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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商丘谱新篇
——商丘市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巡礼

这份文件，来得悄无声息，但却
在民权林场引起了震动。

4月4日，河南省林业厅发出《关
于向商丘市民权林场学习活动的通
知》，要求全省林业系统向民权林场
学习。

在林场工作和生活了63年的老场
长康心玉感慨地说：“我们几十年、
几代人就干了种树一件事，没有什么
值得学习的呀！”包括现任的林场领
导班子和职工，也都觉得自己干的事
很普通。

这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劳动集
体！他们不忘初心，久久为功。

68年来，三代人持续接力，在黄
沙与盐碱地上，凭着坚韧不拔，筑起
了 6.9万亩的“绿色长城”，这就是名
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之一
的民权林场申甘林带。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今春，民
权县又雄心勃勃地提出再造 3.6 万亩
生态林带的建设构想，接棒永不停步
的绿色远征。

一锹锹种出来的“绿色长城”
清明节后，又接连下了几场春

雨。一碧万顷的民权林场申甘林带更
显生机：一片片森林“接应”蓝天，
一排排幼苗绵延新绿，一方方花海显
出“清水出芙蓉”的百般妩媚。在这
湿润而甜蜜的空气中驱车前行，我们
很难想到，这里曾经是黄沙漫天的不
毛之地。

“一碗饭，半碗沙，吃顿饭，硌
掉牙”；“东望黄沙不长草，西看盐碱
苗不生”。据《黄河志》和《民权县
志》记载，黄河决口改道，留下了绵
延不绝的沙丘群。在此后风沙猖狂的
近百年间，这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好过的阎王殿，难过的民
权县”，道尽当年这里的贫瘠与悲凉。

“固风沙、除涝灾、治盐碱，要
想过上好日子，必须翻过这‘三座大
山’。”很多老职工提起当时的困难，
仍然唏嘘感叹。

1949年1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

立了豫东沙荒造林管理处，这便是民
权林场的前身。1962年，管理处被收
归林业部，更名为林业部河南省商丘
机械林场。

作为林场的第一个中专生和首任
场长，1955年毕业于洛阳林校分配至
此的康心玉经历了它的艰难与沧桑。

“沙窝深，随便一脚踩下去就能
到脚踝，只一下沙子就把鞋灌满了，
所以，大家都养成了不穿鞋的习惯，
光着脚、拉着几十斤重的草绳，一边
规划行距和株距，一边用大铁锹挖坑
栽树。日复一日，每天在沙窝里扑腾
不少于15公里。”康心玉说。

栽树难，守护更难。三年困难时
期，这里的槐花和榆钱让周边成千上
万的人免于饥荒。但随着大面积林木
被毁，风沙再现。

毁了，栽；再毁，再栽！这个在
黄沙中走出来的群体，没有一个人在
在栽树面前彷徨和退缩。

育苗、施肥、规划、栽种、管
护，这无休止的重复与坚守，体现着
根植于内心的精神力量。

黄沙起，黄沙落。从一亩苗到万
亩林，绿色的希望顶天立地。

1997年，林场更名为商丘市民权
林场。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民权林
场人陷入了生活朝不保夕的状态。有
的人离开了，但大多数人选择了坚
守，即使最困难时每年只发 3个月工
资，他们都没有停止手里的工作。

“饿着肚子也要栽树！”“再苦再
难都不能毁林！”这是精神的坚守，
这是不变的初心。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黄沙
盐碱换新颜。

如今，民权林场经营面积达 6.9
万亩，林木蓄积总量 18.7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 79.7%，成为豫东重要
的生态屏障。

“功成不必在我”的事业接力
为留下佟超然，康心玉没少下功

夫。
作为林场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

于北京林业大学的佟超然是林场划归
林业部后下派开展工作的。林场划归
地方后，佟超然有一次上调的机会。

“但上调函被我扣下啦！他不能
走！像他这学历的人，稀缺得很，一
走，这科技育苗就黄了！”康心玉望
着身旁曾经的老搭档、林场原总工程
师佟超然说，“为留下他，我在地委
等了三天，找到了当时的地委书记说
明情况。”

没走成的佟超然根本没去想这件
事对自己的影响。“听从组织安排，
在哪里有用，就在哪里发光。”

在他的带领下，民权林场的杨
树、刺槐良种选育始终领先全国，提
高了沙区垦荒植树的成活率，强化了
林带防风固沙功能。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都急需人

才，但民权林场这片偏远闭塞之地却
是人才“富矿”：留下的都是大中专
毕业生，各个科室都有技术能手，连
办公室主任都是科技人员。

现在的林场副书记吴思巍，副场
长石立忠，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徐
兰成，还有绝大多数的分场场长都是
那时候留下并成长起来的。

事业的传承，让很多林场人把这
里当作“家”，把一草一木视作生命。

副厂长翟鲁民是一家三代林场
人。父亲翟际发是出了名的“老黄

牛”。83岁的老人，至今只要一提起
种树就两眼放光。他说：“种树，就
是种命，绿化事业到死都不能忘。”

儿子翟文杰自小受祖辈父辈熏
陶，大学报考了园林规划设计专业。
至今已在林场工作了11个年头。

人才的接力推动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国家林业战

略储备库和林业科研的重要基地。中
国林科院、河南省林科院、河南农业
大学等科研院校的 30多个科研项目、
实验实习基地落户于此。

从黄沙盐碱到林茂果丰，从毁坏
到繁荣，这是一代代人“功成不必在
我”的接力，更是一代代党员在发挥
中流砥柱作用。

康心玉党龄已经足足60年，他就
是这里的“定海神针”。佟超然、吴思
巍、石立忠、徐兰成以及绝大多数分厂
负责人都是超过30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们是这片林海的缔造者、守护
者，同时，他们还肩负着传帮带的作
用。

沐浴着党的十八大春风，林场更
加强了对年轻党员的培育与锻炼。林
场场长王伟说，要让年轻党员都下到
一线去，和新培育的幼苗一起成长。

如今，30多岁的潘斌、申子双等一
批年轻党员已在西河、申集等林场摸
爬滚打多年，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

（下转2版）

黄沙上的绿色远征
本报记者 侯国胜 闫鹏亮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4月 18
日，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第二次推进会召开，了解掌握全
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
展情况，总结工作经验，分析查找问
题，推进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扎实开展。市委副书记陈向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领导姚龙其、罗军、牛
亚东出席会议。

会上，睢阳区委、永城市委、梁
园区白云街道党工委、睢县城郊乡党
委、民权县人和镇西屯村党支部有关
负责同志分别从县、乡、村三个层
面，介绍了各自换届选举工作的经验
做法。

陈向平对全市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
肯定，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就
做好下一阶段工作，她强调，一要抓
住重点。要抓住“推”“登”“提”

“投”四个重要环节，严格规范选举
组织程序、规范候选人竞职行为、规
范提名候选人、规范投票行为，确保
换届选举环环相扣、无缝衔接，保证
换届工作公平公正有序。二要把好节

点。要把好选举日、选民公示、候选
人公示三个时间节点，确保 6月 10日
前完成村（居）委会换届选举，6月
20日前完成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换
届选举。从工作节点上，要把村
（居） 委会换届关键环节的实施与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等重点工作通盘考
虑、同步安排，实现两不误、两促
进。三要选好试点。各县 （市、区）
要从基础较好、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和
社区中选择换届试点，切实发挥示范
带动、查漏补缺作用。四要突破难
点。要在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突
破配强班子问题、“一肩挑”问题、
改善结构问题。五要掌控好风险
点。各县 （市、区）、各乡 （镇、
街道） 要准确研判村 （居） 委会换
届选举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到
早发现、早处理。要严格换届选举
违法违纪问题专办制度，坚持有访
必接、有报必查，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加
强协调配合，形成强大合力，圆满完
成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任务。

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第二次推进会召开

如今，民权林场经营面积达6.9万亩，林木蓄积总量18.7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79.7%，成为豫东重要的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本报讯（季 哲）致敬榜样，传
递温暖。4月 18日晚，2017“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揭晓，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素萍，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徐济超，副省长戴柏华，省政协
副主席周春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顾雪飞等出席颁奖典礼，近千名各界
群众现场见证了这一感人时刻。

当选 2017“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的分别是（姓氏笔画排序）：恪尽
职守、用一腔真情铸就警民之间大爱
的济源市公安局沁园社区民警毛立
争；勤勉奉公、捍卫正义的尉氏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田文生；三次援疆、
为新疆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河南理工
大学高级工程师刘志怀；深明大义、
将珍贵文物上交国家的商水县固墙镇
固墙村村民何刚；与死神赛跑、誓让
村民永不返贫的渑池县段村乡四龙庙
村党支部书记张东堂；悬壶济世、年
过九旬仍坚持坐诊的河南中医药大学
主任医师张磊；不离不弃、用30多年
背负诠释手足之情的平顶山市湛河区
伟和疼痛门诊医师李永和、窦小伟；

笑对人生、在残奥会和残疾人世锦赛
勇夺金牌为国争光的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学生李露；践行雷锋精神、真心服
务乘客的洛阳市出租车司机娄建党；
勤俭助学、13年坚持帮助贫困学生圆
梦的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燕庄村村民
燕志学、吴明彦夫妇。

组委会将 2017“感动中原”年度
集体奖授予了由我省医疗卫生行业人
员组成的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医术
精湛的中国第十八批援赞医疗队群体。

颁奖典礼特别邀请了王百姓、李
灵、洪战辉、王宽夫妇等往届我省当
选的“感动中国”人物为本届“感动
中原”年度人物颁奖。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
介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典型宣传品
牌活动，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
时代的号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递时代正能量，传播河
南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自 2005
年始每年一届，至今已举办十三届，
推选出了 130个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和
10多个群体。

2017“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村里这
个事办得好，原先也不缺吃穿，但孩
子不逢年过节想不起给钱。现在每月
都像领工资一样领到零花钱，生活当
然好啦！”4月17日，柘城县惠济乡金
桥村74岁的老人邱士豪向记者提起村
里推行的“孝善基金”，赞不绝口。

今年年初，为解决独居贫困户老
人的脱贫问题、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建
设、在农村弘扬孝善文化，惠济乡政
府倡议在全乡农村推行“孝善基金”
活动。惠济乡党委副书记柴进堂介

绍，这项活动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全乡34个村全部迅速成立了孝善基金
理事会。全乡第一季度共存入孝善基
金 52.8万元，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到了
1155位老人的手里。

金桥村是惠济乡34个村中的一个
代表。全村共有 70家贫困户 129位贫
困老人，这些老人一般吃穿不愁，但
收入有限。金桥村积极响应乡里的号
召，结合扶贫和文明乡村建设，在今
年一月份就成立了金桥村孝善基金理
事会。村干部邱廷礼任理事会会长。

依据乡政府的倡议，孝善基金的来源
由子女自愿缴纳赡养费、财政补贴、
帮扶单位资助及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的捐助组成。

金桥村孝善基金理事会成立后，
邱廷礼印刷了宣传单，与理事会其他
成员一起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宣传的
当天，就有很多子女到理事会缴纳了
赡养费。

当天看到两个儿媳妇到理事会缴
纳赡养费，68岁的老人邱建海都感动
得哭了。他两个儿子长年在外打工，
生活并不富裕，但听说缴纳赡养费的
事，都非常积极，两个儿媳妇在全村
最先交了第一个月 200 元的赡养费。
一个星期，金桥村全村应该由儿女缴
纳的第一个月 1.97万元赡养费就全部
缴齐了。邱廷礼将缴纳情况及时向乡

政府进行了汇报。乡政府也立即兑现
财政补贴，当天就按照赡养费 10%的
比例把1970元拨付到位。

邱士豪老人有三个孩子，每月给
他缴纳赡养费共 300元，乡政府财政
补贴30元。现在，邱士豪每个月都能
领到 330元孝善基金。将来，如果这
个基金里如果有爱心人士或者爱心企
业捐助，他领的钱还会更多。

“孝善基金”解决贫困老人脱贫问
题的同时，还推进了乡村文明建设。孝
善基金理事会成立后，金桥村的儿女
比着孝顺，孝善文化在农村蔚然成风。

柘城县委对惠济乡成立孝善基金
理事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目前，
在总结惠济乡成立孝善基金理事会的
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孝善
基金”已经在全县乡村推开。

有饭吃 有衣穿 每月还有零花钱

金桥村“孝善基金”让贫困户老人幸福满满

脱贫攻坚进行时

各县 （市、区） 党委和人民政府，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
会，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

位，市管各企业和大中专院校，各
人民团体：

《商丘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专

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中共商丘市委办公室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16日

中共商丘市委办公室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商丘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专案》的通知

▲ ▲

全文见3版商丘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专案

4 月 18 日，民权县庄子镇流通村村民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
业。目前，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也是多种病虫害的高发期。该镇组
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民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叶面肥、微肥等混配剂喷雾，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倒伏，增粒增
重，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一喷三防”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