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用情
守护美丽的黄山

本报记者 李俊杰

■守望·特别策划R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安徽黄山

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对他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

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的敬业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

定，对他们继续发挥好“中国好人”榜样作用提出殷切期望。

李培生、胡晓春在黄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卫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2012
年和 2021 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近日，本报记者走近李培生、

胡晓春这两位“中国好人”，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敬业奉献的故事。

——编 者

下玉屏索道，拾级而上 300 米，在距离

迎客松仅 25 米的小房间内，记者见到了刚

刚巡查归来的胡晓春。只见他拉开抽屉，

拿出《迎客松日记》，熟练地记录：7:05，查

看迎客松躯体、枝干、各枝丫、支撑架、拉

索、防雷系统及周边，无异常。

今年 42 岁的胡晓春，是黄山风景区第

十九任守松人。为加强对迎客松的保护，

1981 年，黄山风景区确定了守松人制度，由

专人对其进行 24小时“护理”。

2006 年，退伍后的胡晓春脱下军装，

穿上护林服，成为黄山风景区的一名防火

员。 2010 年，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第十

八任守松人徐东明的徒弟，担任迎客松守

松人 B 岗。2011 年 6 月，胡晓春从师父手

中接过望远镜和放大镜，正式成为第十九

任守松人。

“对我来说，迎客松不单单是一棵树，

守护好它，就如同守护好家人一样。”在胡

晓春看来，12 年的守护，让他和迎客松、黄

山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你守着

山，我守着你”。

从部队军人转变为防火员，再成为迎

客松守松人，改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

使命和责任。

一年 365 天，胡晓春有 300 天住在山

上，与迎客松朝夕相伴。约 14 平方米的工

作室里，一张简易床、一套桌椅、一台监控

电脑和一些检测工具，这就是他在山上的

全部家当。

每天早上 7 点，胡晓春便开始了巡护

观测工作。监测松树枝丫、松针和树皮的

细微变化，检查支撑架、拉索、防雷设施情

况……“白天每隔两小时进行一次例行检

查，如遇雷暴等天气，每半个小时就要巡查

一次。夜间则启动红外线防侵入报警系

统，随时随地查看迎客松情况。”胡晓春说。

“没有变化，是最好的变化。”这话听上

去比较拗口，但胡晓春的理解是，“只要巡

查无异常，就说明没有白白守护”。

每次巡护工作结束后，胡晓春都要回

到小屋，拿出《迎客松日记》，详细记录迎客

松生长数据，以及当天的气温、风力、湿度

等信息。12 年来，他已经写下 70 多本、累

计超过 140 万字的《迎客松日记》。久而久

之，他自己也成了半个林业专家。

什么时候要注意梢头长势，遇到大风

天气该如何应对，大雨过后怎样确保土壤

不流失，季节更迭需要加强哪些防护……

对于这些问题，胡晓春早已熟记于心。

“一个人，一棵树，确实有点单调。最

初两年，也有过调换工作的想法。”胡晓春

坦言，白天人山人海，晚上夜深人静，静到

只能听到风吹草木的声音，好在有家人的

支持和鼓励，让他坚持至今。

说起总书记的回信，不善言辞的胡晓

春难掩喜悦地说：“接到回信时，我整个人

都很激动，每读一遍心里都热乎乎的，久久

不能平静。”

“守护好迎客松，就是守护好黄山的绿

水青山，这是我的职责和使命，我一定要坚

持下去。”胡晓春充满信心地说。

黄山风景区守松人胡晓春——

一人一松十二载

李培生和胡晓春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时

间是 8 月 13 日上午。两位师傅难掩激动之

情，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8 月 13 日上午 7 时起，胡晓春全天总共

监测记录了 9 次，每次间隔两小时，最后一

次巡检是晚上 11 时 05 分。《迎客松日记》上，

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一如既往。而李培生

这两天也跟平时一样，5 点半起床，赶在首

批游客上山之前，和搭档背上登山绳，开始

一天的工作。

胡晓春说：“守护迎客松，是我的本分。”

李培生说：“我在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

他们的话，平静、平淡；他们的工作，平常、平

凡。但就是这些平常的言与行，让人深深感

受到他们内心的纯粹与执着。

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不管

是独守清风明月，抑或是成为人们身边的

榜 样 ，他 们 十 几 年 、二 十 几 年 在 同 一 岗 位

上，始终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正是这

样的坚守，成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精 神 追 求 和 自 觉 行 动 ，也 最 终 成 就 了 不

平凡。

在黄山，还有许多的李培生、胡晓春们，

他们护着山、守着松；我们身边，也有无数

“中国好人”，他们敬业奉献、脚踏实地。传

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

善的精神力量。

最是“平常”见精神
吴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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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财经、外事、国家安全……

在事关民族复兴的重要领域，党中央都组建顶层机构，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挂帅，全面加强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

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 25 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

和职责部级机构 31 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维护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职能体系更加健全。

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

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等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全面完成央企集团“党

建入章”，不断健全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上

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筑牢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实

组织基础。

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强化政治监督，深化

政治巡视，使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

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不断增强，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

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

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

重要。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

历史决议，作出“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政治判断。

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反映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拥有 9600 多万名党员、49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中国

共产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最根本保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续

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充分

彰显了我们党无比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天安门城楼上传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宣示，这是最重要

的历史结论，也是最宝贵的成功经验。

新征程上，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优势，就

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本报包头 8月 15日电 （记者张枨）15 日，以“转方式、提

质量、树品牌、促产业”为主题的“2022 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

高峰论坛暨包头第一届预制菜产业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包头市政府共同主办。

本次论坛以线下+线上的形式举办，相关农业主管部门、

有关专家、涉农企业代表等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绿色

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现代农业科技

对产业的支撑、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预制菜肴产业发展

等主题分别作专题演讲。45 个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协议总

投资达 112 亿元。

本次论坛的举办，旨在助力发展绿色高效农业，构建绿色

农业生产模式，补全产业链条，打造绿色农业品牌，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农畜产品产业发展。

2022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绳索一头以“8 字扣”系在崖壁边的护

环上，另外一头系在腰间。打好结、扣上保

险，待搭档踩稳绳索后，李培生便手拉绳

索，顺着崖壁向下滑去……

这一套流程，李培生每天要操作四到

五次。看似简单，却蕴含着 23 年来日复一

日的坚守和付出。

今年，是李培生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的

第二十五个年头。从最初的检票工作，到

后来的路段保洁，1999 年 6 月，李培生转岗

到了放绳队，成为黄山风景区玉屏环卫所

的一名放绳工。

放绳工是景区环卫里的一个特殊工

种，需要在悬崖峭壁上捡拾垃圾和塑料袋

……这项工作既辛苦又危险，胆识、技术、

体能，缺一不可。

“我是安徽无为人，从小在水边长大，

胆子不小，但第一次放绳对我来说仍感到

很害怕。悬崖垂直落差有十几层楼高，身

体直打哆嗦。”李培生回忆说。

李培生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暗下决心：

“要么不做，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

经过刻苦专业训练和长期实地操作，

如今的李培生对这个工作已是驾轻就熟。

凭借一根绳索，他在悬崖峭壁间行走自如。

翻越、攀爬，再翻越、再攀爬……23 年

来，李培生累计放绳高度近 1800 公里，相当

于攀爬了大约 200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做了这么多年放绳工，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在悬崖上捡垃圾害怕吗？一个月才

能 下 山 回 家 一 次 ，是 否 想 过 调 换 岗

位？……类似的问题，李培生曾被问过无

数次，但不论是 23 年前，还是现在，他的回

答都是一样的：“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去

做，这个工作，我不去做，就得别人去做。”

“每次放绳回来，就会有游客围过来拍

手叫好，那种感觉很棒。”李培生说，尤其是

听到一些家长以此教育孩子不能随手乱扔

垃圾时，他感到很欣慰。

眼下，李培生已经 49 岁了，是黄山风

景区里较为年长的放绳工之一，但他内心

很坚定：“只要体力允许，我会在这个岗位

上继续干下去，用实际行动保护景区的一

草一木，让文明旅游成为风尚。”

23 年山崖攀爬，23 年默默坚守，李培

生的敬业奉献，也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

2012 年，李培生当选“中国好人”，2017 年，

获得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

8 月 13 日，李培生收到了总书记的回

信。在他看来，这份巨大的鼓舞，不仅属于

他和胡晓春，更属于所有黄山人。

据了解，在黄山风景区，像李培生这

样的放绳工共有 18 名，他们肩挎绳索，穿

行在陡峭悬崖间，只为换来黄山风景区的

干净整洁。在他们看来，维护好景区的绿

水 青 山 就 是 最 大 的 心 愿 ，也 是 坚 守 的

初衷。

黄山风景区放绳工李培生——

山崖环卫廿三年

图④：李培生正在检查打好的绳结，准

备下悬崖清理垃圾。 张 俊摄

图⑤：李培生在黄山风景区莲花峰上

放绳。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图⑥：李培生行走在陡峭悬崖间。

张 俊摄

图①：胡晓春正在用望远镜检查迎客

松高处枝干生长情况。 张 俊摄

图②：胡晓春正在用放大镜检查迎客

松松针。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图③：胡晓春正在用改进的“双向球形

支撑杆”支撑迎客松枝条并监测枝条压力。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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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 77 周年。全国不少地方举办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铭

记抗战历史，赓续抗战精神。

8 月 15 日，本是周一闭馆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正

常对外开放，人们自发来到博物馆参观。

展馆内，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朱嘉德在“国歌墙”前久久

驻足。“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从 1931 年到 1945
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挺

起民族的脊梁，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说。

由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联合举办的“凝聚的历史 永恒的初心”红色雕塑展，15
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这些红色雕塑作

品，铭刻着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彰显着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

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

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

降纪念馆，15 日举行以“胜利的这一天”为主题的群众性活

动，纪念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7 周年。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说，站在新的时代，回望历史，令人感慨万千，每个人都应铭记

和传承那段中国人民英勇抗争史诗中凝聚和传承的民族精神。

8 月 14 日，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举行“纪

念抗战胜利 77 周年——从大轰炸看这座英雄之城”公益讲

座，现场还开展了缅怀献花、交流座谈、主题朗诵、纪录片观影

等纪念活动。大家在献花台前庄严肃立，缅怀在大轰炸中不

幸遇难的同胞并献上鲜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韩亮

说，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通过举办抗战主题展览，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

义主题教育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纪念馆，学习了解抗战

历史，缅怀抗战先烈，增强忧患意识，勇担时代重任。”

（记者罗鑫、赵洪南、柯高阳、余春生）

各地举办活动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 7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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