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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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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该干的事儿，父母
保家卫国、征战沙场，而我们这一代最
主要的目标，就是积极参与国家提出的
生态文明建设。护一只鸟、拆一片鸟
网、救助一只动物，从一点一滴中参与
美丽中国建设，这是我们平凡人能做到
的事情”。这是王静国的口头禅，也是他
和他的志愿者朋友立志要做的事情。

今年52岁的王静国，是一名军人后
代，他的父亲王树贵是一名解放军人，
也是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10多年的
峥嵘岁月，留给王静国父亲的除了荣誉
还附带着许多病痛，60多岁时，王树贵
最终癌症发作离世了。弥留之际，王树

贵留给王静国的只有从小到大反复念叨
的一句话：“爱国奉献，不干坏事，不干
违法事。”这句话也成为后来王静国选择
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原因。

和平年代，做什么才是爱国奉献
呢？王静国总是在想。王静国喜爱鸟
儿，工作之余总会一个人在田间地头转
转，看到有鸟儿受伤就学着救助，看见
鸟网就偷偷拆除。但他始终认为这是自
己的爱好，上升不到爱国奉献。在兢兢
业业工作半生后，一个契机到来了。党
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战略
部署。“这是一个起点，生态文明建设和
我热爱的动物保护息息相关，我愿意像
父亲一样，做些保家卫国的事情。战火
纷飞时，扛起戎装。”王静国说道，“生
态环境保护是当前最亟须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就披起战衣，走向违法犯罪的一
线，坚决与之抗争到底。”

每到春暖花开、候鸟迁飞的时候，

我们总能看到王静国和他的“战友们”
忙碌的身影：有时在媒体上呼吁大家爱
护环境，有时单枪匹马追捕盗猎分子。
像当年父辈走过的长征路，如今的志愿
者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一年 365 个日
子，竟没有多少日子踏实待在家中。

王静国初步估算了下，从 2014年至
今，他和志愿者朋友们已经解救了25余
万只鸟儿，拆除了不少于20万米的捕鸟
网。他们的事迹也曾多次登上各大媒
体，甚至推动了天津市禁猎期、禁猎区
文件的出台。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持久战，虽然
时常遭遇风险，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但我
始终铭记父辈爱国奉献的教导，我们做好
了长期攻坚的准备。”王静国手上还握着
一本法律书，因为开展非法盗猎、电鱼等
行动时总需要用到。王静国还在学习，学
习传承优良家风，学习弘扬军人精神，学
习做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王静国在天津宝坻潮白河与志愿者一
起将非法捕鱼网从河道中间打捞上来。

作 为 一 名
退伍军人，在
部队那些年的
经历，潜移默
化地让我感受
到军人奉献精
神对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
要意义。这种
精神和作风已
经成为我生活
的 行 为 准 则 ，
即使在退役之
后，仍然激励
着我要努力为
人类社会可持
续 发 展 做 贡
献。无论是战
争年代，还是
和平年代，我
们 都 要 有 担
当 、 敢 担 当 ，
并将奉献精神
世世代代传承
下去。征程万
里 ， 初 心 如
磐。所以退役
之后，我选择
了生态环境保
护这一行，将
余生献给自然
保护，希望能
让绿水青山造
福我们的子孙
后代。

随 着 人 类
进入生态文明
时代，我们居
住的地球日益
成为一个一荣
俱 荣 、 一 损 俱 损 的 生 命 共 同
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
全社会要协同应对气候危机、
生物多样性危机和公共健康危
机的紧迫性摆上紧要日程。在
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弘扬革命
军人的优良传统，把优良作风
运 用 到 推 动 美 丽 家 园 建 设 上
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着力。

首先，发扬退伍军人勤俭
节 约 的 精 神 ， 践 行 “ 绿 色 生
活”新风尚。地球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唯一家园，但自从工业
革命之后我们对地球资源的贪
婪索取和无度挥霍，已经成为
导致如今生态环境遭破坏、资
源被过度消耗的根源。每个人
若 能 履 行 勤 俭 节 约 的 生 活 习
惯，其实就是在为生态文明做
贡献。我们浪费的每一度电、
每一滴水，其实都付出了环境
的代价。让物尽其用，不要挥
霍。实际上，个人的绿色生活
作风，也会影响到自己周围的
人，进而给所在当地社区乃至
全 社 会 带 来 良 好 的 “ 绿 色 生
活”新风尚。

再者，要树立优良家风，
传承家庭美德，培养对生命的

“大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良 好 的 家 风 利 家 、 利 民 、 利
国、利全人类。我们爱孩子不
是 从 物 质 上 孩 子 要 什 么 给 什
么 ， 而 要 更 多 地 注 意 言 传 身
教，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如真
诚 善 良 、 热 爱 生 命 、 勤 于 劳
动、热心奉献、百折不挠的情
感和意志等。

家 庭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个 课
堂 ， 父 母 是 孩 子 的 第 一 任 老
师。孩子的世界观、幸福观、
气 节 和 骨 气 、 为 人 处 世 的 态
度，对待其他生命的做法，这
些萌芽常常在儿童时代，在与
父母朝夕相处的潜移默化中就
开始成形了，孩子们往往对父
母的言行观于眼，入于耳，纳
于心，塑于行。因此，良好家
风和家庭美德的树立和传承，
对于整个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都
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每一

个中国人的骨髓。军人忠诚爱国、勇敢坚毅、崇德向

善的品质，以维护祖国和人民利益为首要任务的精

神，在当今和平年代，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

代，继续在退伍军人以及军人子女的身上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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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野保战场
张大芊 卢 蕾 王 华

在兰州市通往兰州新区的水秦快速路
上，向东能看到一片绿绿的山头：油松、
侧柏、红柳等耐旱绿色植物在这里快乐地
生长着。在大西北，种活一棵树不容易。
这些荒山变成绿色原野，退役军人胡红军
发明的树下根部渗灌技术功不可没。不少
枝头枯黄、濒临死亡的油松树苗，经过他
的渗灌技术挽救，活了过来。

如今，胡红军采用渗灌技术绿化的荒
地越来越多，在新区、在水秦路、在农投园
区的一块块荒地现在变得生机盎然。

黄土地不容易保水。漫灌用水量大、
消耗惊人，运用渗灌技术，节水效果相当
明显。“以前漫灌，1亩地要用好几十立方
水，采用这种渗灌技术只需用 1 立方水，
而且我把阀门打开就不管了，可以腾出手
干别的，我们已经使用好几年了，没有啥
问题！水节省下了，作物品质没有变差。”
兰州新区窝窝井村村民赵贵春说。

胡红军介绍，这套植树节水灌溉技术
非常简单，分为装置和管道：管道供水，
装置渗水。这套技术在树的根部设置了一
个供水器，当树缺水时在毛细原理作用
下，水会慢慢地渗透到树的根部，有效维
持树的成活；下雨时，水会自动蓄满蓄水
器，以待干旱时再用，而不是直接渗到地
底下。

“甘肃处于西北内陆，好多地方降水很
少，新技术能让农民少用水，省人工又能
种得活。”胡红军为此申办了公司，奔波在
甘肃干旱缺水的县区民勤、景泰、靖远等

地的农村，耐心地向村民们介绍根部渗漏
滴灌技术。在景泰县，他用新方法帮助当
地农民栽树 200 多亩，成活率达到 95%以
上。在民勤腾格里沙漠边沿，农民用这项
技术栽活了几千棵沙柳。

滴水孔很少堵塞是这项技术的又一个
显著优势，能进一步节省成本。几年前，
宁夏中宁枸杞产业集团种的 3000 亩枸杞
林，在采用滴灌技术一年后出现堵塞，中
宁县的同志找到胡红军后，开始使用渗灌
技术，在有机枸杞出口基地试种了 100 亩
枸杞，实验效果很好。

2013 年，宁夏科技厅对渗灌发布的报
告显示：根部渗漏节水装置，是在埋设于

树木根部的输水管上安装有别于各类节水
技术的渗漏装置，使林木灌溉更加节水，
比滴灌节水 30%，但材料成本比滴灌技术
节省 70%-80%，同时实用性更强更广，能
够实现智能化、远程化控制。

胡红军曾经说过他的心愿，就是让他
的第二故乡“甘肃”的荒山都披上绿衣裳。
为了达到这个梦想，胡红军的脚步一刻不
停歇——

甘肃省临洮县的荒坡山地碱性大，缺
水，农业发展困难多，收益少，这种现象
在西北比较普遍。2017 年 4 月，胡红军在
临洮县井坪工业园区的荒地里，使用根部
渗漏技术种上杏树、枣树、核桃树等十几
种经济作物，成活率达到 90%，还在经济
林下套种苜蓿和草坪，每亩产青饲料 2 吨
以上，用青饲料养鸡养羊，再用鸡肥羊肥
还田，实现了有机生态循环。

2019年，胡红军和他的团队在兰州水
秦快速路 28 公里处做绿化，在原来绿化
200亩的基础上，多干出600多亩，树木成
活率实现 80%以上，让这一片荒山变成了
水秦快速路上一道绿色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绿化后的荒山种上经济作
物，既好看，有生态价值，同时也创造了
经济价值。在白银市靖远县断腰村、兰州
新区窝窝井、王家沟村，胡红军应用节水
技术，栽种上黑枸杞、杏、梨、桃、文冠
果，果树挂果率高，长势很好。

2020年，胡红军在兰州新区农投现代
农业园区绿化了 200 亩地，绿化期间，他

钻研技术、带头苦干，经常工作到很晚。
2020 年 6 月份，胡红军在兰州市退役

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了科技创新一等
奖。“消息传来，我的老领导、扶贫干部贾
杰问我能不能为扶贫出力，农民采摘花椒
用工难找，费用高，能不能把农民从花椒
采摘难、苦、烦中解脱出来。”胡红军说。

胡红军对老领导的请求非常重视，他
二话没说，跑到定西找采摘花椒的农民了
解情况。目前，他已设计出两种新方法。
他还在刻苦钻研，想着早日在这里实现花
椒采摘无人化，打药自动化。

要让甘肃的荒山披上绿衣
本报记者 银 燕

多年前，胡红军站在兰州新区
窝窝井村的荒地前，立誓要把这片
地方绿化成林。

当年绿化的窝窝井村荒地已经结
出了累累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