

增设的“伟大建党精神”展

陈 7 日与参观者见面，“伟大

的 开 端 —— 中 国 共 产 党 创

建 历 史 陈 列 ”由 此 更 加

充分。

在基本陈列的尾厅，伟

大 建 党 精 神 醒 目 写 在 红 底

展墙上：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一旁鲜红的

党旗前，参观者重温入党誓

词的声音铿锵有力。

“我们要建设好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守护好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让伟

大 建 党 精 神 和 党 的 初 心 在

上 海 这 座 光 荣 城 市 永 放 光

芒。”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

书记、馆长薛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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