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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田野成为“第一车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产

业振兴重在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

则需优质原料保障。一年来，新疆紧

盯广袤田间这一乡村发展“源头”，引

导农牧企业将其作为“第一车间”，从

源头蓄积高质量发展动能；同时，深化

产业融合，让“第一车间”接二连三，激

发乡村振兴动力。

“基本不用盖圈！”在冬季寒冷的

塔城市，新疆华凌三农草原牧业有限

公司没有大规模建牛舍，养殖规模却

达 3 万头。企业技术负责人曹晖说，

牛并不怕冷，两侧用竹板挡住强风即

可 ；仅 有 的 几 座 圈 舍 ，用 作 母 牛 的

产房。

聚 焦“ 第 一 车 间 ”，农 业 新 意 频

现。“与传统盖圈方式比，散栏养殖资

金投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左右。”曹晖表

示，发展养殖，关键要提高投资效率，

将资金尽量投到牛身上。不盖圈，每

头 牛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仅 为 1000 元 左

右。另外，采用地面青贮方式，不建青

贮窖，又节省资金约 5500 万元。“节省

的 资 金 ，可 用 于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曹

晖说。

不仅养殖业，种植业也有创新做

法。记者在博乐市青得里镇定吉格村

看到，玉米秆有两三米高，玉米穗颗粒

饱满，丰收在望。“这片玉米地有 2200

亩，采用保护性免耕技术耕作。”村党

支部书记哈斯乔路告诉记者，这种耕

作方式从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全套

作业一次性完成。

博乐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工程师蒋

贵菊介绍，这片耕地适合采用保护性

免耕技术，耕种前不需清理秸秆，也不

用犁地，这样能有效减少土地翻耕带

来的墒情损失，也解决了秸秆处理难

题，还能免用地膜。“省事、投入少，每

亩 至 少 节 约 100 元 。”种 植 户 张 贵

金说。

建好“第一车间”，离不开“金融活

水”。一年来，新疆金融机构强化创

新，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特色信贷

产品。根据养殖业生产周期长等特

点，乌鲁木齐银行开发了覆盖全行业

的“雪莲·养殖贷”，按饲料用量判断养

殖规模，合理配置贷款，并分别对蛋

鸡、肉鸡、水产、育肥牛、奶牛养殖等进

行差异化授信，助推养殖业发展。

在做强“第一车间”基础上，新疆

农牧企业将着力点放在加工转化和市

场开拓上。在枸杞之乡博尔塔拉蒙古

自 治 州 精 河 县 ，“ 红 色 产 业 ”不 断 扩

容。精河县枸杞协会会长、县枸杞产

业发展局高级工程师赵玉玲说，全县

13 万亩枸杞为生产枸杞原浆、枸杞果

干、枸杞啤酒等提供了优质原料，枸杞

产 品 远 销 澳 大 利 亚 、意 大 利 、德 国

等国。

走进精河县杞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机器运转声不绝于耳，一罐罐枸杞

啤酒列队下线。公司总经理张勤表

示，公司依托 2 万余亩“第一车间”开

发系列产品，今年投资 2500 万元用于

新建枸杞果酒酿造、枸杞啤酒玻璃瓶

灌装、枸杞多糖提取生产线，以及研发

枸杞果油等，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新疆一些有条件的乡村正在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从一产跃

向三产。去年，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

纳仁恰汗库勒村挖掘民俗资源，建成

了民俗文化陈列馆。一年多来，当地

知名度大幅提高，许多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村里还建设了加工厨房，生产

传统美食塔巴馕，供游客购买并通过

线上销售。

位于伊犁河畔的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四师六十八团发展智慧农业，

水稻种植面积 9 万余亩，从种植获得

收益的空间已“见顶”。如何再从稻

中淘金？团党委书记、政委孙聃砚介

绍，一方面发展稻虾、稻蟹种养等立

体养殖，另一方面大力培育长丰稻作

文化景区，推出了参观稻米博物馆、

观赏稻田画、体验稻田轨道小火车等

旅游项目，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

发展。

“非洲从来都不是美国外

交的优先方向。”美国《外交事

务》杂志 10 月 8 日发表的一篇

文章承认，美历届政府只给予

非洲大陆有限的关注，拜登政

府同样如此。美非关系在特朗

普时期跌至谷底，拜登就任总

统后，部分非洲人士曾对加强

美非合作有所期待。但事实证

明，美国并非真的关心非洲。

美 国 关 心 非 洲 裔 的 处 境

吗？9 月 22 日，当非洲国家在

联合国纪念反种族主义纲领性

文件通过 20 周年时，美国却联

合 20 多个西方国家集体抵制

纪念会议，拒绝反思自身种族

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回避赔偿

奴隶贸易受害者后裔等议题。

血腥的奴隶贸易带动美国近代

发展，却让非洲裔美国人“无法

呼吸”，陷入无休止的歧视、贫

穷与危险。《华盛顿邮报》数据

显示，非洲裔被美国警察杀害

的概率是白人的近 3 倍，今年

前 9 个月已有 111 名非裔被害，

且涉事警察大都无法定罪。

美国关心非洲新冠肺炎疫

情吗？非洲拥有 13 亿人口，是

公 共 卫 生 条 件 最 为 薄 弱 的 大

陆。但在全球已接种的 60 多

亿剂新冠疫苗中，只有 2%在非洲接种。

疫苗投入使用后，美国推行“疫苗民族主

义”，贯彻“美国优先”理念，直到本国疫苗

接种工作基本完成后的 7 月，才一夜之间

想起水深火热的非洲民众。美国务院前

非洲事务助卿纳吉此前坦言，美国是选举

政治，不可能在满足国内选民疫苗需求之

前援助非洲。

美 国 关 心 非 洲 民 主 化 进

程吗？美国自诩“民主灯塔”，

经常对非洲国家内政指手画

脚，不惜通过制裁维护美国利

益。旨在为非洲商品输美降

低门槛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

案》，对受惠国附加了大量政

治条件。拜登上任以来，津巴

布韦等国呼吁美方取消多年

来的无理制裁，但美方却对制

裁造成的危机视而不见，妄图

通过极限施压逼迫他国改弦

更张。埃塞俄比亚内部发生

冲突后，美方再次祭出制裁大

棒 ，制 造 更 多 矛 盾 与 紧 张 局

势，未能为真正的和平稳定发

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到底想给非洲带来什

么？是日趋严峻的种族不平等，

是节节败退的“佛系”抗疫，是选

举引发的国会骚乱，还是让非洲

民众饿肚子的单边制裁？

包 括 非 洲 在 内 的 国 际 社

会早已看清，美国从未将非洲

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也从未

真正关心非洲民众福祉。历史

上，美国对非政策始终由非洲

以外的因素驱动，非洲的发展

需求并不在美国考虑范围。美

国对非洲事务大规模介入始于

冷战之初，如今美国务卿布林

肯仍在告诫非洲对中国“睁大

眼睛”，其零和博弈的思维暴露无遗。

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而是国

际合作的大舞台。支持非洲发展是国际

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都应该在尊重非洲

主权、倾听非洲声音的前提下开展对非合

作，发挥自身优势，形成有效合力，为非洲

人民的福祉多做好事，多办实事。

10 月 16 日，工人在

湖北南漳县胡营社区的

协利纺织有限公司车间

忙生产。

为促进就业增收，

南 漳 县 胡 营 社 区 引 进

5 万 纱 锭 的 纺 织 企 业 ，

吸纳附近 200 多名妇女

就业。

王 虎摄

（中经视觉）

美国真的关心非洲吗

郭

言

“绿化将军”张连印：

青 山 写 忠 诚
塞北左云，雁门关下。年复一年，“老兵”用生命的

年轮，把荒滩变为绿野——樟子松、云杉、杨树、沙棘，一

排排、一行行，漫山遍野⋯⋯退休 18 年来，“老兵”带领

乡亲们已为家乡种下 200 多万棵树。

“老兵”名叫张连印，今年 76 岁，河北省军区原副司

令员，少将军衔。他戎马一生，本可以选择安度晚年，却

饮风咽沙、倾尽所有，身患癌症仍植树不已，在家乡建起

了一道造福百姓的“绿色长城”。

2003 年，山西省左云县，张连印退休后返回家乡。

出人意料，卸下钢枪的张连印竟扛起了铁锹。这位

从张家场村走出的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要回乡种树？！

“植树可以防风固沙，改善家乡自然环境。我没有

万贯家财，植树造林是最现实的选择，有多少钱种多少

树。”反复琢磨，张连印选定了这条路。

“绿化家乡、造福乡亲，就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战

场’。”当年 10 月，张连印带着妻子王秀兰回到家乡，打

响了植树事业的“第一战”。

但，创业的艰难始料未及。

左云土地贫瘠，树木成活率低。第一年，张连印从

右玉买了 1 万棵樟子松苗，结果第二年全死了；再栽，

6000 棵树，又死了⋯⋯

树全死了，老汉伤心了，但更不甘心。他购书自学，

上门请教专家，还跑去外地的林场学习，每遇到一个会

种树的人，就拉着人家打破砂锅问到底。

栽了死、死了再栽⋯⋯和他一起回乡种树的妻子

记得，种树的头几年，脸和耳朵常常被风吹得掉皮，嘴

上起水泡肿得老高，有时水泡裂开，鲜血就顺着嘴唇流

下来。

而张连印有自己的“苦乐观”：“我种树，为党和人民

做事不觉得辛苦，反而很快乐。”

2011 年，得知自己身患肺癌，张连印只说了句“冷静

面对，科学治疗”。手术前，他默默地把这些年种树欠下

亲朋的钱一一还清，甚至去照相馆拍好了遗照。

只是，树还没有种完。手术后的张连印实在等不

及，第二年正月就拉着妻子回乡了。

一如往常，他们没有找人接送，老两口从石家庄坐

火车睡一晚，早上五点多到大同，又坐客车到张家场村。

“要是我不回来，这摊事就散了。”他压根儿没有想

过自己的身体，满脑子都是种树。

回到植树的基地，张连印立马装上树苗和铁锹，坐

着他的“专车”上山了——这辆不到 5 万元买来的面包

车，6 年间跑了近 20 万公里，“拉工人、拉工具、拉树苗，

出沟入岭，都是他那车。”左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池恒

广说。

左云县的绿荫不断扩大，他体内的癌细胞也在疯狂

生长。2014 年，他的肺癌出现骨转移。这次，住院一个

月后，他又一次回乡种树了。

“癌症要科学治疗，种树也要坚持到底。”张连印坚

定地说。

有人说，何必这么较劲？可军人出身的张连印就是

这样，一如他的微信签名：坚强、坚韧、坚毅——

18 年间，就在这片脚下的土地，他带领乡亲们植树

1.8 万亩，其中 6000 亩是义务植树，1.2 万亩是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

200 余万棵树，他分文不取，签下协议：“一不要林

权，二不要地权，30 年后无偿交还集体。”

创业初期，张连印拿出了全部 30 万元积蓄，大女

儿 张 晓 梅 用 房 子 抵 押 贷 款 20 万 元 ，儿 子 张 晓 斌 拿 出

积蓄 10 万元，小女儿张晓花将 3 万元转业费和订婚时

公 婆 给 的 2 万 元 垫 入 。 后 来 张 连 印 又 两 次 向 银 行

贷款。

然而，村子里张连印自家的老屋，却坍塌得不像样

子。本族的老人劝他：连印啊，你就不想想自家？你家

的老屋还是花些钱翻盖一下吧。张连印却说：“我还是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绿化荒山上吧！”

生态改善后，乡亲们感念张连印的事迹，自发筹钱

建了一座凉亭，想取名叫“将军台”，却被张连印制止，

后来立起来的是“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纪念碑”。

多年来，张连印吃的是土豆白菜豆腐，最喜欢穿的

就是一身旧款迷彩服。村民们都说他，“从来不摆谱，看

不出是个将军。”而妻子王秀兰最明白他，“如果乡亲们

觉得他和他们一样，他就高兴。”

如今，张连印的植树基地成了右玉干部学院的教学

点，最初被命名为“将军林”绿化基地，他把“将军”二字

换成了“清风”。

党和国家大大小小的提倡和要求，他悉数践行，理

由只有一个，朴素而炽热：

“是党把我从一个孤苦的放牛娃培养成一名将军，

是乡亲们让我过上现在的日子。永不忘这一方水土一

方乡亲，党组织是我的家，家乡父老是我的母亲。”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 10 月 17 日电）

张连印在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乡北梁山坡种树

时搬运树苗（7 月 16 日摄）。 丁美宁摄（新华社发）

退 休 不 褪 军 人 本 色
张 可

从空中俯瞰，灵山岛似一条巨鲸横卧在碧

波粼粼的大海之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灵山岛，探访这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如何构筑蓝色生态屏障，让“绿水青山”变为

“金山银山”。

在积米崖港乘上班船，40 分钟左右便到了灵

山岛，漫山遍野的绿树映入眼帘。“灵山岛陆地面

积有 7.66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80%，灵山岛自

然保护区的责任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主要保护

海洋生物、鸟类、地质地貌、林木四大类。”灵山岛

自然保护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姜霞告诉

记者，灵山岛从 1986 年就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迄

今已还林 3500 亩。

“保护林木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在灵

山岛毛家沟村一棵 6 米多高的黄杨树前，给记者

带路的村民冯美玉自豪地说，“黄杨树被誉为‘林

中之王’，这棵树已生长了 800 多年，大伙都知道

这树金贵，从来没人折哪怕一根小树枝。”据悉，灵

山岛如今共有 81 科、324 种植物，其中百年以上的

名树古木就有 13 棵。

沿着灵山岛水泥路面的公路环行，只见水质

清澈，岸滩干净清洁，整个灵山岛呈现着灵秀的身

姿。“为了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我们拿出了壮

士断腕的勇气。”灵山岛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兼灵

山岛党工委副书记佀庆叶介绍，在采取多种措施

增强居民爱护海洋意识的同时，2019 年起当地实

施了海域人工养殖网箱集中清理行动，累计清理

海产品养殖区 11 处、网箱 5900 余个，有效降低了

海洋生态负荷。“我们还招募海洋环保志愿者 150

余名，实施打捞海洋垃圾等公益活动，让灵山岛海

洋生态始终保持洁净面貌。”

灵山岛南侧一条林木茂密的山坳带，是灵

山岛鸟类的集中带。每到五六月份鱼类就洄游至此产卵繁殖，灵山岛就

迎来了蔚为壮观的候鸟迁徙。“早年间，每当此时就会有人在山上网鸟。”

李家村党支部委员薛东宏说，他们每年都要组织数十人的“护鸟卫士”巡

逻队，昼夜巡逻，打击网鸟行为。“现在网鸟的行为已彻底绝迹，候鸟明显

增 多 ，每 年 至 少 有 300 多 种 候 鸟 途 经 此 地 ，其 中 不 乏 濒 危 物 种 。”薛 东

宏说。

走在灵山岛唐泉村峭壁下的海边，可以看到各种独特的地质地貌——

节理状的海蚀崖、火山石状的岩礁、刀削斧砍般的飞来石⋯⋯“经过多次地

壳运动、火山爆发、海洋风暴以及地震海啸，造就了灵山岛 6 种地貌类型，这

些地质地貌过去‘宝在深处无人识’，学者随意钻孔搞研究，还有游客撬走崖

礁带回家当盆景。”姜霞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无序状况被彻底禁止。

“我们已经实现了群防群治，岛上居民看到乱撬崖礁的，都会立刻制

止。”陈志宏是环岛通勤车的司机，同时也是“护礁卫士”，他告诉记者，保护

好灵山岛每一种生态，已经成为他们的信念。

生态保护让灵山岛更具魅力，来灵山岛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游客多

了，当地居民纷纷开起了农家宴、民宿，更吸引各类投资者争相登岛投资兴

业，目前灵山岛已建成 165 家特色民宿，2 家海洋牧场，形成了旅游业态集聚

效应。

灵山岛上探生态

本报记者

刘

成

货币政策发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上接第一版）三是从税收等方面采取优

惠措施，调动政策性银行、全国性商业银

行的积极性，增加对信贷增长缓慢省份的

信贷投放；四是加大宣传教育，提高信贷

增长缓慢地区借款主体信用意识。

冯煦明建议，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机

制，规范债务管理。一是严格按照分类管

理的思路，对城投公司进行差异化改革。

对于从事公益性业务的城投公司，可列入

白名单，从而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对于

从事竞争性业务的城投公司，应推进市场

化改革，加快推向市场。允许部分严重资

不 抵 债 的 城 投 平 台 退 出 市 场 或 重 组 整

合。二是加快理顺地方政府与下属城投

公司的关系，在城投公司与财政之间建立

“隔离墙”机制，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城投公

司的市场化运营，防止城投公司债务风险

向财政转移，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三是丰富基础设施投融资工

具，拓宽资金渠道来源。适当放宽专项债

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以及充当

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市场建设，发挥好资本市场在基础

设施投融资中的作用，降低基础设施融资

对一般商业性信贷的依赖。

“另外，健全地方中小商业银行公司

治理架构与治理机制，优化股权结构，防

止大股东利益转移和内部人控制。合理

调整地方中小商业银行体系布局，对市场

过于狭小、经营能力薄弱、风险问题突出

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可通过并购重组加以

整合。”冯煦明说。

从军报国 40 载，张连印将军在部队时成绩斐然，退

休后又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战场上打了一场漂亮的

胜仗，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境界和

担当。

张连印是无私奉献的党员楷模。植树、打井、修

路⋯⋯花光积蓄，吃尽苦头，18 年间种下 200 余万棵树，

张连印却不要林权地权，不慕个人虚名，只为给父老乡

亲撑起一片绿荫，让大伙

的日子过得更好，体现出

朴实的为民情怀。

张 连 印 是 顽 强 拼 搏

的军人榜样。绿化荒山

就是造福人民，除了身体力行植树，他还四处宣讲，带动

群众一起守护绿水青山。尽管困难重重，甚至身患重

病，但张连印仍十几年如一日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体现

出一位铁血军人不负韶华、不辱使命的拼搏底色。

满山绿树是张连印的“千军万马”，而张连印就像一

棵常青树，一生为党为国为民持续奋斗。广大党员干部

要向他学习，始终坚守初心本色，为民实干担当。

□ 本报记者 乔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