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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长城入选《世界
遗产名录》迄今30载。有一群人，他们以网站为
依托，志愿结成了保护长城的公益组织。这个网
站取名“长城小站”，其成员又名“小站人”。近
日，我们联系了“长城小站”的负责人张俊……

“不好意思，刚从长城回来。”6 月 25 日晚
上 11时，迟不见复，苦恼之际，张俊终于发来
短信。与长城为伴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常态。
在张俊牵头及成员努力下，“长城小站”成为社
会参与长城保护的主力军，获得国家文物局等
部门的赞誉。

“长城小站”成立于 1999 年 5月 8日。那天
凌晨，得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张
俊心头的使命感奔涌而出。软件工程师出身的
他立刻集结朋友，连日将此前“分享长城之
美，守护长城之危”的想法付诸行动，“长城小
站”应运而生。

第一次见张俊，是在北京市中科启元小学。
7月5日，闷热的中午，一米八高个，鼻梁架着
一副银边眼镜，卡其色鸭舌帽上系有“长城小
站”徽章，深灰T恤衫已经被汗打出双肩包式样
……那是长城系列讲座第四讲，张俊博古通今，
激情饱满。今年上半年，“小站人”在北京市开
展了30多节公益课堂。多年来，更是坚持在长城
脚下讲学，累积进入沿线学校20余所。

行走长城，“小站人”陶醉于壮美的景色，
也及时处理突发事件。2007年5月2日，沿长城
徒步通过山西省大同市208国道时，张俊一行发
现路旁工人正在土长城上挖地基。经了解，他
们是要建一个山西地界标志。情况不妙，“小站
人”立马分头行动，有的讲解 《长城保护条
例》，有的拍照取证，有的与国家文物局联系
……最终制止了违法施工。

作为主要媒介，“长城小站”上的长城资源数据库是他们工作的
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全国15省 （自治区、直辖市） 43721处长城遗
址在里头皆有词条，相关照片多达9万张。

照片上，巨龙在群山间舞动，“有砖石修的，有夯土版筑的，有
芦苇夹砂的，还有胡杨木填砂的。”张俊介绍长城就像在介绍一位认
识许久的好友，“她不仅仅是墙，墙上会修敌台，墙两侧还建垛口
……”一五一十，如数家珍。

张俊做长城的守望者，长城也成了他的“媒婆”。因为长城，张
俊与爱人曾傲雪相恋；因为长城，张俊得到了岳父“行，喜欢长城
没坏人”的肯定，二人轻松结成连理。

“小站人”各有谐趣的代号。张俊，因为帐篷和三角架总是一左
一右地放在背包侧袋而被“站友”提名“火箭人”。19年来，“火箭
人”矢志不渝地追随长城，早出晚归，所到之处遍及 11 省 （自治
区、直辖市），几乎2/3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长城上。

“一路来，您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这还真没有。”
1998 年，张俊在怀柔寻找一处长城，远远望去山顶便是。从

一条小沟进入，走着走着，没料到尽头是断崖。闷着一股“轴劲
儿”，张俊坚持尝试……距山顶还差一人高时，同伴将他往上一
托。结果“高不成低不就”，张俊直接摔了下来。即使这样，他对
长城仍然痴心不改，与长城
越走越近。

心怀敬畏，守望不止。“长
城的存在源于你的爱护”，印在

“小站人”宣传飘带上的这句话
无疑是张俊人生最精彩的脚注。

红色吕梁的绿色新生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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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影片
曾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塞 尔 维 亚 有 句 俗 语 ：“ 朋 友
是 时 间 的 果 实 。” 我 们 不 会 忘
记 ，《瓦 尔 特 保 卫 萨 拉 热 窝》、

《桥》 等著名影片曾经激发无数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啊，朋友
再 见》 这 首 歌 曲 至 今 仍 然 在 中
国 传 唱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在 中
国 实 行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的 关 键 时
期 ， 塞 尔 维 亚 人 民 的 成 功 实 践
和 经 验 ， 为 中 国 提 供 了 宝 贵 借
鉴。

——摘自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媒
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永远的朋友 真
诚的伙伴》（2016年6月16日）

背景资料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南斯拉

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于1972年出品
的一部战争片，讲述了瓦尔特与游击
队员让间谍现出原形后，凭借智慧和
胆识成功挫败敌人阴谋的故事。由
哈·克尔瓦瓦茨执导，韦利米尔·巴塔·日
沃伊诺维奇、留比沙·萨马季奇等主演。
1973年，该片经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
并在全国放映，让70年代的中国人看
到了其他国家游击队员的形象，成为
影响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桥》：是描述前南斯拉夫人民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斗争的经典影

片，1969年出品，由哈·克尔瓦瓦茨执
导，斯·佩洛维奇、韦利米尔·巴塔·日
沃伊诺维奇等人主演。影片根据在塔
拉河峡谷大桥附近发生的真实故事
改编，讲述了 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
战接近尾声时，“老虎”率领的南斯拉
夫游击队员炸毁大桥，阻止德军撤退
的故事。70年代在中国内地上映后，
引起轰动。炮弹从头上掠过，大桥在
脚下粉碎，激烈的大桥争夺战，勇气
与信仰的考验等，都让观众久久难
忘。其中多次出现的口哨和口琴也成
为那个年代的时尚代表。

《啊，朋友再见》：流传甚广的

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原唱为伊夫·
蒙当，后被引用为《桥》的插曲。“那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
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旋律委婉
连绵、曲折优美，歌词豪放壮阔，
表达了游击队员对家乡的热爱以
及离开故乡去战斗的心情，赞颂
了 游 击 队 员
视 死 如 归 的
英雄气概。改
编为中文后，
成 为 国 内 传
唱 度 最 高 的
歌曲之一 。

在山西在山西，，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依山而建依山而建，，因山得名因山得名。。
黄河从这里绕行而过黄河从这里绕行而过。。千万年来黄河水的切割和沉千万年来黄河水的切割和沉

积积，，赋予它峡谷峭壁和沉积沙滩的独特自然景观赋予它峡谷峭壁和沉积沙滩的独特自然景观。。这座城这座城
市最早建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市最早建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千百年千百年
来来，，它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它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历尽沧桑历尽沧桑。。

革命年代革命年代，，它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笔它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笔。。这里不仅诞生这里不仅诞生
了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了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更是以更是以““养养
兵十万兵十万、、牺牲一万牺牲一万””的不屈精神献身革命的不屈精神献身革命，，为后代留下了可为后代留下了可
歌可泣的红色精神歌可泣的红色精神。。

而现在而现在，，它正努力脱掉黄色的外套它正努力脱掉黄色的外套，，重新披上绿色的重新披上绿色的
绸缎绸缎。。在赢得新生之际在赢得新生之际，，带着自己的父老乡亲带着自己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脱贫致富，，
迎来更好的生活迎来更好的生活。。

这里就是吕梁这里就是吕梁，，是正在经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吕梁是正在经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吕梁，，
是正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吕梁是正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吕梁，，是正在努力与深度贫困是正在努力与深度贫困
斗争的吕梁斗争的吕梁。。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绿色希望在这里新生绿色希望在这里新生。。
这里是这里是20172017年年6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的第一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的第一站，，是是
一个历经风雨而后涅槃重生的革命老区一个历经风雨而后涅槃重生的革命老区，，有代表意义的中有代表意义的中
国新城国新城。。

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 朝气蓬勃的绿色新生朝气蓬勃的绿色新生如火如荼的脱贫行动如火如荼的脱贫行动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的

经典论述。2017 年 6 月 2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到
山西考察调研。从北京直飞吕梁，随后驱车1个半小
时来到兴县，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
士敬献花篮。习近平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
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7 月 10 日，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生
态中国频道、生态中国公益基金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美丽中国梦，生态中国行——走进红色吕梁”大型
采风活动在吕梁市举办。记者跟随活动来到吕梁，
沿着红色血脉和红色足迹，一路探寻。

吕梁在红色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晋西游
击队西渡的故事。1931年春，阎红彦、吴岱峰等人创
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随后率部西渡黄河来
到陕甘。晋西游击队西渡后，发展到 300多人，在与
刘志丹、谢子长汇合后，游击队的指挥权转交给了
刘志丹和谢子长，由此形成了陕北游击队和中国工
农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总书记调研后，吕梁一本浅黄色封面的小册子
火了。这本小册子名为《吕梁市党员干部教育基地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看过，并为之点赞。在这本书
里，收录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红军东征纪念馆、
四·八烈士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刘胡兰纪
念馆等11处红色纪念馆，并将它们集中命名为吕梁
市党员干部教育基地。

10日下午，记者随活动考察团来到位于石楼县
东征大街的红军东征纪念馆，了解革命年代红军为
抗日而东征的英雄事迹。红军东征纪念馆是为了纪
念1936年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建立抗日
山西根据地的历史业绩而立。院中，一座毛主席的
大理石雕像耸立，映衬着蓝天白云，熠熠生辉。厅内
由序厅和四个展室组成，分别陈列有革命文物 75
件、史料70余份、历史图片190多张，完整地再现了
当年红军东征的历史壮举。展厅中一幅巨大的红军
东征电动沙盘模型，运用声、光、电科技手段直观地
再现了红军东征战斗的全过程。左右两厅陈列有老
红军的题词30余幅。

红军东征从 1936 年 2 月 20 日晚 8 时开始。东
渡黄河后，红军转战山西 50余个县，中共中央在吕
梁地区召开了“晋西会议”。到 5 月 5 日回师陕北，
此次东征共历时 75 天。这次军事行动扩大了共产
党和红军的影响，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
立，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和条件。

吕梁曾经是中国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在吕梁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强调要采取更加
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
作，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确保深度
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如期迈进全面小康的新时
代。

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对于吕梁而言，一个全
新的时代开始了。

“吕梁山上鱼米香，不信你来看青塘。要问青塘
啥最好，芦苇海眼粽飘香。”今年的端午节，这段朋
友圈里的“广告词”，从吕梁传到了太原及周边地
区。这段广告词，出自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

吕梁市临县安业乡的前青塘村，村中水量充
足，涵养了成片的苇子、百亩的鱼塘。但是，多年
前青塘村却“抱着金饭碗，穷得讨饭吃”。2015 年，
吕梁按照“文化引领奔小康、打造美丽前青塘”的
帮扶新思路，在前青塘村的芦苇上做起了文章：
他们培训贫困人员用芦苇的叶子做粽叶、用芦苇
秆做工艺品……在帮扶下学会了手艺的王维平，
带动 100 多个贫困户及周边群众从事芦苇秆工艺
品加工，共同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大道。他们创作
的一幅《雄狮下山》的手工艺品，就被游客以 1 万
元买走收藏。

如今，前青塘村知名度高了，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开农家乐的村民刘云云高兴
地告诉记者：“平时日收入 600来元，举办文化活动
能达到5000元。”

这样的巨大变化让李正印高兴不已：“为了让
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我愿意为你们做广告！”李正
印认为，贫困不拒绝文化，脱贫离不开文化，而文化
恰是吕梁精准扶贫的关键之一。基于此，吕梁市出
台了《吕梁市文化和信息扶贫行动方案》《吕梁市
2017年文化和信息扶贫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化扶
贫举措，打出文化扶贫“组合拳”，让精准扶贫散发
出浓郁“文化气息”。

归化村的变化是吕梁文化扶贫的另一个缩影。
在吕梁市离石区的归化村，建设美丽乡村，发

展乡村旅游业成为大家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2016
年，归化村推出“赏吕梁山风光文化旅游季”活动，
游客明显增多，收入大幅提高；村里每周六、日上演
的农耕实景剧《沟梁上的土疙瘩》，更让群众受益。
该村 100多人固定参加演出当群众演员，每演一场
每人能挣80元，而该村总共才836人。“演演节目就
能挣钱，过去想都不敢想。没搞文化活动前，村民人
均收入大约 2600 元，现在人均达到 8000 元。”归化
村村支书王治平说。

如今，吕梁的扶贫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许
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日子有了盼头。

吕梁石楼县牛头湾，是黄河最大的转弯处，被
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湾”。

7 月 10 日，“保护母亲河 生态环保行”大型环
保倡议公益工程在这里启动。这是一项对“母亲
河”生态环保建设先进典型案例的系统性宣传报
道工程，旨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
行动体系，推动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社会共治局面。

国务院参事忽培元在开幕式上对吕梁市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生态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
评价。他说，我生在延安、长在延安，延安和吕梁山
水相连，山形地貌非常相近，来到吕梁感到非常亲
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吕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取
得可喜成绩。希望吕梁红色、绿色相伴而行，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做好旅游这篇大文章。

今年以来，吕梁围绕“山上治本、身边增绿、产
业富民、林业增效”的造林绿化思路，推进退耕奖
补、造林务工、管护就业、经济林产业增收4项工程，
通过创新机制保护修复生态，大力推进红枣、核桃
等特色经济林，组建扶贫造林护林合作社，积极发
展“林药菌禽蜂”等特色功能性产品，大力实施生态
旅游扶贫等重点工程，推动荒山增绿，农民增收。

其中，“绿色扶贫”是吕梁在绿化和扶贫之路上
走出的吕梁模式。

以位于吕梁山北段、汾河上游的岚县为例，这
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贫困村数量占全
县行政村总数的 53.9%，森林覆盖率只有 21.9%，辖
区荒山面积很大，沟壑纵横一片荒芜，生态治理和
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号召，吕梁市决定在这里试点扶贫攻坚造
林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组织+
退耕农户”的合作方式，通过退耕地经营权流转，
由岚县一家绿化公司做龙头，岚县扶贫攻坚造林
合作社组织实施，贫困户负责种植，分工明确，栽
种沙棘等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物，不仅改善了环境，
还提高了贫困户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记者在吕梁采访期间，正值山西省的大型形
象宣传节目《人说山西好风光第二季》拍摄进入
高潮环节，李正印对记者骄傲地表示，作为市委
书记，自己要代表吕梁上节目，要亲自为吕梁的
旅游做宣传，“人说山西好风光，吕梁风光这边
独好”。

吕梁市委书记的自信是有底气的。在全面展
开的扶贫工作和生态建设工作中，吕梁的面貌正
在发生变化，红色革命老区正在焕发新的绿色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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