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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腾格
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在此交
汇。这里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曾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生命禁区”。
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李旦生、原司令
员张新华、原司令员李德海、原政委王永
华，以及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都
是以一身“国防绿”长年驻守在这片四季
不变色的黄沙里。

解甲后，5位老兵难以割舍对第二故
乡的热爱，毅然从北京、江苏、山东、呼和
浩特等地归来，拎起水桶，扛上锹镐，再进
沙漠植树。从在职到退役，接力治沙 19
年，终于竖起一道16万亩的绿色屏障。

集结沙漠植树

今年清明节，戈壁滩上的第一场春
雨不期而至。腾格里沙漠东缘植树现
场，旌旗猎猎。在“众人拾柴火焰高，众
人栽树树成林”的横幅下，阿拉善党政军
警民千人上阵，挖坑，栽树，培土，浇水，
个个使出浑身力气，大家干得热火朝
天。李旦生负责一片生态林，他还像当
年在练兵场一样亲力亲为，来回奔忙。

今年 70岁的李旦生依然腰杆笔直，
生态大会战一次不落。“本世纪初，阿拉
善的沙尘暴遮天蔽日过京津。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军分区积极投身生态建
设，那时我们就打响了‘绿化大沙漠、遏
制沙尘暴’的生态阻击战。”时任阿拉善
军分区司令员的李旦生回忆，当时，他们
面临“两有两缺”的境况：有人力，有激
情，缺资金，缺技术。

沙起阿拉善，牵动万人心。李旦生
动员老同学，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
长陈东征，“阿拉善成为河套平原乃至华
北、京津的最后一道生态防线，决不能再
度失守，每个人都应有所作为”。带着这
样的认识，陈东征率首批员工志愿者深
入腾格里沙漠，与阿拉善军分区官兵携
手植树。

而后，军分区与深交所制定了 《生

态建设五年规划》 和 《青年林三年规
划》。军分区与深交所发起倡议，带动
32 家上市公司成立了阿拉善生态基金
会。军分区党委连续制定《三年规划》，
每年与驻地党委政府联合组织召开生态
对话会，调动发改委、水务局、气象局
等部门，为生态建设解决难题。军分区
还建立生态建设定期听取汇报、绩效评
估和检查评比制度，探索军民融合、军
企联合、资源整合的生态建设良性循环
之路。

2004 年，本该退休回北京的李旦
生由于治沙计划没有完成，毅然留下
来。2008年，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张新
华也退休了。李旦生找到他：“在家待着
干啥？到沙漠一起种树吧！”张新华逢人
就说，“李司令退休治沙，我也不能当逃
兵啊”。2012 年，受两位退休司令员治
沙精神的感染，一头银发的内蒙古军区
原司令员黄高成也加入了治沙队伍。
2015年退休的李德海、2017年退休的王
永华没等 3 位老司令员张口，主动找上
门来：“在沙漠里种树，算我一个！”

变身植树行家

每年，黄高成和老伴儿都要从北京
来沙漠四五趟，并利用各种机会了解沙
漠治理的新理念、新技术，为军民传授植
树新方法。“种活一棵树，固住一方土，护
住一片绿”，望着身后郁郁葱葱的树林，
黄高成感慨地说，“这些成果离不开军分
区的全体官兵，离不开深交所的全体员
工，离不开驻地干部群众。”

相比黄高成，张新华离沙漠近多
了。春季植树时，张新华都从呼和浩特
开车前往阿拉善，700多公里的路程，需
要一整天时间，之后一住就是个把月。

“雇人植树，挖个坑要 0.27 元，买棵树苗
要 0.1 元，还要打井、管理、培育树苗，所
以需要精打细算，每分钱都必须花在刀
刃上。”和张新华聊天，发现他满脑子都
是算种树账。

久在沙漠成行家。张新华和李旦生
共同募集的生态建设资金，目前已在阿
拉善盟建立了 3个大型种植基地。黄高
成发明了“高压喷水打孔”植树法，原来
种活一棵树需要 15 升水，现在只需 8 升
水。李德海、王永华采用多层篱笆防风
防沙法，确保了沙漠幼苗成活率达到
60%。

2016 年春夏之交，正是治沙植绿
最忙的季节，老兵们请来 10 多位生态
专家研究治沙方法。这时的李德海突然
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还没等他走出大
漠，又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这个硬汉
强忍泪水，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深地鞠了
三次躬。既然见不到最后一面，索性通
过植树为母亲送行。15 天的植树大会
战，李德海一直在生态基地现场指挥。
会战结束后，他独自来到苗圃基地，用
手机放着国歌，一个人升起了国旗，这
是母亲最想看到的场景。一望无际的工
地上，李德海任凭泪水洗刷着他满是沙
尘的面颊……

国情教育基地

“在沙漠干了一辈子的老兵，退役后
把孩子们为他们设计的旅游路线改成治
沙路线，他们的故事需要年轻人知道。”
阿拉善军分区政委张学增说，阿拉善军
分区为此推出了沙场互动“国情教育”，
让年轻人栽下一棵幼苗的同时，也对自
己的心灵进行一场“绿化”。

第一次进入沙漠，第一次当士兵，

第一次实弹射击，第一次沙漠植树，第
一次沙漠冲浪，第一次沙漠拉练……来
自深圳、上海、大连、北京等城市从事
金融工作的年轻人纷纷感叹“骨头像散
了架一样”，但许多人更难忘这次“心
灵之旅”。

“年逾古稀的黄高成将军给我们讲
课，两个小时一直站着。”深圳证券通信
有限公司的菅洁回忆与边防官兵对话的
一幕，“老将军总结自己人生的三个感
悟：珍惜每一个岗位；信党爱党为党跟党
走；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强大的心理
状态。他从炊事员干到内蒙古军区司令
员，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来自上海期
货交易所的凌丽也参加了“拥抱阿拉善”
2018年春季国情教育活动，她说，“这里
没有 WIFI，没有电视，但是有一批放弃
晚年安逸生活继续奉献的老兵，让我们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一起军训、上
党课、植树，对我们是一次身体的重塑，
一次精神的洗礼”。

“跟着老兵去种树”，在阿拉善已经
蔚然成风。19 年来，100 多名官兵脱下
军装后，投入到治沙植树大会战。先后
有 23万人次的军民投入到植树会战中，
陆续建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生态林、八一
同学生态林、深圳通信卫星生态林、边防
军民生态林等多个共建基地，在腾格里
沙漠东缘形成宽4000米、长30000米的
绿色长廊。

“种的是树，育的是人，造的是福，积
的是德。几位退役老兵已经郑重立下

‘百年承诺’，建党 100 周年时建成生态
公益林 20 万亩，建军 100 周年时建成生
态公益林 30 万亩，建国 100 周年时建成
生态公益林 40万亩。这既是老兵们‘生
也沙丘、死也沙丘’的明志，更是国情教
育实时更新的教材。”张学增说。

种的是树，育的是人——

五位退役老兵的“新沙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老兵们查看已经变得郁郁葱葱的

植被。 （资料图片）

“我一直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正全
力以赴进行第三次创业。虽然很辛苦，
但我很享受奋斗的过程。”润泽科技创始
人周超男告诉记者，为了工作奔波各地，
是她的生活常态。

身为湖南人，周超男的“闯劲”和“拼
劲”让年轻人自叹不如。“我经常到全国
各地出差，有时睡觉都是在旅途中解决，
车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周超男说。

周超男是一名资深“北漂”。2000
年，她在不惑之年来到北京打拼。当时
通信行业方兴未艾，她瞅准这一行业的
发展潜力，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成立了
天童通信网络有限公司，聚焦城域信息
管网集约化建设。

周超男介绍，公司已在安徽、山东、
江西、北京通州等 12 个地区建设管网
2000多公里，有效解决了城市信息管网
建设中“拉链路”带来的资源浪费、交通
拥堵等问题，帮助运营商节约成本达 2
亿元以上。

2009 年，小有成就的周超男没有裹
足不前，而是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创业。
这一次，她瞄准的是大数据产业。

“10年前，大数据产业还属于前沿领
域，我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决定在大
数据产业方面率先布局。”周超男对自己
的眼光充满自信，她认为做企业就是要
有超前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预测能力。

2009年，在大部分人对“大数据”还
不甚了解的时候，周超男成立了润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河北廊坊经济技术
开发区投资建设了润泽国际信息港项
目。经过 10 年的耕耘，目前，润泽国际
信息港已建成21.1万平方米的高等级数
据中心，33 万平方米的京津冀大数据创
新应用中心，成为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布局中的重要节点。周超男说：“润
泽国际信息港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
亚洲最大的云数据中心集聚港。”

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的建筑
外形犹如一支舰队，润泽员工形象地称

之为“大船”。“我们希望在大数据产业
发展领域，不仅要做到自身实力强大，
同时也能引领行业发展。在大数据海洋
中，劈风斩浪，发挥领航作用。”周超
男表示，“大船”这个 188 天建设完工
的项目，曾创造了“廊坊速度”，也将
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中成为重要的地
标式建筑。

经历两次创业成功，周超男没有放
慢脚步。2018年，她开始第三次创业。

“第三次创业，我选择了‘工惠驿家’
这一普惠项目，希望能让卡车司机享受
到大数据和科技带来的改变，让运输变

得更加智能、安全、舒适。”周超男说。
周超男介绍，“工惠驿家”是中华全

国总工会试点推广的“互联网+”工会普
惠性服务项目，旨在通过建设“数智物流
产业创新+工惠驿家”，构建基于“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平台的工惠驿站，为卡车司机
提供普惠性服务，为物流货运行业良性
发展提供综合性大数据支撑平台。

“未来，卡车司机可以借助工惠驿
家，享受加油等优惠服务；通过集约化
数智分拨共享服务平台，高效便捷地进
行货物装卸；司机不用苦熬着排队等候
装货卸货，会有更多时间在家与家人团
聚；当驾驶疲惫时，司机还可以在工惠
驿站免费洗澡、在氧吧里睡觉。”周超
男列举了“工惠驿家”要实现的目标，
她希望用下一个 10 年，推动全国 3000
万卡车司机都能享受到“工惠驿家”的
普惠福利。

从40岁“北漂”创业，到如今60岁开
启人生的第三次创业，周超男每 10年一
次的创业历程，成为她人生的鲜明注
脚。从前两次创业积累与沉淀，到现在
做“工惠驿家”普惠项目，她把回馈社会
看得更为重要。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支持，更离
不开国家强大。爱国家和爱人民，应该
是企业家一生的信念！”周超男说。

润泽科技创始人周超男：

“享受创业奋斗的乐趣”
本报记者 吴 浩

退伍老兵（左起为张新华、黄高成、李旦生、李德海）在治沙植树大会战现场。 （资料图片）

从黑龙江漠河到新疆阿勒
泰，从大兴安岭到额尔齐斯河
畔，刘美的援疆之旅跨越5000
公里。

2017 年 2 月，刘美作为黑
龙江漠河市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书记、信息技术课教师，响应国
家“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
划”号召来到阿勒泰，一年半期
满结束后，她再次响应国家号
召，留在了这里。

娃娃脸，热情，爱笑，一股
认真劲，一口东北腔，在刘美工
作的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她
的“识别度”非常高，被学生们
亲切地称为小美老师。课堂
上，刘美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努
力把信息技术知识讲“活”，营
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激发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初到新疆时，由于水土不
服、气候干燥，刘美一度出现咽
喉肿痛、流鼻血症状。陌生的
环境，不同的作息时间，加之思
念远方的亲人，她也想过打退
堂鼓，“但每次脑海中浮现学生
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就打消了
回家的念头。”刘美说。

有一次，刘美不慎摔伤了腰，仍坚持上课。看到手托后
腰上课的小美老师，学生们齐喊“喔特加克斯”（哈萨克语

“真棒”）。“既然选择了援疆，就不能碌碌无为。不管什么原
因，不能耽误教学。”她说。

刘美发现学生德丽努尔·木拉提每天上学都吃不上早
饭，她买来酸奶、面包，上学前悄悄放在她的书桌里。一连
几天，这名哈萨克族女孩都一头雾水。有一天，德丽努尔·
木拉提早半小时到校，看到刘美老师为她准备的早餐，感动
得流下了泪水。她把这份感动埋在心里，当看到老师腰部
受伤，便跟妈妈学习缝制椅垫。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她把亲
手制作的椅垫送给了小美老师。

“与漠河比起来，阿勒泰更需要我。”在 34 岁的刘美心
中，阿勒泰已经是她的第二故乡。

教学之余，刘美组织成立了“黑龙江省对口援疆富蕴县
志愿者服务队”，为受援地居民提供各种志愿服务。援疆期
间，刘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获得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优
秀援疆教师、富蕴县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黑龙江省援疆前指
优秀援疆人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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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老师（中）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周超男

在京津冀大

数据创新应

用中心工地

现场。

（资料图片）

1994 年 11 月出生的王赞，是江苏宿迁市耿车镇湖稍
村人。2013年，王赞考入徐州医科大学临床专业，2016年
8 月毕业后回乡创办了宿迁市竹林风家具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木质家具的加工及网上销售。如今，企业生产的 100
多种轻家具产品“网销”全国各地，月销售额300多万元，带
动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返乡创业促就业
戚善成摄影报道

王赞在核对发货订单。

王赞在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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