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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红旗、王建伟报道：“龙

亭区民兵参与排险 9次”“祥符区民兵加

固土石万余立方米”“兰考县民兵驻守的

5个险工险段已化险为夷”……深秋，黄

河开封段大堤，来自沿黄两岸各区县的

民兵巡堤员队伍一线铺开，以抢险实战

现场为赛场，打响防汛抢险的“擂台赛”。

黄 河 流至开封，由于泥沙大量沉

积，河床高出地平面，形成“悬河”奇观。

奇观更是险境，防汛形势因此更为严峻，

给担负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民兵队伍

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随着民兵组织

规模调整，基干民兵数量精减，遂行任务

时人力缺口凸显。针对这一问题，开封

军地联合探索构建基础队伍强大、基干

力量精实、应急应战一体的新型民兵力

量体系。他们同步研究部署基干民兵

和普通民兵建设“十四五”规划，一并列

为年度目标考核重要内容；着眼规范基

层建设，在 10 个县区遴选 3 个不同类型

行政村和社区作为试点，形成普通民兵

连规范化建设达标标准；结合基层换届

选举，组织 2717名新任村干部进行民兵

工作业务培训，压实其履行党务、村务、

民兵连建设“一肩三挑”责任；顺应市场

经济发展，本着实用原则科学调整编兵

模式，确保每个行政村（社区）始终有一

支民兵常备力量；适应联防联治需要，建

立“一村一警一连”联动协调机制，共同

处置洪涝、地震、火灾等突发灾情险情；

坚持在用兵中练兵强兵，结合参与乡村

振兴、抢险救灾、平安建设、疫情防控等

急难险重任务，磨砺普通民兵队伍。

“人多力量大，心齐能担当。”开封

市副市长尹君告诉笔者，在今夏“7·20”

特大暴雨灾害中，开封市 5200 余名民

兵闻汛而动，迎难而上，众志成城保卫

八朝古都。9 月底以来，受上游强降水

影响，黄河河道又进入较高水位运行

期，4500 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流量行洪

状态将持续至 10 月下旬。全市民兵再

次吹响集结号，筑起黄河防秋汛的铜墙

铁壁。目前，军地双方防汛抢险已用石

59213 立方米、土方 600 立方米，先后成

功排除了 8 处防洪工程 75 道坝出现的

273 次险情。

笔者在防汛现场看到，开封市境内

87.67 公里的黄河大堤上，兰考县、祥符

区等 5 个县区沿线设置 98 个民兵防汛

值守巡查点，每个点位均有民兵干部带

队值守，每个小时巡逻一次，24 小时不

间断巡查。

河南省开封军分区巩固提高普通民兵队伍建设质量

5000余民兵防秋汛筑铁堤

本报讯 记 者鲍明建、范奇飞报

道：“住院优先、专家诊疗、医疗费还打

折……”10 月 12 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

干部家属李静收到辽宁省军区发放的

军属医疗优待卡，满心喜悦：“看病能享

受 VIP 待遇了！”

辽宁省军区保障局助理员于海龙

告诉记者，该省驻军单位多、优抚对象

多、医疗保障需求大。今年 3 月，退役军

人总医院挂牌成立后，军地共同发力，继

续探索提升优抚对象医疗服务保障水

平。军地签订协议，为退役军人、现役军

人家属、文职人员、军队职工提供优先、

优质、优惠的医疗服务。

优先即就医优先、诊疗优先、住院优

先。医院开设专门通道，设置专门病房，

配置专门导医，为优抚对象优先提供挂

号、检查、治疗、取药、手术、住院等服务。

优质即服务优质、技术优质、保障优

质。优选专属病房，完善配套设施，设立

专门办公室，开展满意度调查和出院回

访，及时解决优抚对象反映的就医问题，

不断提高优抚对象医疗服务满意度。

优惠包括挂号优惠、体检优惠、救助

优 惠 。 普 通 门 诊 诊 查 费 直 接 减 免 至 5

元，体检费下调至门诊价格的 75%，建立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机制，大型检查

项目以 8 折进行收费。

辽宁省提升优抚对象医疗服务满意度

军属喜获医疗优待卡
10月 15日，皖西六安，安徽省军区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年度军事训练考核

正在进行。省军区师团职指挥员先后进行了军事体育、军事理论、想定作业、

动员计算、轻武器射击等考核，通过同场景比武、全天候实施、连贯性作业，检

验练兵备战能力水平，进一步锤炼过硬思想、过硬作风、过硬能力。图为考核

现场。 朱怡蘅摄

本报讯 张沈欣、记者童玮报道：

战备训练器材是否配发到位？经济适

用房建设、老旧小住房改造进展如何？

军人公积金贷款对接得怎么样……10

月 13 日，浙江省军区召开办实事督导

推进会，检查三张清单落实情况。

三张清单即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实效清单。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成效，该省军区积极开展“我为

官兵办实事、我为部队解难题、我为基

层减负担”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基层调

研、听取官兵意见，形成问题清单；机关

各办局对口领账、具体到人，形成责任

清单；制定措施办法，明确完成时限，形

成实效清单。同时，利用首长办公会、

行政例会等时机，公开晾晒三张清单落

实进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这两年部队调整改革，人员流动频

繁 ，住 房 问 题 成 为 不 少 官 兵 的“ 挠 头

事”。对此，该省军区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专班，核查摸清住房底数，带着温度

清退整改违规住房。他们详细制定出

台住房分配、住用、维修、腾退和出售 5

个配套制度规定，构建了“分、管、修、退、

售”全流程闭合回路，保证每名达到分房

条件的官兵都能住上符合职级标准的住

房。与此同时，省军区保障部门对家属

院视频监控和人车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推动实施校车、自动洗车、电动车充电桩

等便民项目，并加大对机关食堂智慧化

升级，提升办公生活服务保障质效。

各军分区（警备区）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质效的一

项重要内容。嘉兴军分区把群众反映

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在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点对点答复解决

官兵急需急盼的 36 项困难诉求；宁波

军分区采取“全时指导帮带、全力解难

帮困、全程跟踪问效”的工作模式，为基

层办实事的总体推进率提升到 94％。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8 月 1

日，杭州退休所士官苌鹏飞父母家中发

生煤气爆炸，祖母和母亲伤情严重。该

所党委一边帮助联系医院，一边为其申

请困难补助，帮他渡过了难关。谈起这

些，苌鹏飞感动地说：“有事找组织，难

事不发愁。我要更好地投入工作，回报

组织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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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

乡，以一座红顶凉亭为圆心，郁郁葱葱的

林木，如一圈圈绿色的涟漪荡漾开去。

这座凉亭，由当地群众自发捐款修

建，竖立着一块“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纪念碑”。

当地群众口中，它还有另外一个名

字——“将军台”。

绿 色 ，是 这 片 土 地 魂 牵 梦 萦 的 颜

色。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回

乡植树造林 18 年，播绿 1.8 万余亩，汇入

雁北青山的万顷苍翠；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凝聚绿色发展的万众力量。

绿意环绕的“将军台”，铭刻着乡亲

的质朴民心，见证着老兵的绿色情怀。

栽绿

退休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张连印做

的第一件事是拜师。他说：“回来种树，

光有满腔热情不行，得有方向有规划，

知道朝哪里努力，看看能做到啥程度。”

“2004 年初，张连印背着半袋沙土

找到我，让我帮助分析沙土地育苗成活

率低的原因，一聊就是大半天。”山西省

林业厅治沙办原科长桑金海回忆。

不只是桑金海，还有省林管局的高

级工程师、市林业局的总工程师、右玉

县苗圃的负责人等，都是张连印“三顾

茅庐”的专家。

“ 生 态 ”，是 这 些 专 家 口 中 的 高 频

词，也是张连印常翻阅的林业书籍杂志

中的关键词。从防风固沙、水土保持，

到生态农业、村庄绿化，张连印在植树

之 初 ，便 在 有 声 与 无 声 的“ 老 师 ”帮 助

下，站上了一个高点。

他找到山西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现

地勘查，制订了《张家场生态园林村建

设总体规划》，计划通过绿化荒山荒地

改善生态环境，搞好村镇园林建设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种苗繁育基地、特色农

业试验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荒山布阵春点“兵”。成本低、易成

活，防风固沙效果好——张连印选择樟

子松为主要种植树种。2005 年，他专门

从辽宁阜新彰武县买来 160 万株优质樟

子松幼苗进行培育，希望它们成为家乡

的“防沙卫士”。后来，这些幼苗成活率

达到 95%以上，实现左云县及周边地区

樟子松首次大规模成功种植。

第一次听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张连印感到既形象又亲切。10余年

的种树经历，令他不由感慨：“这就是大

家的目标，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个村庄。”

如今，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共识、变为现实，

张连印笑着说：“我当年的方向选对了。”

近年来，左云县通过实施包括清风

林教育基地建设在内的一系列生态工

程，全县林地面积达到 88.56 万亩，林草

覆盖率达到 45.03%，成为全国造林绿化

百佳县、省政府首批命名的“全省林业

生态县”。

进入 10 月，张家场村迎来好几场秋

雨，雨中的山林绿意更浓。

“ 今 年 雨 水 不 少 ，树 木 长 得 很 茂

盛。赶上好时代、好政策、好气候，我们

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张连印说。

浇绿

清风林教育基地，一片葱郁之中，

一块裸露的沙丘形如伤疤。

这是当年基地在十里河改道留下

的荒滩上初建时，张连印特意要求“保

留”的一块原貌。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留下这块‘疤’，就是为了让

后人看看破坏生态的结果。”张连印说。

种 树 的 前 几 年 ，种 植 规 模 不 断 扩

大，荒山荒滩上出现一抹抹新绿。但张

连印没想到，种了这么多树，张家场乡

的生态环境还是没有大的改观。

左云县是典型的黄土丘陵缓坡风

沙区。据统计，本世纪初，这里年降雨

量只有 408 毫米，蒸发量却达 1847.8 毫

米，水土流失严重。

“要改变这荒山秃岭的面貌，还得

科学地进行风沙和水土治理。”张连印

有了新目标。

2009 年，张连印参与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水利水保项目，带头参与水土保持

治理。在技术专家指导下，他筹措资金新

建一座储水能力 1 万立方米的浆砌石池

塘，开始探索实践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林和草。

小流域综合治理，重在保持水土。

然而，前期建造的蓄水池，难以给草木

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保障。

“打井！”果断决策后，张连印和专

业技术人员一道扎在山沟沟里，观察山

势分布、地表植物生长情况、地下水走

向 ，查 清 地 层 、地 下 构 造 ，测 算 地 下 水

量，研究打井点位……

钻井的轰鸣声响起，第一眼井出水

了。紧接着，7 眼水井，一条 3500 米 U 型

防渗渠和一条 3000 米节水灌溉管道等，

确保了“源”和“流”，“锁”住了水和土。

近年来，张连印先后参与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水利水保项目、首都水资源

井灌区节水灌溉项目、雁门关生态畜牧

水利配套张家场乡饲草料基地节水灌

溉工程项目建设等，取得小流域综合治

理的良好生态效益。经过综合治理，左

云县十里河湿地生态园区建成，被称为

“塞上氧吧”。国庆假期，园区外停了不

少挂着外地车牌的汽车。绿草丰美，水

流潺潺，游客们游览拍照，流连忘返。

乘车路过生态园区，张连印隔窗望

着这一幕，笑意在眼角荡开。

播绿

“苗卖不出去”，成了张连印这两年

“幸福的烦恼”。

近年来，左云县建成万亩以上林区

13 处、标准化园林村 85 个、育苗基地 20

个，林草覆盖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0 余

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治理率达 54.8％，几

乎没有大片的荒地需要绿化。

树苗“滞销”了，理念却很“畅销”。

“靠一个人种树，改变不了环境，也

打不赢风沙和荒山治理这场仗。让更

多的乡亲参与，才能打赢持久战。”张连

印想把树种满荒山，更想让绿色发展的

理念深入人心。

如今，他有了年幼的“粉丝”。学校

组织到清风林教育基地参观后，左云县

东 南 小 学 学 生 池 正 远 在 作 文 里 写 道 ：

“我要以张爷爷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长大后为家乡种更多的树。”

如今，他有了年轻的追随者。村

民田四旺在基地工作了 5 年，他的大女

儿田宏丽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与

农业相关的专业：“我以后想和张爷爷

一样，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

如 今 ， 他 有 了 远 道 而 来 的 支 持

者。山东威海一位企业负责人了解张

连印的事迹后非常感动，专程带着员

工赶到基地，义务植树 3000 余株：“在

荒山荒坡种树费心费力，我打心眼里

佩服老将军，很想助他一臂之力！”

生态建设的宣传员、绿化荒山的战

斗员、森林树木的护卫员，在张连印对

自己的“三员”定位中，“宣传员”放在第

一位。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

地部队经常邀请他授课。尽管他难得

空闲，但仍有求必应。在他看来，这是

传播绿色发展理念的好机会。

2018 年 以 来 ， 张 连 印 为 省 市 机

关、干部学院、国有企业、中小学校

作 报 告 200 多 场 ， 1.2 万 余 人 次 受 教

育。他从不收课时费。他的不少听众

常以义务植树的方式，交上更有意义

的“课时费”。

10 月 18 日 ，张 连 印 被 中 宣 部 授 予

“时代楷模”称号，记者拨通电话对他表

示祝贺。

“受到表彰，是对我提出更高的要

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方面，

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及未来的打

算，张连印说，“这些都是长期的工程。

我还要好好制订计划，一项一项规划，

继续坚持做下去。”

上图：张连印向学生们介绍植树知

识。

下图：绿意环绕的“将军台”。

丁美宁摄

绿色情怀
——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退休回乡植树造林纪事之三

■本报记者 柴 华 司李龙 潘 娣 刘松峰

时 代 先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