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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记者手记R

李凡：1930年 10月生，山西应县人。1954年参加工作，1960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山西应县农工部长、共青团山西省委青

农部长、山西省雁北地区平鲁县长、山西省雁北地区林业局局长。

1993年获得全国绿化奖章，1994年获得山西省“林业功臣”称号，2009
年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现任应县人民政府林业顾问。

上图：李凡在观察树木。

左图：1989 年春，李凡（右一）在深

圳调研。

资料照片

青山会说话。龙首山微风袭来，似乎是在

向李凡致意。在绿化的一线坚守，他和树、和绿

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走在山路上，李凡像是

不断地和旧友打着招呼，不时拍拍树干，连折落

的枝杈都要捡起来放在树根旁……

这里留存着他年轻时的影子。早年工作

时，龙首山就是他常来的地方。他的一生，全身

心投入到绿化事业中，将绿意播撒遍晋北大地。

晋北自古苦寒风沙大，植绿十分不易。生

长于这里的李凡，想让后代尝到生态提升带来

的“甜”。近年来，在无数个“李凡”的默默付出

下，同朔之地颜色越来越丰富。在生态扶贫、生

态产业的反哺下，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绿色

的红利。

李凡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又终其一生做着

一件不平凡的事。采访中，老人的心事尚有未

了，牵挂着应县绿色规划的落地实施。他说要

站好最后一班岗，“有多大的本事、就干多大的

事。”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都是为了心中的那片绿……

为了心中的那片绿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又是一年披绿时，晋北大地的阵风里带来

了一丝暖意。李凡穿着一双球鞋，和家人站在

龙首山上远眺：5 万亩绿尽收眼底，李凡像看孩

子般疼爱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漫山遍野的苍

松像在招手示意，向这位老者致敬。

李凡 92 岁了。他说：“植绿这件事，能干多

久干多久！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全国

绿化奖章、山西省“林业功臣”、全国老有所为

先 进 个 人 …… 他 的 一 生 ，与 植 绿 结 下 不 解

之缘。

“县里的绿化方案，我一
直在参与，不能半途而废”

初见李凡，颇感惊奇：老人家精神矍铄，走

路不拄拐，更不需要家人搀。年逾九旬，李凡

依旧舍不得休息。3 月初，他刚和山西省应县

园 林 局 工 作 人 员 驱 车 到 河 北 定 州 、安 平 两 市

县，考察、预订了 100 余万株白皮松、紫叶李、金

叶榆等乔灌木。

“县里的绿化方案，我一直在参与，不能半

途而废，”李凡说话精气神很足，而且对新知识

掌握得特别快，“晋北地区风沙大、气候干，对

乔灌木种苗的要求高，质量马虎不得，我自己

去看了才能放心。”

3 天时间在外，不怕舟车劳顿吗？李凡笑

着摆摆手：“十几年前、30 年前，条件比现在艰

苦多了，但想到能让沙地变绿林，付出再多也

值得。现在条件好多了，轿车开得快，路直接

通到林圃门口。”

李凡年轻时常下乡，皮肤晒得很黑。1975
年，一位友人来到当时李凡下乡的应县东辉耀

村，问村民们去哪能找到他。村民指着远处：

“你自己过去看，领头的那个背上黑溜溜的就

是他。”原来，李凡从小习惯“赤脚板走路”，夏

天总是不穿鞋、光着膀子，脚磨得棘篱都扎不

进去，脊背、胳膊每年都要脱好几层皮。

吃苦、要强，是李凡的底色。从 1968 年开

始，李凡就在东辉耀村下乡，面对这个“夏天水

汪汪，冬天白茫茫”的湿盐碱滩，李凡和队员们

确定了“改土、治水、植树”的改良方案。改土

需要推土垫地，时任村支书的袁世祥回忆道：

“有一天，天上星星还亮着，我推起小车出了

门，以为自己是最早的。谁知道到了积肥堆一

看，李凡已经推了两车了。”

整整 3 个春秋，李凡和村民们硬是在这盐碱

地上填出 500 亩良田。春天的时候，李凡又带着

村民们栽树，“挖坑、放苗、回填、踩实，重复了不

知道多少遍。”有一次在地里劳作时，李凡没穿

鞋的脚受了伤。但李凡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简

单包扎了一下，就很快又回到工地……

“用系统化、全局性的
思维做好绿化”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李凡担任雁北地区

林业局局长，更是天天和林木打交道。“用现

在的话说，叫‘专业对口’”，李凡端起磨得掉

漆的大茶缸子喝了一口，接着说，“到了林业

局，关注的就是区域性的绿化问题，得用系统

化、全局性的思维做好绿化，不能眼睛只盯着

一个地方看。”

一开始，林业局的人们都很奇怪：“新局长

来了就露了一面，之后一个月都见不到人了。

他去哪儿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李凡当时已经

坐着那辆破旧的吉普车，来来回回驱车上万公

里，把当时雁北地区的 10 多个县都跑遍了。“晋

北自古风沙大，当时很多地方全是土路，车在

前面走，后面弥漫着黄沙。”

龙首山上，桑干两岸，西口古道，都留下了

李凡奔波的身影。跑完一圈，当时落后的绿化

基础让李凡忧心。“空有 400 万亩宜林地，挡不

住这漫天的黄沙！”在哪种、怎么种、种什么，在

那个全国绿化事业尚未成熟的年代，李凡需要

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擅布局、讲实效，李凡心中绘好了绿化蓝

图。李凡带着大伙推行工程造林的思路，提出

种植油松、樟子松、仁用杏，打造 3 个“百万亩基

地”。“油松、樟子松，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最

适合当地干旱风沙气候、成活率最高的植物。”

李凡说，“那个时候，工程造林刚开始推广，绿

化资金需要一点点‘攒’。”为了早日实现“百万

亩”目标，李凡四处奔走，“要下一点钱，赶紧投

到买苗木里去。”

7 年 时 间 里 ，李 凡 经 常 吃 住 在 绿 化 工 地

上。1989 年春，李凡到左云县东梁万亩油松基

地，与大伙一块植树。摸黑起床干活时，不慎

摔到沟里，整整昏迷了半个小时；他被抬到医

院一检查，全身肿黑 20 多处，但只休息了十来

天，他拄着根木棍就又出现在造林工地上。

梦想一点点照进现实。李凡担任雁北地

区林业局局长 7 年的时间里，仅万亩以上成片

林就建成 28 个。全国林业现场会、“三北”林业

现场会、山西省林业现场会当时相继在雁北地

区召开，当地受到了表彰。

“我在这守着，心里才安心”

3 月的天气，暖和异常。李凡顶着中午的

太阳，从龙首山下来，擦了擦额头的汗。李凡

仍是那个李凡，即便已然 92 岁高龄。

1993 年，退休后的李凡回到应县，成了当

地的林业顾问。在这个“岗位”上，李凡干得比

以前更认真：他编制了应县林业建设规划，提

出了直到现在仍在坚持的大道绿化思路；提出

的“集体栽植、林权到户”改革措施，使应县山

区 9 万多亩林木的管护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他用脚步丈量出应县的土壤气候特点，探索总

结出“旱地栽植沙柳采取挖坑扎孔栽苗”的经

验，在全朔州市得到推广。

龙 首 山 的 变 迁 ，饱 含 着 李 凡 的 心 血 和 汗

水。“几十年前，这里就是一堆土石山。当初在

龙首山试验过小老杨改造、荒山造林工程，效

果不理想。”经验丰富的李凡想了个办法：给松

苗“穿衣”“带帽”。“这边风沙大，前一天种下的

苗，第二天就被厚厚的土盖住。我们试验种进

去之后，再在松苗上面和周边盖上杂草，再用

土压住，过段时间松苗成活了，再把土和杂草

挪开。”这个办法，核心在于保证松苗不直接受

到风沙侵害，从而提升了成活率，得到当时有

关部门的肯定。

现在的龙首山，栽植着樟子松、油松等林

木 5 万亩，成为生态旅游景区，是当地群众休闲

度假的好去处。由于出色的绿化成绩，应县相

继获得“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

县”“全国绿色名县”等荣誉称号。

守初心、不懈怠，李凡把一生奉献给了晋

北的绿。退休后的 30 多年里，他又用脚步丈量

着应县的沟田垴梁，球鞋磨坏了 30 多双。应县

林业局党委书记赵志国记得：2011 年秋季县城

四环路绿化，共移栽株高 6 米的樟子松 5000 株，

年过八旬的李凡每天早出晚归，10 多个小时坚

守在工地，双腿肿得抬不起来了……当时好多

人劝他：“您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干好！”李凡

不服气：“有树为伴，我很幸福！我在这守着，

心里才安心！”

青山为伴，此生无憾。李凡迈着矫健的步

伐一路从山上与记者同行而下，阳光洒在他的

银发上，松涛声阵阵入耳……他说：“一辈子干

一件事，值了。”

九旬老人一生倾力植树，山西应县人民政府林业顾问李凡—

“能让沙地变绿林，付出再多也值得”
本报记者 乔 栋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上接第一版）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总结

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完善

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

版理论研究体系。

9.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编制实

施国家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建立健全多层次规

划体系，做好古籍分类分级保护和分类分层次整

理出版。完善古籍项目立项、成果出版的同行推

荐和专家评审制度，加强对古籍工作专项经费和

有关文化、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古籍项目的统筹协

调，健全古籍项目绩效评估制度。加强古籍工作

标准体系建设，制定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完善古籍

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等工作规范，健全

古 籍 公 共 服 务 、出 版 物 、网 络 服 务 等 质 量 检 查

制度。

四、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

10.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将古籍工作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

护传承和转化利用。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

的古籍文献，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

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

传承科学文化，服务科技创新。梳理挖掘古典医

籍精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人民健康

福祉。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优秀成果，服务乡村

振兴。

11.促 进 古 籍 有 效 利 用 。 统 筹 好 古 籍 文 物

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

构 在 加 强 古 籍 保 护 的 基 础 上 ，提 升 利 用 效 率 。

完善古籍资源便捷使用机制，鼓励古籍存藏机

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古籍资源服务，提高古籍资

源 开 放 共 享 水 平 ，激 发 古 籍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活

力 。 加 强 古 籍 保 护 和 整 理 出 版 成 果 的 整 合 利

用，建设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统，着力构建

古籍知识服务体系。

12.推进古籍数字化。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

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

化工程。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

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

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重点单位做强做优，加

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统筹古籍数

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

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

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

理利用转型升级。

13.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加大古籍宣传推广

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

播。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提高古籍普及出版

质量，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积极倡

导古籍阅读，开展经典古籍优秀版本推荐。加强

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制作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

服务。支持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单

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鼓励古籍文创产品开

发推广。加强古籍工作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利用

海外文化平台开展古籍对外宣传推广活动，加大

展示展销力度，推动古籍图书对外版权输出，做好

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

五、强化古籍工作保障

14.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

认识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古籍工

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

部署。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加强统筹指导，整合

资源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按照职责分工，细化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抓好

工作落实。

15.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优化我

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完

善涵盖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化的

古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

建，编写专业教材，强化实践教学，鼓励在文史哲、

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献相关教

学内容，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

古籍兼修的古文献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学科交叉

融合，推动古籍学科与材料技术、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等领域学科融合发展。

16.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籍存藏保护、

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构建设，扩大古籍保护修

复人才规模，加强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力量，健全少

数民族古文字人才传承机制，建设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专业人才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古籍专业出版

队伍建设。完善用人机制，保障古籍工作相关人

员工作待遇。强化古籍人才培训，实施古籍人才

培训计划，设立全国古籍人才培训库，建设古籍人

才培训基地和古籍整理研学一体的培训平台。健

全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

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工

作。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

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

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

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

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

17.完善法治保障。在制定修订文化、教育、

科技、卫生、语言文字、出版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时，注意体现繁荣发展古籍事业相关内容。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加强古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

对古籍工作领域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18.加强财税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财政结

合实际予以重点支持，将古籍工作相关经费纳入

年度预算。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完善投入机

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继续落实好支持古籍事

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引导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依法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参

与古籍保护传承。

4 月 10 日，孩子们来到贵州省毕节市科技馆，体验丰富有趣的科普演示装置，参与科普小活

动，度过快乐周末。 罗大富摄（影像中国）

听说区楚剧团要在村里演出，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道堤围

村的男女老少早早安排好家务和农

活，拿着小板凳趁早来“占座”。几

十人、上百人，群众热情高涨，都不

想错过好戏……

新洲区楚剧团创建于 1953 年，

69 年来，先后排演大小传统剧目 400
余台、现代剧目 190 余台。剧团长期

坚持送戏下乡，每年演出达 300 场左

右。原创演出的楚剧《焦裕禄》《好

一片绿洲》等剧目，广受好评。

“作为一个基层戏曲文艺院团，

我们的舞台在基层、灵感在田间。”

楚剧团团长童文春说。

几十年来，楚剧团的足迹遍布

鄂东地区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大山

深处的乡村，还是条件艰苦的湖区

小岛，无论是偏远的小学操场，还是

厂矿车间，都留下了剧团特有的楚

腔楚韵。

每年春节前后的送戏下乡、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是楚剧团全年演

出的重头戏，节前一般要持续到农

历腊月二十五左右；节后的正月初

三开始就又下到了基层。虽说放弃

了与家人的团聚，但能够把欢乐送

给观众、把年味儿烘托得更浓郁，楚

剧团的演职人员更加热情高昂、全情投入。

到 了 春 季 ，剧 团 还 要 连 续 演 出 两 个 多 月 、

130 多 场 ，服 务 农 村 观 众 近 20 万 人 次 。 童 文

春 说 ：“ 从 寒 冬 到 酷 暑 ，为 了 更 大 程 度 上 回 应

农民朋友的期待，每天少则演出两场，多则早

中 晚 三 场 。 忙 起 来 时 间 紧 ，演 职 人 员 便 轮 流

换班插空吃饭，嗓子唱哑了就吃点消炎药、含

点咽喉片，有的甚至匆匆挂完吊针，就继续上

台演出。”

“我们剧团最大的特点是，每年

几乎所有演出都在农村，也知道农

民群众喜欢什么样的戏，所以排练

的剧目很接地气，受到大家欢迎。”

童文春说。

疫情防控期间，楚剧表演唱《四

个大妈夸媳妇》通过风趣幽默的语

言，展现了武汉人民携手抗击疫情

的精神风貌；2020 年，为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剧团创演了扶贫题材小

楚剧《蘑菇与鲇鱼》，讲述致富能人

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还有大型乡

村振兴题材楚剧《好一片绿洲》……

“楚剧团的演出剧目非常丰富，还常

演常新，我们老百姓都喜欢看！”村

民夸赞。

2016 年以来，楚剧团每年在农

村校园开展 100 余场活动，既带来

了适合学生观看的精彩剧目，又有

普及戏曲知识的讲座，还有让学生

们参与其中的互动体验环节……一

系列的创新探索，在孩子们心里种

下了楚剧的种子，也培养起一批年

轻的观众。童文春说：“我们还派出

多名优秀演员进入学校，进行长期

辅导授课，所辅导的《戏曲联唱》、楚

剧《江姐》等节目在省、市比赛中多

次获奖。”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多排戏、排好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农民

朋友的心贴得更紧……”童文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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