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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退休老人张有福说，在他的
记忆中，每年春天和秋天，和静都会有风
沙天气，昏天黑地的情景让小孩子都感
到害怕。

而这沙尘的源头是位于和静县城以
北 6公里处的北山。原来是开采多年的
砂石料场和戈壁荒滩，总面积 50平方公
里。西北风一刮，这个裸露的荒滩就撒
起野来，又是吹土又是扬沙。

戈壁荒滩，又何止一个北山！“这
场生态保卫战，部队官兵已经与我们
当地人一道打了 40年。”和静县林业局
长钱新钢，一路指点着车外的片片嫩
绿，介绍着这些土地被绿色覆盖前的
面貌。

这幅由“迷彩绿”参与描绘 40年的
水彩画，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画轴，第一
幕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苍凉和悲壮。
“五百里戈壁料，想要多少有多少。”

最早一批来和静县的建筑工人，常挂在
嘴边的这句调侃，足可见和静县当时的
生态环境有多么恶劣。

盐碱很重，还不是最大问题，石头太
多、土太少，年年植树年年死。这才是最
大的难题。团党委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
出谋划策，最终采用了一个笨办法——
先保成活率，再考虑覆盖率。
“开渠引水，拉土植树”，用这种笨

办法，人就得多吃苦！“想植下一棵能成
活的树，得先挖一个直径 1.5米、深两米
的树坑，把石头全部挑出来，再填进去
一立方多的土才成。”老兵王成邦回忆
说，一壶水、3个馕、15 个树坑、满手血
泡，成了当年每名植树官兵每天的“标
配”。

一个春季下来，连队大部分铁锹磨
得只剩下半个。正是靠这种笨办法，该
团官兵与驻地人民群众一道，一点点把
五百里戈壁荒滩“啃”出一块块绿色方
阵。

啃着馕，顶着风沙，每天满手血泡，

一壶水、3个馕、15个

树坑、满手血泡，难忘

植树官兵当年的每天

“标配”

清明节前夕，53岁的辽宁省鞍山市
军属唐斌来到弘莲“拥军墓园”，为参加
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唐会
林挑选一棵 2米高的松树，将父亲的骨
灰盒埋于树下。

斯人虽逝，那山、那树、那枝头绽放
的花朵，却都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
续。唐斌告诉记者，之所以为父亲选择
树葬，是因为这里生态环境好，而且还享
受军烈属购买墓穴减免费用的礼遇。

不修墓穴、不立碑，将逝者骨灰葬于
绿树红花之下——位于鞍山市大孤山镇
的弘莲墓园，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环保型
树葬场所。这里不保留骨灰盒，而是直
接将骨灰埋到土里，在上面栽种树木、花
草，树枝上挂有逝者的名字牌和墓志铭。

据墓园管理者葛继红回忆，小时候
她家就住在现在墓园山脚下的村子里，
那个年代这里鸟语花香。然而，1996年，
当她从外地返回村里时，惊讶地发现树
全都被砍光了，变成阴森森的“坟圈子”，
到处是枯黄的杂草、裸露的岩石；听不到
小鸟的欢快叫声，只有飒飒山风和风起
时卷起的滚滚沙尘；林荫地里再也不见
山花、野果，只能偶尔遇见拾荒老人沿着

荒坡镂耙荆棘杂草。
山林的凋敝令葛继红震惊，更引起

了她对大山未来的深深思考。看着眼前
的坟冢，她突然想到，何不倡导生态殡
葬——树葬。移风易俗，还绿色于大山。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葛继红把工作
辞了，把房子卖了筹措资金，联系树苗，
上山搭建了窝棚，开始了植树和基础设
施建设。风风雨雨 20多年，她终于将原

本一片荒芜的山区，打造成辽宁省民政
厅唯一批准注册的环保型树葬公墓。

随着墓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认同树葬，来到墓园参观和选购墓地的
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不乏军人军属和退
役军人。然而通过深入了解，葛继红得
知，有一些退役老兵经济条件不好，购买
墓地对他们来说困难不小。
“树葬不是‘摇钱树’！送老兵最后

一程，不能只算经济账！”经多方努力，葛
继红从墓园内拿出山地 40多亩，栽种树
苗 4000 余棵，修建了拥有 4000 多个墓
穴、价值 1500 万元的“拥军墓园”，并于
2014年清明节期间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了解到，在鞍山市，传统墓穴都
在万元以上，树葬价格多在 3000 元左
右，花葬则是 500 元起，而在“拥军墓
园”，抗美援朝老军人、乡镇的复员军人、

烈士等特殊群体不仅享受免费树葬礼
遇，墓园还不设使用年限、不收管理费
用。不仅如此，“拥军墓园”还规定：对其
他已故优抚对象优惠 50%，每出售一个
墓穴，就将其中百分之五的收益提取出
来作为拥军优抚基金，用来帮助更多有
困难的军人或退役军人家庭。

据了解，在帮助本地已故军人军属
和退役军人的同时，“拥军墓园”还致力
于帮助那些骨灰流落于外地的鞍山籍老
兵回家安葬。2016 年 3月，鞍山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启动了一项公益项目，在全
国烈士陵园寻找鞍山籍的抗美援朝烈
士，最后分别在丹东、吉林、佳木斯等地
找到了原籍海城、台安、岫岩、大孤山的
11位烈士，“拥军墓园”主动将其中的 3
位烈士免费安葬在墓园内。

截至目前，弘莲“拥军墓园”已安葬
了83位退役军人和军属。

送老兵最后一程，不能只算经济账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赵 雷 鲍明建

军地时评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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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巡礼

一位 60多岁的汉子，知道哪里有天
鹅，哪里的天鹅在孵蛋，还知道天鹅飞
来和飞走的时间。

他叫拉格娃，是和静县西北部巴音
布鲁克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
动物管护员。

拉格娃的故事，该团官兵人尽皆

行道树挽着“胳

膊”，爬山虎长成“围

墙”，部队走到哪里希

望就播撒在哪里

4 月的春风，吹熟和静县一垄垄鲜
美红嫩的草莓，也迎来一年一度的草莓
文化旅游节。每每在这个节日，当地人
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6年前那个唤醒荒
山的决定，想起子弟兵的特殊贡献。

2013 年 8月，和静县启动实施北山
绿化工程，由此拉开了全县大规模播绿
的序幕。

6年来，该团不间断地组织官兵到
这里参加义务劳动。一筐筐石头被捡
了起来，一条条水渠被开挖出来，一根
根滴灌管道被铺设开来，亘古荒原逐渐
绽放出丝丝绿意。以往想都不敢想的
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动物园、野生天
鹅栖息湖、国防教育基地坐落其中。

如果说北山森林公园挡住的是风
沙，那么占地近两千亩的东归生态公园
则是和静县的文化地标。

1771 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为摆
脱沙俄压迫，首领渥巴锡率领 17 万人
冲破重重截击，历时半年多，行程上万
里，以加上途中生育仅剩 6万余人的极
大民族牺牲，实现东归祖国壮举来到
和静安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
次民族大迁徙，电视剧《东归英雄》就

一部东归传奇、4座

生态地标，感恩那些退

役老兵把边疆当成自

己的“家”

40年生态保卫战 东归家园换新颜
—新疆军区某团支援驻地生态文明建设写真

■王宏涛 史宏涛 赵治国

东归英雄故乡，野生天鹅栖息地，国家卫生县城……春暖花开的时
节，我们跟随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到驻地和静县的戈壁滩植树，心情跟着一
路繁花、新绿越变越好，同时也被这一串串名头吊足了“胃口”。

生态环境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

系每个人健康发展。

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子孙后代留

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并将“美丽中国”纳入

国家现代化目标。生态文明还写入了

党章和宪法。

回望来路，在生存艰难的战争年

代，自然界一草一木对中国革命都有

过大贡献。

海南省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有

一棵酸豆树，树高30多米，冠幅近30

米，树龄200多年。1947年春，我党政

军琼崖领导机关进驻这里，琼崖纵队司

令员冯白驹的临时办公室，就结茅在这

棵酸豆树下。那时候，黎族同胞经常采

摘酸豆果犒劳指战员。而今，当地群众

恭称这棵酸豆树为“琼崖革命树”。

在革命老区沂蒙山区，更有一段令

人动容的往事。孟良崮战役后，我军官

兵缴获了许多匹已经饿得发疯的战马，

从哪里弄到饲养战马的草料呢？大义

大爱在民间！草料就在草房顶上：当地

群众主动把自家屋顶拆掉，喂养战马，

期待它奔腾战场、杀敌立功。

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更加

热爱这片国土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兵事以民为本”“用兵以得民为

先”。一支军队为谁而战，就一定会得

到谁的拥护。我军从成立至今，服务人

民的真情源远流长，服务人民的行动一

脉相承，服务人民的理念不断升华。过

去，子弟兵为人民群众“求生存”“盼温

饱”而战；今天，也一定会一如既往地为

人民群众“求生态”“盼环保”而战。

成绩斐然，成果喜人。统计显示，

截至2019年3月，全军各部队近年来

种植各类树木2600多万株，绿化面积

30多万亩，共有1320多个单位达到绿

色营区和生态营区标准。

砥砺前行，再看我辈。保护生态

环境，积极投身生态建设，同样是我军

新时代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

从为大众求生存到为人民护生态，

当代革命军人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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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强

春雨绵绵，草木吐绿。
3月下旬，第 73集团军某炮兵旅

官兵奔赴革命老区福建省永泰县，挥
锹铲土、扶苗填坑、踩实松土、提水浇
灌，在红土地上栽下株株树苗，为老区
增添一片新绿。

地貌和历史原因，导致永泰县成
为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县份之
一。“多年前，这里的山地光秃秃没有
生机，甚至有村民带着家人孩子外出
打工，撂下狠话‘这辈子再也不回来
了’。”旅领导介绍说。

树根深入红土地，红根植入兵心
中。85 年前，红军刚来到八闽大地，
第一件事就是开荒种树。85 年后的
今天，听闻要去永泰植树造林，该旅官
兵纷纷踊跃报名参加。

党员突击队，先上！扛苗上山、翻
土施肥，分工协作，锹镐在贫瘠陡峭的
山坡挥动，抬苗入坑、填土、提水浇灌，
植树现场有条不紊。

在这片闽山闽水里，每一处革命
遗址，甚至每一处红色纪念地，都有军
民共建守护碧水蓝天的痕迹。

一些植树地段地势陡峭、山路泥
泞，子弟兵攻坚克难，迎难而上；有些
险难路段，官兵直接腰缠背包绳小心
移动，相互搀扶着跨越山川河流；一些
较偏远的地区，只能肩扛手提，接力运
送，整个植树现场官兵干劲十足。

植树间歇，官兵们还带着扫帚、铁
锹等工具，在宿营点周边展开助民劳动，
清扫街道、擦拭公共设施、填埋垃圾。几
位村民阿姨要把自家种的百香果送给
官兵，被婉言谢绝。当地群众亲切地称
赞子弟兵们是“真正的红军传人”！

这只是该旅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一个缩影。

早在 33年前，该旅 978名官兵冒
着酷暑与恶臭清理驻地“百源川池”，
一个月时间还给驻地一片绿水蓝天。

播绿老区
■陈坤丰 刘 拓

要挖 15个两米深的树坑？这个兵当得
真辛苦！起初，有的战士并非没有抱
怨。可看到有了绿色，人气开始聚拢的
时候，抱怨顿时烟消云散。

几年后，退役的时候，有的战士望着
连队荣誉室里磨秃的铁锹发呆。一位老
班长说：“在和静种过树，这辈子就没有
吃不了的苦！”

在张有福老人和当地群众眼里，子
弟兵就是给老百姓送“福”的人。生活在
今天的和静人，真的“有福”了！看吧，新
疆建设兵团 223 团苹果、巴润哈尔莫墩
镇万亩生态红枣、乃门莫敦镇辣椒已成
当地的绿色名片，每到收获季节，就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是据此拍摄。
这些年来，该团官兵一边学习东归

精神，一边改造东归家园。现在，东归生
态公园已经成了当地群众休闲娱乐的必
去之处，当地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的必
去之处。

在东归生态公园，我们与正在草坪
上挥汗如雨的夏海兵不期而遇。一番聊
天方知，他是东归生态公园负责人，还是
该团一名退役老兵。能写会画的夏海
兵，入伍后一直在宣传股工作，退伍后毅
然留在驻地，多年来一直负责文化宣传
工作。得知筹建东归生态公园的消息
后，热衷研究东归文化的他主动要求调
到这里。东归生态公园里的一草一木，
夏海兵都曾仔细把摸，石刻、宣传画、植
物造型设计均出自他的手。团领导介绍
说，40年来，像夏海兵一样脱下军装扎
根和静县的老兵还有很多。

近年来，该团与驻地党政机关和人
民群众一道，在县城周边戈壁滩上陆续
建起了东归生态公园、北山森林公园、环
城水景带及双拥公园等 4个综合占地面
积3万余亩的生态地标。

现今已成为国家 3A 级景区、占地
2.5万亩的自治区级北山森林公园，是工
程量最大的一个项目。以往每年春秋
季，狂风常裹挟着漫天黄沙侵害县城居
民，是当地的主要沙尘源之一。

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和静县旅
游业发展，来此观光的各地游客越来越
多，电影《飞驰人生》也将重要取景地选
在和静县辖区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知。团领导说，在服务人民中学习人民，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各族群众的智慧和
才能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些年，该团在绿化第二故乡的同
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营区绿化。从团领
导到连队官兵，有一个共识：为人民群众
植树播绿，先要把部队营区搞成生态营
区，搞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样板。当
然，从机关到基层，大家自觉坚持做到，
这一切都要以确保战备训练功能完备为
前提。

建设之初，该团营区的这片土地也
是戈壁滩。为了能让植被茂盛生长，一
茬茬官兵把营区挖了个遍、筛了个遍，拉
走戈壁石，填上肥沃的土壤。

从去年开始，该团又以营区综合改
造为契机，再一次大规模进行见缝插针
式绿化，形成了“草坪+灌木带+景观树”
的梯次配置，绿色溢满营区，俨然成了驻
地的“绿肺”。

走进营区，只见行道树挽着“胳膊”，
爬山虎长成“围墙”……在当地，建筑区
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就是部队营区。

远处雪山巍峨，周围桃林片片，近旁
白杨挺拔……4月 5日清明节，我们与该
团官兵代表，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由他
们长期看护的烈士陵园祭扫。

烈士陵园修建在天山南麓的戈壁
荒滩上，长眠着原铁道兵部队、原步兵
某团、原坦克某团和该团的 35 名英
烈。该团驻防这里以来，坚持把改善烈
士陵园生态环境作为“尊崇英烈、传承
血脉”的重要内容。一茬茬官兵不懈努
力，如今的烈士陵园周围已长满树木，
一条小河从附近穿行而过。当地群众
还在周围种上了核桃、红枣、蟠桃等果
木。烈士们若九泉之下有知，该是多么
欣慰！

远不止于此。
去年 4月，该团将驻训场选在了天

山腹地无人区。官兵们发扬植绿播绿传
统，愣是植下两万余棵白杨、柳树。为了
保证成活率，他们在无人区里挖出一条
条一米多深用来保墒防风的沟壕，每人
还认领了一定数量的树苗，将其植入壕
中。

一年过去了，官兵们驻训再次踏访
这片无人区时欣喜地发现，两万余棵白
杨、柳树有 6成已在无人区倔强地发芽
吐绿。

“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已
有上千年历史的“三月街”是白族一年
一度最盛大的节日。4月 19 日至 25
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
民族节在大理成功举办。

担负维护秩序勤务的武警云南总
队大理支队官兵积极配合公安干警维
护现场秩序，疏导人员和车辆，帮助展
商和游客解决各种困难，以实际行动
树立了武警部队的良好形象。

图①：维护秩序。
图②：赛事安保。
图③：坚守战位。

为民辛苦
为民忙
■马亮志 文/图

双拥影像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