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17日 星期三6 特别报道

图① 山西省右玉县南

山公园内纪念右玉绿化实践

的主题雕塑“绿化丰碑”。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图② 记者翻拍的老照

片。图中的小树为“南京小

叶杨”，是最初在右玉唯一能

成活的树种，被右玉人亲切

地称为“小老杨”。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图③ 如今的右玉景美

如画，是天然大“氧吧”。

（资料图片）

站在右玉南山公园山顶，望着眼前漫山遍

野的绿，令人深刻感受到，在改善和保护生态环

境中孕育的“右玉精神”，正是“两山理论”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益实践及具体体现。

“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

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

在右玉，21 任县委书记带领群众亲手“创

造”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蕴藏着无穷的

经济价值，又是社会财富，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

合效益。右玉县生态环境的改善，带动了农业、

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我们现在是中国魅力小城、中国深呼吸小

城和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是无数游客、背包

客向往的地方。”“环境好了，受惠最大的就是咱

老百姓。”“现在右玉生态环境好了，旅游的人越

来越多，我这凉粉摊子一年能挣好几万，凉粉碗

变成了‘金饭碗’。”听着一件件“右玉味儿”的故

事，看着一张张自豪的笑脸，记者由衷地感到骄

傲，骄傲咱共产党人的道路正确，骄傲“右玉精

神”已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发扬‘右玉精神’”。如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指引下，全国上下正共同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创造

出更多生态治理的绿色奇迹，建成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梁 婧

在 新 中 国 的 历

史上，有一个令人赞

叹的绿色传奇：一个

县先后 21 任县委书

记带领全县 70 多年

接力植绿，把往日的

不 毛 之 地 变 成 今 天

的“塞上绿洲”，林木

绿化率达 56%。这就

是 山 西 省 西 北 边 陲

右玉县的植树故事，

也 是 右 玉 干 部 群 众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创 造

的生态奇迹。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曾指出，“右玉精神

体 现 的 是 全 心 全 意

为人民服务，是迎难

而上、艰苦奋斗，是

久 久 为 功 、利 在 长

远”。右玉精神是用

信念、情怀、担当铸

就的，它昭示我们，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根 本 宗 旨 。 一 张

好的蓝图，只要是科

学的、切合实际的、

符合人民愿望的，就

要像接力赛一样，一

棒接着一棒干下去。

如今，蓝图已绘

就，奋进正当时。如

何用新时代的美好蓝

图激励干部群众砥砺

前行？右玉精神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要坚持艰苦奋斗

的本色。艰苦奋斗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军队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

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新时代提倡艰苦奋斗，

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与群众同甘共

苦，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体现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坚持走生态富民之路。富民的道路千

万条，坚持绿色发展才是最正确的一条；富民

的速度有快有慢，摒弃破坏资源为代价才是

最适宜的节奏。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完全可

以双赢，右玉人民生态致富的实践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要坚守功在千秋的信念。这考量着

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使命与担当。右玉 21

任县委书记 70 多年一张蓝图绘到底，换

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初心，再一次验证

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情怀，才能铸就功在千秋伟业的

信念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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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一个目标，70 多年来，山西省右

玉县历任县委书记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一任

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以

惊人毅力将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在此重

要时间节点，记者再次来到“右玉精神”的发源

地，体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艰苦

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向风沙宣战，让百姓活好

右玉县位于毛乌素沙漠的风口地带，过去 8

级以上大风天年均长达 3个月，无霜期不足 100

天。据《朔平府志》记载，右玉“每遇大风，昼晦

如夜，人物咫尺不辨，禾苗被拔，房屋多摧，牲畜

亦伤”。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有人不得不选择走

西口逃荒。

“一定要解决右玉百姓的生存问题！”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右玉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内

心有团火，焦灼又澎湃——要让右玉百姓“活”，

更要让右玉百姓“活好”。

历经三个多月的实地走访、调研，最终，

张荣怀提出“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

风沙住，就得多栽树；想要家家富，每人十棵

树”的建议，号召全体右玉党员干部带头种

树。此后 70 余年，右玉 21 任县委书记打响接

力赛，终于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的

“塞上绿洲”。

“ 过 去 ，种 活 一 棵 树 比 养 活 一 个 娃 还 难

哩！”右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辛泰指着不远处

的一棵树告诉记者，这棵矗立于苍头河湿地公

园入口处的“小老杨”，是张荣怀带头种下的第

一棵树，带给后人的有怀念，更有希望。

换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思想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右玉会永远记住你

们，我也想加入你们，把张荣怀书记确定下的

路子，一步一步接着走下去……”这是右玉第

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上任后在第一次县委工

作会议上说的话，也是之后历任右玉县委书记

的心声。

共同的工作和事业、责任和使命，让右玉县

党员干部们“一棒接一棒”，勠力同心，书写了化

荒漠为绿洲的传奇——

20世纪 50年代，“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

部绿起来”；60 年代，“哪里有风哪里栽，再把风

沙锁起来”；70 年代，“哪里有空哪里栽，再把窟

窿补起来”；80 年代，“适地适树合理栽，再把三

松引进来”；90 年代，“退耕还林连片栽，绿色屏

障建起来”；21 世纪，“乔灌混交立体栽，山川遍

地靓起来”……

经过一代代的努力，不毛之地变成林木绿

化率达 56%的天然大“氧吧”，新一届右玉县委

更是将之打造为国家 4A 级景区，为右玉县高质

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右玉“绿”了，但外界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光知道种树，县里的 GDP 短时间又看不到变

化，有什么用？”“树栽完了，绿化也到顶了吧？”

第十二任县委书记袁浩基说：“右玉的绿化

没有到顶，右玉仍然需要绿化。”第十四任县委

书记师发表态：“前任书记干得对，得到群众拥

护，我们就干下去。”2020年，右玉全县域实现了

基本绿化，山西省朔州市委常委、现任右玉县委

书记张震海说：“我们植绿了，更要护好绿。”

在一次次思想的碰撞中，在一件件具体事

件的锤炼中，右玉的广大党员用自己的心血和

汗水，带领右玉人民立下了不朽的丰碑，孕育出

伟大的“右玉精神”。

不求戴花，只求对得起老百姓

右玉历任县委书记都把植树造林当作头等

大事。面对“农业上去戴红花，其他上去没人

夸”的说法，右玉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说：“咱

不求戴花不戴花，也不谋有人夸没人夸，咱对得

起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了。”面对周边地区煤窑遍

地开花，经济指标迅速增长，袁浩基没有盲目跟

风，他说：“绿色不进，风沙就进。耽误植树就是

罪人！”

坚守绿化初心的同时，还要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第十三任县委书记姚焕斗在任时要求各

单位都要制作一张参加义务植树造林的考勤

表，并贴在显眼处。而他自己的名字也在列，每

天他亲自填写自己的出勤情况，接受大家监督。

右玉第十六任县委书记高厚，在一次对苍

头河的考察中，发现两岸植被有人为破坏迹象，

而且情况相当严重。在质询沿岸乡镇领导无果

后甚为恼火，便随即写下《给各乡镇党委书记的

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朔州日报》

上。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做了自我检讨：“作为

一方父母官，我看到后怎能不感到心情沉重

呢？我首先承认自己疏于管理，我看到的这些

行为是对后辈儿孙犯下的滔天大罪。”他责令彻

查：“对毁林开荒、破坏天然草坪的地块要逐块

进行登记，摸清情况后严肃查处。”同时要求各

级各部门都要行动起来，统一思想、整改落实。

“这种‘不求戴花，只求对得起老百姓’的精

神，是右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山西财经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高媛媛说。

绿水青山正换来金山银山

如今的右玉满山绿，右玉人民也真正享受

到了绿色红利。

“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

好，每年能收入三四万元。”在杀虎口景区摆

摊卖凉粉的杀虎口村村民李四红说，村里还成

立了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带动百余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2020年右玉接待游客

425.15 万人次，比 2019 年增长了近 10 个百分

点，目前相关收入还没统计出来，估计也差不

了。”右玉县委副书记姚树山说，依托良好的生

态基础，文旅融合成为右玉新的经济增长点，绿

水青山正换来“金山银山”。

自始至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谋划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执着前进，才能经

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成绩。这是右玉精神的

动力源泉。“未来，右玉将是旅游胜地、康养福地

和投资洼地，更是一片精神高地！”张震海表示，

要不断努力、接续奋斗，力争到 2025 年，将右玉

建成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让以生态为

主导的产业体系出成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右

玉精神，跑好这场绿色接力赛”。

艰苦奋斗 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梁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