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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暮春，绿海无边。木荷高大
挺拔，油茶树郁郁葱葱，马尾松亭亭
如盖……5月初的福建省长汀县，一派
绿意盎然的旖旎风光，很难想象 30多
年前，这里还被称为“火焰山”。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习主席在福建省
工作期间，曾 5次来到长汀县指导生态
文明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经过多年的
接续奋斗，今天的长汀已实现了从全国
水土流失重灾区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的历史性跨越。长汀的群众说：
“改变的背后，子弟兵功不可没。”

与水土流失的斗争

始自红军

长汀，史称汀州，曾是中央苏区的
经济中心、长征出发地之一，素有“红
色小上海”之称。然而，长汀也是我国
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据 1985 年卫星遥
感普查，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46.2
万亩，接近全县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长汀军民与水土流失的斗争，是一
场经年累月、愈挫愈勇的持久战。据资
料记载，自红军入闽来到长汀，便与当
地百姓一起开荒种树。

创办于 1931 年的 《红色中华》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
报。在长汀县委宣传部长卓国志的办公
室，厚厚的《红色中华》合订本映入记
者眼帘。1934 年 1 月 19 日，《红色中
华》刊登了一篇题为《猛烈开展大植树
运动，为提高农业生产而斗争》的文
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红军开展植树运动
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措施。同年 2 月 16
日，《红色中华》再次刊登文章《增植
树木，保护山林》。

后来，由于战事紧张、形势危急，
植树运动被迫中止，红军开始长征。临
走前，红军官兵留下一句话：“我们还
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2019年 3月
22 日，第 73 集团军某旅 1500 余名官
兵，再次来到长汀，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在该县河田镇露湖村，一位 80多
岁的老者拉着官兵的手动情地说：“红
军真的回来了！”

是军人就要啃最

难啃的骨头

登上河田镇最高峰乌石岽，极目远
眺，满眼绿水青山，驻地官兵和民兵栽
下的千亩国防林里，一排排绿树如一队
队士兵整齐排列。县水土保持事业局领
导感慨地说：“在 10年前这是不敢想象
的景象。”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是治理水
土流失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水土流
失区植树，却是难上加难。“土地板
结严重，树苗种下去，浇点水瞬间就
没了，土里留不住水分。”河田镇民
兵营长陈长宁回忆 30年前种树的情景
感慨万千。

浇一次水不行，就两次、三次；种
一年不成活，就两年、三年。别人花一
分力气就能做到的事情，长汀人民和驻
地官兵即使花 10 倍力气，也在所不
惜。一担担土挑上山，一袋袋肥施进
沟，一株株草爬满坡，一棵棵树栽入
窝。雨冲走了，再种植；土流失了，再
固垒。从 1985 年到 2012 年，长汀累计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3.19万亩，减少水
土流失面积 101.08万亩，当年的重灾区
披上绿装，换了山河。

交通便利、容易治理的水土流失地
已种上树，剩下的区域多是交通不便、
坡陡沟深，治理工程实施艰难。是见好
就收，还是不畏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

2011 年底和 2012 年初，时任国家
副主席习近平先后两次对长汀县水土流
失治理和生态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
“进则全胜”的要求。

在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建设问题
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军地双方进
一步达成共识。
“是军人就要啃最难啃的骨头！”从

2012年开始，福建省军区先后协调驻闽
部队万余名官兵奔赴长汀艰难险段开展植

树造林，完成植树造林和施肥10余万亩。
长汀县林业局有一份大事记，记录

了近年来驻闽部队参与植树造林情况：
2013 年 4 月 10 日至 20 日，武警福

建总队龙岩支队 224人，植树造林 8000
余株，面积 210亩。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17 日，某集团
军、武警福建总队 3900 名官兵，植树
造林2853亩，低改施肥 8988亩。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 16 日，福建省
军区协调组织驻闽部队 5000 名官兵，
植树造林9500亩……

再造绿水青山老兵

冲锋在前

在 30 余年的水土流失治理过程
中，有一些名字刻在长汀人民的心里。

特种兵出身的三洲镇人兰林金，虽
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左眼，双臂也高位
截肢，但他承包了该镇红旗岭的 2270
亩荒山，种下 850亩油茶、100 多亩苦
竹。他还与堂弟合作，在红旗岭下办了
养猪场、养鸡场，用猪粪、鸡粪做油茶
的肥料。他说：“经历过军营的历练，
困难难不倒我，吃苦吓不退我！”在兰
林金的努力下，昔日只见砂砾不见泥土
的红旗岭重披绿装。兰林金组建的农林
种植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基地，拿
出一批岗位优先照顾村里的乡亲，带着
大家一起奔小康。在他的激励和带动
下，有几十户村民也走上创业致富路。

民兵致富带头人俞水火生 1984 年
退伍返乡，1987 年开始包山种杨梅，
如今已经种植杨梅果园 700多亩。在他
的带动下，三洲镇杨梅产业越做越大，
乡亲们不仅日子越过越好，昔日的“火
焰山”也变成了十里飘香的大果园。乡
亲们推选他为民兵连长，进入村两委工
作，后又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作为
丘坊村的致富带头人，他还被评为福建
省“科普惠农先进个人”。

在兰林金和俞水火生等一批退役军
人的带动下，长汀人民用绿色赶走了贫
穷，从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

长汀：从“火焰山”到绿水青山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通讯员 丁俊峰

本报讯 记者马三成报道：5月 10
日，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到西藏边
防某团调研慰问，听取四川籍官兵对
退役安置工作的意见，鼓励官兵安心
服役。

4 月 22 日至 5 月 10 日，四川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与西部战区联合开展
“机关干部走边防”调研慰问活动，
先后走访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
高原边防哨卡和雷达站与官兵座
谈，前往塔克逊边防连和乃堆拉哨
所开展慰问。

2016 年以来，四川省完成上万名
计划分配转业干部和符合政府安排工
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任务，为 229名
团职军转干部安排领导职务，819名服
役期间受到二等功以上奖励和长期在
边远艰苦地区服役、从事特殊岗位人

员得到妥善安置。
在边防某团举行的座谈会上，调

研慰问人员回答了四川籍官兵关心的
“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四川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领导表示：“今后要对艰苦
边远地区服役的退役军人安置更加突
出照顾。”

记者了解到，在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方面，四川省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
意愿，分级分类组织好精细化、个性
化培训，提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
力。同时，他们推动落实税收、信贷
等优惠政策，建立退役军人“人才信
息数据库”，打造就业创业帮扶平台，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地方建
设。

在退役军人优抚褒扬方面，四川
省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

金，制定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
待工作实施办法，探索“就业、就医、就
学、救助”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广泛开
展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
和光荣牌悬挂工作，大力抓好全国“最
美退役军人”和全省“优秀退役军人”
学习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拥军爱军
氛围。
“官兵的关切就是工作的重点，我

们将根据收集到的问题加强政策研
究，全力以赴解决好边防军人的后顾
之忧。”调研人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梳理总结调研成果，继续推进四川省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加大退
役军人接收安置、教育培训、优抚褒扬
等工作力度，与各军兵种、各部队保持
沟通联系，努力解决好现役官兵的实
际困难。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到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开展调研

全力以赴解决好边防军人后顾之忧

本报讯 宋芳龙、孙晓莹报道：
“之前听说要跑好几趟，没想到几分钟
就轻松办完啦。”近日，在浙江省龙游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组办公
室，前来办理返乡安置手续的退役士
兵傅超，为“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点了
个大大的“赞”。

据该县人武部部长姜锋华介绍，
针对以往退役军人返乡安置涉及部
门多、手续材料繁、办事周期长的实
际情况，他们会同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公安局、社保局、医保局、行政服
务中心等部门，在今年 4月上旬联合
推出“一站式”“一码办”“一次办成”
等改革举措。

前几天，傅超和几名战友带着退
伍证、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证件材料，先
完成退役报到和预备役登记，后在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微信小程序“龙
游一码办”自主申请，当场办结了自主
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恢复户
口登记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接续等 5个事项，顺
利完成退役安置。
“以前，退役军人返乡后，要跑人

武部、公安、人社、医保等 5个部门办
理 7个事项，程序比较繁琐。”该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吴光林说，现在依
托信息化建设，采用“线下+线上”模
式，跑腿次数从原来的 5 次减少到 1
次，提交材料从 16 份压缩到 6 份，真
正实现了退役军人返乡安置只进“一
个门”。

浙江省龙游县依托信息化建设成果推进“最多跑一次”服务

打造退役军人返乡安置新模式

时光荏苒，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
脚步愈发近了。正值 2022年冬奥会倒
计时 1000天之际，北京、河北等地在 10
日与 11日举办了多场倒计时 1000天系
列活动，迎接这场冰雪盛会的到来。

除 10日晚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玲珑
塔下的主会场活动外，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活动在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城
区多处进行。自 4月 29日开幕的 2019
奥林匹克博览会·故宫大展 10 日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达到高潮。展示期间，游
客们参观了奥林匹克与中国、奥林匹克
艺术等展区，也见证了现代奥林匹克与
故宫厚重历史交相辉映之美。石景山
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 11日成为北京
第一个被授牌的“冬奥社区”，街道辖区
居民近年来积极参与滑冰等项目体验
和奥运知识讲座，街道各社区均已经成
立了冬奥主题的体育队伍。包括“放飞
冬梦·闪亮青春”“冰雪战士·我为先锋”
等主题在内的北京市“迎冬奥”志愿服
务十大示范项目同日也正式启动，并将
持续至北京冬奥会赛前。

繁花似锦，冰雪如画，北京2022年冬
奥会延庆赛区的倒计时1000天活动11日

在区内多处上演。在世园会内永宁阁、俄
罗斯馆等具备延庆、冬奥元素的地点，近
千名嘉宾游客参与了知识答题活动。在
精彩的冰球、冰雪舞龙表演后，“延庆区中
小学生冰雪训练基地”在八达岭国际会展
中心的梦起源滑冰馆挂牌，当地中小学生
训练冰雪运动项目有了主要的场馆。

作为冬奥三大赛区之一的河北张
家口现场播放了宣传片《张家口冬奥筹
办历程》，当地青少年以歌舞表演等展
现着张家口拥抱世界的热情。据介绍，
目前张家口境内的 76个冬奥建设项目
已开工 69个，其中完工 5个。住宿、交
通等服务保障规划编制和工作方案制
定全面展开。

申奥成功以来，河北省组建了17支
冰雪专业运动队、冰雪运动参与人数突
破千万。“冬奥就在我身边”相约冬奥河
北省主题系列活动 11日在河北奥体中
心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倒计时1000天
“美丽河北、相约冬奥”宣传片。石家庄
市同期举行的“全城热练迎冬奥·欢乐
冰雪健康行”系列活动利用全市室内冰
雪场馆的资源，提倡“上真冰、上真雪”，
推动冰雪运动由冬春两季向四季拓展。

在青海，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60余名顶尖滑雪登山高手将于本月
齐聚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
自治县。他们将以在祁连山脉东段最
高峰岗什卡雪峰滑雪登山的方式助力
2022年冬奥会。

新疆阿勒泰地区于 11 日开启了
“滑雪 1000天，冲进冬奥会”动员大会，
活动包括成年组与青少年组的越野轮
滑、滑冰轮滑等系列赛事。得益于当地
开展冬季全民健身活动的新举措，当地
近万名学生们雪季的体育课已经不限
于学校操场，而是在当地的滑雪场接受
专业的训练。浓厚的冰雪氛围下，在旧
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人类滑雪“痕迹”
的阿勒泰正“冲”入新的冬奥时代。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执笔记

者：郑直；参与记者：姬烨、高鹏、李琳
海、王艳、阳娜、樊攀、魏梦佳、赵鸿宇、

杨帆、孙哲、沙达提、马锴、汪涌）

上图：5月11日，北京2022年冬奥

会倒计时1000天河北省“冬奥就在我

身边”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省

张家口市崇礼区举行。 新华社发

各地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系列活动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白斌、记者
解学锋报道：为激励首都高校学子携笔
从戎、献身国防，北京市国防教育暨征
兵宣传进校园活动 11日下午在北京交
通大学举行。来自首都各高校 1400余
名有参军意愿的大学生参加现场咨询
和报名，标志着 2019 年北京市大学生
征兵工作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部分北京市优秀在校退
役大学生士兵受到表彰，北京卫戍区某
团、解放军仪仗队官兵分别进行了拳
术、队列和枪操表演，市区两级征兵办
还设立了征兵政策咨询台。中国大学

生年度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宋玺等对
首都大学生发出倡议，鼓励优秀大学生
投身军营，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

北京市征兵办工作人员介绍，2018
年，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士兵征集比例达
85.7%。截至今年 5月 10 日，全市网上
征兵报名已超过 7300 人，其中大学生
网上报名 4300 余人，较往年有所增
加。首都军地始终将征集高素质兵员
作为政治任务，出台就业创业、定向招
聘、技能培训、学历提升、兵役执法等一
系列政策规定。按照北京市兵役新政

策规定，全市每年为退役大学生士兵进
入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
非公经济组织提供一定数量的岗位，实
行定向考录、招聘；非北京籍退役大学
生士兵复学完成学业且被北京市用人
单位接收的，可办理进京落户手续。7
年来，全市累计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
了 15000 余个岗位职位，近 80%的退役
大学生士兵按照政策实现就业。

今年以来，为强化各级政府依法征
兵主体责任，经北京市委市政府研究决
定，将征兵工作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体
系，对各区政府征兵工作进行严格考评。

2019年北京市大学生征兵工作启动

首次将征兵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滔滔湘江，巍巍衡山。湖南省衡山
县城湘江之滨，近年新建的文化墙上，
镌刻着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先烈谢士炎
的肖像和事迹，不时有市民在这里驻
足、瞻仰。谢士炎在入党申请书中曾经
这样写道：“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流尽最
后一滴血。”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
一庄重誓言。

谢士炎，1912 年生于湖南省衡山
县。他于 1937 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
学，1940年任国民党八十六军四十六团
团长。1942年浙江衢州之战，谢士炎率
部与十倍于己的日寇激战数昼夜，歼敌

两千多人，击毙日旅团长。1943 年 8
月，他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
连仲部任参谋处副处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士炎参与芷
江洽降工作，并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
任，负责接收日伪部队。在中共地下党
员、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的
帮助下，他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
持久战》等著作，非常钦佩和赞同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决心从
此站在人民革命一边。

1946年 9月，谢士炎参与拟定国民
党军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他将作
战计划通过陈融生交到北平军事调处
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手中，有力地戳
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
谋。自此，谢士炎被我地下党吸收为秘
密情报员。1947年 2月 4日，谢士炎由
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谢士炎调任国民党保定绥
靖公署少将处长。他利用参与国民党

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提供了一系
列重要军事情报，为华北、华东的解放
作出了贡献，党中央曾多次通电嘉奖。

1947 年 9 月，由于叛徒出卖，谢士
炎不幸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北平监狱和
南京陆军中央监狱。无论国民党当局
怎样威逼利诱，甚至声称只要他脱离共
产党，便可官复原职，他都始终没有丝
毫动摇。1948年秋，谢士炎挥笔写下遗
书“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
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
诗”，从容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如今，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衡
山县的很多群众会前往烈士纪念园，祭
奠包括谢士炎在内的革命先烈们。衡
山县史志办主任熊仲荣说，人们缅怀谢
士炎，一是他特别爱国，在抗日战争中
冒死抗击敌人，很有战功；二是他理想
信念特别坚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新华社记者白田田）

谢士炎：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谢士炎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