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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榆中县贡井林场地处榆中县北部

山 区 ，平 均 海 拔 超 过 2200 米 ，曾 经 一 片 荒

芜。65 年来，在五批林场人的共同努力下，

林场内 3 万多亩荒山披绿，并带动周边 10 万

多亩黄土山尽添新绿。日前，本报记者走进

贡井林场，听林场职工讲述持之以恒绿化荒

山的故事……

——编 者

本报北京 5月 28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从共青团中

央获悉：“红领巾爱祖国 石榴籽一家亲”全国各族少年

儿童“六一”赴内蒙古、北京实践营活动开营仪式 28 日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来自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6 个民族 100 余名少年儿童代表参

加活动。

开营仪式上，“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讲述了她

们在暴风雪中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民族团结进步宣讲

“青骑兵”讲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锡林郭勒盟

“国家的孩子”后代分享了“草原母亲”都贵玛一人养育 28
名孩子的故事。

据悉，本次实践营活动为期 6 天，各族少年儿童代表

将在内蒙古和北京两地参加“同心共画 共创未来”活动、

“石榴籽祖国行”主题队日、“向国旗敬礼”、“红领巾爱祖国

——我心中的五星红旗”国旗传递等系列活动，并发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议。

全国各族少年儿童“六一”赴
内蒙古北京实践营活动开营

■守望R2021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认真做好评选颁授“七一勋

章”、评选表彰全国“两优一先”、颁发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等组织服务

工作；

2022 年 ，围 绕 迎 接 和 服 务 党 的

二十大，配合做好党的二十大代表选

举 和 有 关 会 议 筹 备 组 织 服 务 ，参 与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主题宣传

和党的二十大代表事迹宣传、主题成

就展、新闻发布等；

2023 年，围绕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积极参与中央主题教育办

综合协调、政策制定、调研指导、督促

落实等工作，为谋划组织落实主题教

育和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当好“参

谋助手”；

…………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

为 意 志 ，以 党 的 使 命 为 使 命 。 中 央

组 织 部 组 织 一 局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尽锐出战、全力以赴，在应对大战

大考中彰显政治忠诚。

“组织工作本质上就是政治工作，

讲 政 治 是 对 组 工 干 部 的 第 一 要 求 。

为切实履行好政治机关职责，我们首

先就要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

自 身 建 设 的 方 方 面 面 ，筑 牢 战 斗 堡

垒，建设过硬队伍。”中央组织部组织

一局负责人说。

近年来，组织一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表创建模范机关的目标要求，强化

政 治 引 领 ，奋 力 担 当 作 为 ，努 力 在

打造“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

模 范 部 门 和 过 硬 队 伍 上 走 在 前 、作

表率。

——认真落实政治机关意识教育

各 项 要 求 ，把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和 对 党

忠诚教育放在首位，不断完善首学必学、

带学促学、研学用学、述学评学制度；

——认真落实中组部机关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长效机制的意

见，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把关；

——巩固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 12 项措施，党支部书记带

头讲党课，经常开展主题党日，使组织生活既有“政治味道”又有

“战斗气息”；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中组部

机关“从严管理十三条”等要求，突出政治纪律教育，经常开展警示

教育……

通过一系列举措，组织一局展现出忠诚于党、干净干事、担当

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2022 年，组织一局党支部被评为中央和

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今年，组织一局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

关创建模范机关标兵单位。

以党建促业务，以融合促发展。组织一局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抓牢抓实主责主业，推动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贯彻落实好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组织一局注

重研究制定和落实执行相结合，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

条例》和规范临时党组织管理的若干措施，研究党组织和党员在

网络空间发挥作用的意见，不断推动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党员质量关乎党的建设整体质量，提高党员质量是永葆党

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关键。组织一局坚持解决问题和推动工作

相结合，深入研究新时代党员队伍规模及结构分布，明确全国发

展党员总体思路，并且提出产业工人发展党员的办法举措，巩固

深化农村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排查整顿成果，着力提升党员

队伍建设质量。

“去年以来，我们还将主题教育中实行的复盘推演、典型解剖

等经验做法，运用到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工作中，开

展流动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复盘、流

动党员管理政策问题推演，研究起草《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编发新版《入党教材》，进一步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组织一局负责人说。

以讲政治固本、以抓业务立身。总结模范机关创建工作的

经验启示时，组织一局负责人表示，我们必须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创建工作的首要任务，

坚持党建工作、业务工作统筹谋划、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新征

程上，思想上以更高标准凝心铸魂，采取多种形式学思践悟；政治

上以更高标准对标看齐，坚持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干工作首

先从政治上看，自觉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行动上以更高标准坚决落实，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一件一件

抓好督促落实和“回头看”，以实际行动当好拥护“两个确立”、践

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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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创建模范机关标兵单位

本报北京 5 月 28 日电 （记者徐红梅）由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为世界

塑造美”美丽中国工程实践创新案例发布会暨研讨会 28 日在

京举办。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与会专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

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大步伐。

与会专家认为，以工程为世界塑造美，打造更多富有文化品

位和审美底蕴的大国工程，加快引领工程建筑行业实现从工业

逻辑向“工业+文化+审美”逻辑跨越，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的积极探索。

周文彰、韩子勇、韩庆祥等做主旨演讲。来自文化、艺术、

建筑、工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100 余人参会。

“为世界塑造美”美丽中国工程
实践创新案例发布会暨研讨会举办

■记者手记R

进山采访了三次，刚开始时，我有些疑

惑——缺水干旱的北山，咋能留住林场职

工？“靠着一股心劲儿。”这是记者听到最多

的回答。咋才有心劲儿？“活的树多了，心

劲儿就大了。”81 岁的曾贵恒说。

要想树活得多，关键得有技术。技术

让树种选择更精准——种上成本低、成活

率高的侧柏，得益于林场的反复试验；柠条

等树种的改进和混交林栽种模式的确定，

也得益于技术合作。技术让种树过程更稳

当——从反坡梯田到“鱼鳞坑”，体现的是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小小“鱼

鳞坑”，薄薄一层膜，不但蓄水效果更好，周

边村民还有了通过参与植绿项目、发展乡

村旅游而增收的机会。

昔日黄土山，而今绿满山。我想，林场

职工的心劲儿，来自对因地制宜做法的探

索，也来自建设绿色家园的初衷。凭着这

股心劲儿，这里的绵延青山，未来将更加美

丽动人。

从黄土山到绿满山

本报北京 5月 28日电 （记者王云杉）28 日，由人民日报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 2024 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

举行。本次论坛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智能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旨在分享智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进展、新探索，

为推动我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人民日报社

副社长胡果出席。

来自人民日报社，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

吉林省长春市、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市石景山区、贵州省贵安新

区等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南方电网、中国远洋

海运、中国建筑、中国钢研、中国民生银行、百度公司等企业的

300 多名嘉宾出席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建数字治理新格局等内容交流研讨，

分享了在制造、能源、金融等领域的产业智能化实践案例。

与会嘉宾认为，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要深入推进智能经济创新发展，深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助力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4 智能经济论坛在京举行

山风吹过，几百棵山杏树枝丫微动。看

到这片杏树林，就到了甘肃兰州榆中县贡井

林场。

树下，81 岁的曾贵恒看着自己 18 岁时

栽下的树林说：“那时树还不如小臂长，现在

长得比我高。”林场场长火彦君回应道：“年

年开花、岁岁生绿，您和这些树一样，都扎根

在了林场。”

贡井林场地处榆中县北部山区，平均海

拔超过 2200米。当地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280毫

米，蒸发量却高达 1560 毫米，有些地方甚至

超过 2000 毫米，最冷的月份平均气温低于零

下 25摄氏度。曾经，这里一片荒芜。

1959 年，在贡井镇、夏官营镇、清水驿

乡、韦营乡交界处，国有贡井林场成立了。

65 年来，五批林场人先后入山，3 万多亩的荒

山逐渐被绿荫覆盖，全县其他 10 万多亩的黄

土山上，也尽添新绿。

荒山染绿——

“栽下的是树苗和咱们的心劲儿”

一山连着一山，一沟接着一沟，开车近

一个小时。而在 60 多年前，曾贵恒和工友

们赶着马车到县城运苗，来回一趟要整整

4 天。

林场刚成立时，曾贵恒就报了名，成为

第一批林场人。去林场时，一路上飞沙走

石，见不到一点绿色。报名时 100 多人，最终

留下的不到 20 人。

曾贵恒常常驾着马车运输树苗，从林场

到县城里的兴隆山苗圃有 50多公里，来回 4天

时 间 ，饿 了 就 吃 个 洋 芋 ，困 了 就 睡 在 马 车

里。就这样，他和同事运回了一捆捆杏树、

榆树和杨树的树苗，以及一份份柠条、沙棘

和红柳等灌木的种子。

十年九旱的北部山区，每年 3月初至 10月

末是造林期。山大沟深，有的山体倾斜角度

将近 70 度，土质疏松不易储水。“渗水太严

重，一场大雨过后，只有地皮湿了湿。”曾贵

恒说，为了把握住有利于苗木生长的造林

期，大伙儿没日没夜地干。

第一批林场人先是一截一截地造反坡

梯田，当地俗称为“水平台”——先挖 3 米多

长、1 米多宽的梯田，让田面坡向与山坡方向

相反，从山上往山下挖，就像在山坡上挖出

了一排排水渠。这让种树有了更好的蓄水

条件，保土保肥能力得以提高。

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第二批职工来到林

场，曾贵恒从“学徒”慢慢变成了“师傅”。大

家一起住在窑洞里，早上天没亮，拿几个洋

芋、一把红薯干或一包玉米面，背壶水就上

山。两人一组，各背六大捆树苗，一人挖树

坑，一人栽树苗。

“栽下的是树苗和咱们的心劲儿。”曾贵

恒指着远方一片柠条林，拍了拍火彦君的

肩膀。

接续护绿——

“要想守好林，一定要守好水”

5 月的北部山区，柠条开花正盛，一眼望

去，点点黄花成片铺开……柠条耐寒耐旱，

对土质要求不高，在适宜光照和温度条件

下，少则五六年，就能长到 2 米多高。

这些柠条由前两批职工播种，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它们逐渐长成，新的问题开始出

现。当地村民长期以放羊为生，柠条是羊喜

欢啃食的植被之一。对于封山育林，村民们

不理解。“封了山，羊吃什么？”这是第三批林

场职工白取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白取明于1981年来到林场，入职后的10多

年里，他先后在 4 个护林站值守。巡山时，有

的村民把羊赶进灌木丛，等林场职工一走，再

把羊赶出来。白取明和同事们每天住在护林

站的草棚房里，划片巡逻。尽管离家只有 30公

里，但忙的时候，一个月回不了一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林场主动招募

村民务工，经过培训，一些村民放下牧羊鞭，

成为种树的好手。同时，配合当地的生态搬

迁、生态专项补助等政策，留下的村民也可

以通过种树来养活自己。

本世纪初，林场迎来了第四批职工，火

彦君就是其中之一。此时，林场面临着新的

课题。

2003 年，火彦君和同事们发现，很多老

一辈人种下的油松、白杨等逐渐枯萎。大伙

儿一分析，此前的选种、栽种和养护模式，不

能完全适应水资源短缺的情况。

“要想守好林，一定要守好水。”火彦君

和时任林场场长李学荣一拍即合。针对黄

土山的土质、地形，他们采用“微创式”的造

林模式，独创了一个个“鱼鳞坑”。职工们用

铁锹在坡上挖出一个个长 1.2 米、宽 70 厘米、

深 30 厘米的小坑，并保持 30 度坑面倾斜，一

个“鱼鳞坑”大约能装 100 斤水。

“‘鱼鳞坑’比直接在坡上浇水的存水效

果好得多。”火彦君说，“我们要想方设法守

好天上下的雨和运上来的‘固根水’，提高水

的利用率。”

创新扩绿——

“让林场的经验发挥更大作用”

站在林场场部，向北望去，对面山坡上，

有一片绿色格外醒目。那是 5000 多棵侧柏，

2013 年种成后，无论春夏秋冬，时刻常绿。

“那里已经不属于林场范围了，但我们

仍挑选了优势树种，把树种到更多地方去。”

火彦君说。

为啥种侧柏？为啥要把树种到林场外？

本世纪初，火彦君和李学荣尝试种起了带

土球的侧柏。这种乔木耐寒耐旱、病虫害少，

成本还低。当年秋天，95%以上的苗木顺利成

活。20年过去，第一批侧柏仍然翠绿挺拔。

同时，“鱼鳞坑”里，苗木根部被一层薄

膜覆盖。下雨时，雨水顺着树干流入坑内，

薄膜既能减弱阳光照射，又能减缓水汽蒸

发。“原来坑里的水分两天就干了，现在土壤

能够在 10 天里保持湿润。”火彦君说。

经过多年实践，林场探索出了云杉、侧

柏等乔木和柠条、红柳等灌木 1∶1 混交林栽

种模式，既丰富了植被种类，还减轻了病虫

害风险，林场内 3 万多亩荒山全部铺绿。

“大伙儿想，要让林场的经验发挥更大

作用。”火彦君说。于是，2010 年起，林场依

托国家“三北”工程、退耕还林和飞播造林等

重点造林工程，先后前往金崖镇、夏官营镇、

清水驿乡等地，开始造林植绿。10 多年里，

林场外的 10 万多亩黄土山也变绿了……

火彦君和曾贵恒边走边看，迎面碰上了

年轻职工窦红亮。他从县林业技术推广中

心赶来，正拿着一张信息化林场管理图，对

比查看新种下的一片林子。窦红亮 2020 年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来到林场工作，成为

林场的第五批职工。

窦红亮的工作需要“两头跑”，除了在林

场踏查，还要在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熟练使

用各类专业软件和数字化管理平台。“三分

造，七分管。管护需求越大，管理手段就得

跟上。”窦红亮说，通过运用新技术，林草资

源管理、林草湿综合图斑监测调查、野生动

物管护救助等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窦红亮说，林场还与兰州大学等科研机

构合作，开展山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数据

显示，林场周边 20 公里区域的小气候明显改

善，相较于建场时，年平均降水量增加了 40毫

米，一些珍稀野生动物也被多次发现。“我们

还在试种红砂、白刺等特色耐旱植物，秋天

就能看见第一批长成啦！”窦红亮说。

路边，柠条开出一片片黄色的小花，随

风摇曳。“您栽的柠条，在山里生长了五六十

年，已经成了大山的一部分。”火彦君挽着曾

贵恒，走过大坡深沟，一望群山，满目皆绿。

图①：贡井林场职工在护林路上。

图②：火彦君（右）向新员工介绍林场基

本情况。

图③：俯瞰贡井林场。

以上图片均为刘彦令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甘肃榆中县贡井林场五批职工扎根山间—

65 年，绿化荒山 13万亩
本报记者 宋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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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②②

本报北京 5月 28日电 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讲好

中国故事”读书沙龙暨《我在中国当大使》（第三辑）新书发

布会今天在北京举办。

该 书 由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网 编 著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记 录 了 各 国 驻 华 大 使 在 中 国 的 所 见 所 闻 ，再 现 了

中 外 文 化 交 融 的 鲜 活 场 景 ，从 大 使 的 角 度 讲 述 了 可 信

可 爱 可 敬 的 中 国 故 事 ；展 现 了 各 国 的 人 文 风 情 和 自 然

风 光 ，是 一 本 体 现 世 界 各 国“ 各 美 其 美 ，美 美 与 共 ”的

文 化 导 览 。 该 系 列 图 书 为 读 者 提 供 了 观 察 中 国 、认 识

中国的不同视角，让读者可以 细 细 品 味 中 国 之 变 、世 界

之 变 。

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贽参加发布

会。参加新书发布仪式的还有土耳其驻华大使伊斯梅尔·
哈克·穆萨、尼日尔驻华大使加尔巴·塞尼、秘鲁驻华大使馆

一等秘书兼经济事务主管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外交学院副

院长孙吉胜等。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读 书 沙 龙 暨
《我在中国当大使》新书发布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