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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萌、王佳欣报道：“饶河

县人武部值班室，我是黑龙江省双鸭山

军分区值班室。据市应急办通报，饶河

县四排乡 201 航标段发现境外非法入

境人员，请你部马上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前 往 拦 阻 。”“ 命 令 收 到 ，我 部 立 即 前

往。”放下电话，饶河县人武部部长孙宝

安迅速集合民兵应急分队赶往出事地

点。这是近日双鸭山军分区带边境人

武部开展防范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

加强边境管控应急演练的一个镜头。

双鸭山市所辖饶河县位于中俄界

江乌苏里江中段，县域水路边境 128 公

里。随着外防疫情输入压力增大，双

鸭山军分区组织边防民兵扎实开展守

边护境，先后派出 20 个民兵执勤小组，

协 助 边 防 部 队 和 饶 河 县 边 境 管 理 大

队，开展边境巡逻执勤；派出 6 个民兵

执勤小组，由乡镇武装部部长带队，在

危险地段和抵边村屯常态开展巡逻执

勤，严防非法越界行为发生。同时，加

大对边民渔民疫情防控宣传，做好界

江渔船管理监督；开展“边境法规宣传

月”活动，组织边防民兵深入街道、社

区、村屯，悬挂标语条幅、安装宣传橱

窗 、设 置 越 界 提 示 、发 放 边 防 法 规 手

册，让边境群众熟知边防政策，自觉养

成知法、懂法、守法良好习惯；畅通举

报渠道，奖励举报非法越界犯罪，全力

织密边境安全网，有力震慑和打击边

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织密防范网络 守护界江安全
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多措并举守边护境

新疆建设兵团第九师先后诞生了“龙珍精神”和“小白杨精神”，涌现出

孙龙珍、梅莲、“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等一批新老民兵典型。该师人武部

充分运用身边教育资源，抓好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广大民兵积极屯垦戍

边。图为兵团军事部为依托魏德友住所设立的“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基地”揭

牌。 鞠 巍摄

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硬皮小本，河北

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每天随身带着。

小本里，藏着这位 76 岁老兵的“诗

与远方”。

几 年 前 ，看 到 媒 体 上 推 荐 的 40 首

“中国最美诗词”，他便把这些诗词用大

号字打印出来，贴在了小本上。

独自在苗圃里散步时，吟诵其中的

诗词，是他的快乐时光。

与人交流，聊得投机、兴之所至时，

他也会拿出小本读上几句。

《龟虽寿》《行路难》《归园田居》，是

张连印最喜欢吟诵的诗词。

诗 以 言 志 。 谈 及 自 己 的 植 树“ 战

绩”，张连印谦逊低调，没有豪言壮语。

而当他聊起这些诗词对自己的“鼓舞”，

记者仿佛听到了另一种表达。这是他与

年迈的自己对话的方式，也是他精神世

界特有的气质和光彩。

“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

们的体魄和心态。”作家杨绛曾说。

余晖映山林。退休还乡、植树造林

18 年，张连印的银色年华，不仅有“诗”，

更有“远方”。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摘自《龟虽寿》

2003 年 10 月 3 日，山西大同左云县

张家场村。十里河改道后在村边留下的

河滩上，支起了几顶迷彩帐篷。

张连印要在这里盖几间瓦房，扎下

根来植树造林。

“左云近边，天气极寒”。此时已近

土地上冻，不宜建新房，同村亲友都劝他

等第二年开春再说。

“开了春就要开始植树，时间来不

及！”张连印很急迫。

那年 3 月，他刚从河北省军区副司

令员的岗位退休，决定回老家张家场村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我想在有限的时

间、有限的范围内，为家乡干一点有限的

好事。我快 60 岁了，不是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早干一天是一天。”

从盖房那天起，张连印每天都铆在

河滩上。28 天后，瓦房盖好了，按照张

连印要求，“红瓦、青砖、土炕，和乡亲们

住的房子一模一样”。

张连印不是一时兴起，他准备在这

里打一场“大仗”。张家场村有荒山荒地

1.1 万余亩，被他视为自己的新“战场”。

2004 年春节一过，他多次到县、市、

省林业部门咨询专家，并请省林业勘测

设计院专家用 20 多天现地勘查，和相关

人员一道制订出包括封山育林、人工造

林、种苗繁育、村庄改造等内容的《张家

场生态园林村建设总体规划》。

当年清明过后，植树造林的第一场

战役便在张家场村北梁打响——200 余

亩荒坡，每亩种 74 株，7 天种完。

“作战计划”细化到“天”，平均每人

每天种 100 棵。张连印带领 20 多名村

民，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午饭和晚饭就在

山上啃馒头、吃咸菜，白天栽下树苗，夜

里打着照明灯一棵一棵浇水。

300 余亩育苗基地、8 眼水井、1 万立

方米蓄水池、3500 米 U 型防渗渠、3000

米节水灌溉管道、3.5 公里水泥路……战

役，一场接着一场，每一场都是硬仗。

包括 3 个子女在内，几乎没有人想

到，张连印退休后“采菊东篱下”式的“种

树怡情”，其实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青山无悔”。

张连印口中“有限的时间”，一过就

是 18 年。这 18 年里，他罹患肺癌、做疝

气手术，植树的脚步都未停歇。

张连印口中“有限的范围”，从在张家

场村植树造林扩展到参与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绿化成果遍布左云县 8 个乡镇：

三屯乡二台子村 400亩、小京庄乡挂里窑

村 830亩、马道头乡雨安庄村 1200亩……

张连印口中“有限的好事”，包括用

200 多万株树苗染绿了左云县 1.8 万余

亩荒山，张家场村成为“山西省生态园林

示范村”；创办的清风林教育基地被确定

为大同市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右玉干部

学院“左云清风林现场教学点”；为省市

县党政机关、中小学校、国有企业作报告

200 多场，听众达 1.2 万余人次。

从 58 岁到 76 岁 ，张连印的暮年壮

志，绿了家乡，护了山水，挡了风沙，造福

了父老乡亲。

“行路难，行路难，多
歧路，今安在”

——摘自《行路难》

熟悉张连印的人都知道，他走路快，

有种一往无前的劲头。

张连印 18 年回乡植树造林的路，并

非坦途。“一山放过一山拦”，面对重重困

难，他依然是拦也拦不住的姿态。

第 一 次 试 着 育 苗 ，几 乎“ 全 军 覆

没”。看着自己和妻子王秀兰一株一株

培土踩实的 1 万株幼苗没成活，张连印

说他虽然没有哭，“但心里流泪了”。

育苗比买苗成本低，是资金有限的

张连印必须攻克的“山头”。他订了 8 本

林业杂志天天翻看，选苗、挖苗、挖坑、围

圈、浇水，一步一步研究。带兵的内行，

终于成了种树的行家。

“他原先啥也不懂，现在比我们还精

通呢，跟林业技术员差不多。苗圃里的

樟子松有十六七个品种，啥秉性、咋种植

他都清楚。他这个人，要干就要干到最

好！”堂弟张连茂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种树投资大、

周期长，张连印和妻子带回的 30 万元积

蓄很快用完了，他不得不四处找亲友，还

向 3 个子女求助。

张连印的大女儿张晓梅和丈夫商

量，用房子作抵押贷款 20 万元，儿子张

晓斌拿出 10 万元积蓄，小女儿张晓花拿

出转业费，3 个子女一起凑钱支援父亲。

“父亲一辈子很少向人张口，我们知道他

这次是真遇到难处了。”张晓梅回忆。

2013年9月，资金周转再次出现困难，

工人工钱发不出、工地用钱跟不上。有人

劝张连印，种树种了10年，见好就收吧。

“种！再难也要接着种！”张连印将

树苗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卖给了

其他苗圃，先给工人开了工资，又靠几个

本家兄弟贷款支持，才解了燃眉之急。

翻过了技术上、资金上的这些“山”，

等待张连印的是更大的考验。

2011 年被诊断出肺癌后，张连印写

了好几本“抗癌日记”。

“人活着，就会生病，这是自然规律，

病魔总是不断折磨我们的身体，但也让

我们变得更坚强。同病魔作斗争的过程

中，我感到病魔也是软处欺硬处怕，我不

能被它打败。”

面对癌症，张连印的态度是“正确对

待，科学治疗”。2012 年春节，手术完结

束 化 疗 后 ，张 连 印 又 赶 回 张 家 场 村 。

2014 年 ，张 连 印 又 被 诊 断 出 肺 癌 骨 转

移，他选择了保守治疗，“与其让我住进

医院，不如让我回村里，和树苗待在一

起，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

如今，离确诊癌症已过去 10 年，张

连印自己知道，要是没有那股“拦也拦不

住”的劲头，他可能早就倒下了。

“那么多乡亲都看着我呢，我不能打

败仗，更不能当逃兵。”

一路行，一路难，老兵不老，万水千

山只等闲。

“开荒南野际，守拙
归园田”

——摘自《归园田居》

刚进 10 月，几场秋雨下来，左云已

经冷得让人跺脚。

张连印的妹夫王凤翔想帮他烧烧

卧 室 里 的 土 炕 ，让 屋 里 暖 和 些 。 前 几

年，他从县里退休后，经常到基地给张

连印帮忙。

王凤翔把煤块倒进土炕边的灶膛里，

半天没点燃，手脚有些忙乱。张连印接过

装煤的簸箕，放在灶台上，先点燃一些小

树枝，再把碎煤块拨进灶膛，盖上盖板，转

身打开排风扇，动作一气呵成。他说：“土

炕下午烧上火，晚上就不用再烧了。”

环顾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墙

摆放着旧桌子、旧衣柜，一张蓝色的椅

子，椅背破了，露着一大块海绵。

18 年前回村种树，张连印一直住在

这间屋里。

院 子 里 ，停 着 一 辆 掉 了 漆 的 面 包

车。2015 年，为了方便种树，张连印花

钱买了这辆“专车”。

有人说张连印的“家当”太寒酸。张

连印说：“吃饭有个锅、睡觉有个窝就行，

现在比以前条件好多了。这辆车能坐人

也能拉树苗、拉铁锹，很实用。”

“他不好吃的，不好穿的，就是那么

个人。”从小跟张连印一起长大的村民胡

万金说，“他从来就不讲排场。”

“不讲排场”的张连印，3 个子女结

婚都没有操办婚宴。被诊断出肺癌后，

张连印跟妻子交代过“后事”：不立碑、不

收礼、不唱戏，一切从简。

因 为 不 放 心 父 亲 的 身 体 ，张 晓 斌

2015 年从部队自主择业，回到张家场村

陪父亲一起种树。

对张晓斌而言，儿时的父亲就是一

个“高大的背影”。他对童年最深刻的记

忆之一，是“饿”。父母好不容易攒钱买

的议价粮，总是留给“路过”的农村亲戚，

一家人吃的却是用粮票换来的粗粮，“玉

米面和着高粱面做成的面条，煮在锅里

就成了糊糊。”

他还记得，父亲常对他们兄妹三人

说：“做人要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

吃冤。”

张晓斌和两个妹妹没想到，父亲退

休了还会愿意回老家“吃苦”。

如今，陪着父亲种下片片绿荫，体会

其中的艰辛，张晓斌发现，父亲身上有些

东西一直没有变。从火热的军营回到家

乡的“园田”，守着肯吃苦、肯吃亏、肯吃

冤的“拙”，老兵本色依旧。

上图：张连印种树间隙摘帽子休息。

下图：张连印与教育基地工人开着

洒水车补种树苗。 丁美宁摄

银 色 年 华
—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退休植树造林纪事之二

■本报记者 柴 华 司李龙 潘 娣 特约记者 周 仁

时 代 先 锋

本报讯 周琴、记者蔡永连报道：

日前，安徽省六安市一家民营企业向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捐赠 5000 万元设立

“长城基石工程”退役军人基金项目。

该项目以 10 年为期，每年拿出 500 万元

奖励全市优秀退役军人、扶持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和资助困难退役军人。“这次

捐赠是民营企业拥军的义举，在我市推

进社会化拥军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杰告诉

记者，军队是祖国的钢铁长城，做好退

役军人工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就是铸牢钢铁长城的根基。

近年来，六安市抢抓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

机遇，民营经济发展迅猛。2019 年，在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统一组织推动下，

六安市民营企业拥军逐渐形成规模。

随着安徽省爱国拥军促进会的成立，

全市近百家民营企业加入爱国拥军组

织。据统计，全市大中型民营企业共

吸纳退役军人就业千余人，近百人成

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某电器集团公

司 退 役 军 人 占 总 员 工 数 的 比 例 高 达

10%，他 们 在 企 业 设 立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建立退役军人生产线，在生产车间

培育“优秀退役军人班组”典型，将军

人作风融入企业文化，激发员工干事

创业动力。某公司连续 3 年开展“携爱

前行·致敬老兵”拥军优属活动，坚持

每年“八一”期间为困难退役军人送去

慰 问 金 ，向 优 秀 退 役 军 人 发 放 奖 励

金。今年国庆期间，全市近百家中小

民营企业再次自发组织向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捐赠百万元；多家商业银行开

发“拥军优属卡”，为军人军属、优抚对

象提供优先优惠金融服务；3 家高新技

术企业主动为市国防动员潜力建设提

供科技支撑。

“支持国防的站位，是一座城市的

品位；关爱军人的热度，是一座城市的

温度。”在六安军分区联合市公交公司

开通的 22 辆国防公交专线上，这两句

标语彰显了这座城市拥军的品格。在

浓厚拥军氛围带动下，该市青年参军热

情持续高涨，近 3 年征兵工作始终走在

全省前列，今年秋季大学毕业生应征比

例达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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