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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石光银缓步走上领奖台，在雄壮

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戴上代表党内

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

表，40 多年坚持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

创造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

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

恶劣环境作出杰出贡献。”这简短的出

场介绍，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副宽厚

的肩膀扛起来的不凡事业，也为“治沙

人”的故事写下梗概。

荒沙不治 穷根难除

【风沙之苦填满儿时记忆】

一场盛夏的雨洗净了陕西定边县

的天空，石光银带着孙子石健阳走在

自己亲手栽下的樟子松林带间，分辨

不清的鸟鸣奏响清晨的狂欢，松针仍

旧挂着前夜的雨滴……眼前这片 6000

多亩的绿洲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

“狼窝沙”。30 多年前，这里的自然环

境和它的名字一样险恶，沙丘纵横，狂

风肆虐，流沙随时都能威胁人的生存

空间。

生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石光银自

小吃尽了风沙的苦，“一年一场风，从

春刮到冬”，四季黄沙漫天成为当地群

众的梦魇。为了躲避流沙侵害，石光

银的父亲曾举家搬迁 9 次。

【不治沙，就会一直穷下去】

风沙填满了石光银的童年记忆，

成为那个年代定边人难言的苦楚，“地

炕烂草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皮，

十户九家穷”，这是当时毛乌素沙地边

缘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一阵风刮过

来，沙子就上了房梁，昨天还高高的麦

子被埋得什么也不剩了，那样的环境

一亩地只能产一二百斤粮。”石光银回

忆道。

当地资料显示，在 1949 年前的 100

年间，榆林沙区已有 210 万亩农田、牧

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 145 万亩农田也

被沙丘包围，1949 年 6 月时，榆林林草

覆盖率仅有 1.8%。

沙进人退局面持续恶化，连片的

“不毛之地”严重制约当地群众生产生

活，“不给大家把沙治住，这个地方的穷

根儿就拔不了，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

以后就干治沙这一件事。”石光银说。

战天斗地 大漠传奇

【“砸锅卖铁也要把沙子治住”】

至暗时刻，往往有勇士前行。

当选海子梁公社圪塔套村小队长

后，石光银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经过三

年苦战，成功造林 1.4 万亩，使海子梁

有了第一片绿洲。

1984 年，石光银积极响应党中央

号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股份治

沙 公 司 —— 新 兴 林 牧 场 ，承 包 荒 沙

3000 多亩，卖掉了家里的 84 只羊和一

头骡子，带上几户村民干起了战天斗

地的治沙事业。天公作美，这一年的

雨水给石光银帮了大忙，栽下的树苗

成活率很高。

喜 人 的 变 化 鼓 舞 了 石 光 银 的 斗

志。1985 年，他再次立下军令状，要承

包治理 5 万余亩荒沙。站在一望无际

的沙海边，不少人担心他的诺言难以

实现，这里何曾见过一棵树？可是话

已经说出口，不干不行，乡亲们口中的

那个“石疯子”翻身骑上骡子，裹着草

籽走进沙窝窝。

【苦战“狼窝沙”】

在承包的沙地中，占地 6000 多亩

的“狼窝沙”最难驯服，这里沙梁挨着

沙梁，常年大风不断。1986 年，石光银

领着上百号人，在“狼窝沙”一扎就是

几十天。饿了就掰块玉米馍，渴了就

舀点沙糊糊水，困了就在茅草庵子眯

一觉，树苗全靠人一捆一捆背进沙窝，

而几场大风过后，刚栽的树苗几乎全

部被毁。

因为缺乏经验，头两年栽下的树

苗成活率不到 30%，苦没少吃，树却不

见活多少。“当时很多人都不干了，我

想治沙不能蛮干，于是就跑去问专家，

看看人家怎么种树。”石光银说。问了

林业专家后石光银才知道之前的治沙

方法并不科学，只有乔木、灌木结合栽

种才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第三年春天，石光银带着群众再

战“狼窝沙”，借助“障蔽治沙法”搭设

了 800 余公里的沙障，凶猛的流沙终于

得以巩固，九成树苗都活了下来。

造林一生 福荫一方

【生态好了，致富就有奔头了】

“狼窝沙”的名字留了下来，和石光

银栽下的树一起成为那段岁月的见证。

如今，这里成了毛乌素沙漠边缘

牢固的生态屏障。30 多年间，石光银

在 25 万亩荒沙、碱滩上植树 5300 多万

株（丛），反复造林面积达 35 万亩，彻底

改变了当地“沙进人退”的历史。

漫 步 林 间 ，脚 下 的 沙 土 柔 软 湿

润。石光银蹲下来，搓起一把青苔，乐

呵呵地科普道：“这就是植被良好的表

现，就是这个东西把沙子变成了土，沙

子才不会流动。”

固沙，已是一个久远的话题。生

态恢复，成了石光银永恒的梦想。

进入新世纪之后，石光银意识到

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

小、观赏性差，粗放造林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不够显著，低产林改造成为

他新的计划，通过不断改良，以樟子松

为主的优质树种已达 100 多万株。“林

子的生态效益好了，经济效益就上来

了，致富不再是一句空话。”石光银说。

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治沙公

司仍在探索林下经济发展的前景，按

照“治理荒沙，开发利用荒沙”的发展

战略，走“公司+农户+基地”的路子，把

治沙与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在他的带

动下，当地先后开办百头肉牛示范牧

场、3000 吨安全饲料加工厂、千亩樟子

松育苗基地、千亩脱毒马铃薯良种繁

育基地、千亩辣椒种植基地和 5 万亩生

态 林 等 十 多 项 经 济 实 体 ，惠 及 农 户

1000 多户，使沙区群众年人均收入过

万元。

【治沙造林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

传承】

“种树和培养娃娃是一样的，要精

心呵护才能成材。”树荫下，石光银悉

心地把造林的经验一点一点传给孙子

石健阳。他攒了多半辈子的心得成为

孙子学习林业知识的“传家宝”，25 岁

的石健阳高中毕业后选择了林业技术

专业，已成长为懂得林业科技的第三

代治沙人。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想把学到

的林草专业知识和高新技术带回这片

土地，不光要把生态变好，还要发展好

林下经济产业链。”石健阳说。

爷孙俩并肩，那片沙地，已经草木

繁盛；那股干劲，在年轻的血液里更加

炽热。

（新华社西安 7月 6日电 记者吴

鸿波、付瑞霞）

本栏图片新华社发

治沙英雄石光银：

干成治沙一件事，就算没白活

今 天 上 午 9 时 ，“ 在 党 的 旗 帜 下 前

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开展后首个专

场 ，数 百 名 军 队 老 干 部 代 表 从 展 厅 镶

嵌 的 巨 大 党 徽 前 出 发 ，开 启 了 追 忆 初

心之旅。

1500 多件文物实物、800 多张照片、

70 多件历史文献……一件件珍贵的展

品串联成一段段耐人寻味的信仰故事。

这些历经战火硝烟的老兵们，沿着 600

米长的展线前行，思绪再次回到了那段

激情燃烧的红色岁月。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跟在队伍后

面，走得很缓慢。每张照片、每段文字、

每件雕塑，他都会驻足仔细观看。走到

一块刻有抗美援朝精神的巨幅展板前，

老人停下脚步，沉思许久。

这位老人名叫凌行正，今年已 91 岁

高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是一名文

化干事，与“七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

王占山在同一支部队，是第一个采访和

见证王占山英雄事迹的人。他的家中，

至今还保存着一张与王占山的合影。

“签订朝鲜停战协定那一天，我就在

三八线附近的炮阵地上，我和战友高呼

‘祖国，我们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回忆

起那一刻，凌行正动情地说，“习主席‘七

一’重要讲话洞察历史、指引未来。人民

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

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

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和革命意志，

不可能坚持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在《南

昌起义》油画前，老干部肖玉林当起了讲解

员，激情澎湃地向身边人讲述那段历史。

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展区，

曾从事军队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李宜俊告

诉记者，1992年离休之后，他始终心系军

队党风廉政建设。他深切感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人民军队恢复和发扬光荣传

统与优良作风，政治生态得到有效净化。

参观中，老干部许培儒被丰富的展

陈内容和沉浸式的视觉效果深深震撼。

他说：“我原来就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曾

多次参与党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展览布

设，这次参观后感触最深的是展品由少

变多、形式由单一变多元，这些文物实物

充分见证了人民军队取得的辉煌成就。”

跟随讲解员走进我军新式武器模型

展区，几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干部纷纷

感慨：“听党指挥，我们用并不先进的武器

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如今武器先进了，

我们更要军魂永固，赢得更大胜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记者在采访

中看到，此次参观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人

戴着“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参观结

束时，大家纷纷在一面入党誓词墙前拍

照留念。

许党报国，他们挺身在前；岁月峥

嵘，他们矢志不渝。老干部们用一生坚

守荣光与使命，无论时代更迭变迁，一颗

初心始终不变。

（本报北京7月 6日电）

回 望 峥 嵘 忆 初 心
—记军队老干部代表参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人民

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
■本报记者 韩 成 范 离 通讯员 周 伟84 年前的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

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民族存亡之际，

全体中华儿女奋起反抗 ，8 年浴血奋

战，迎来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

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如今，在我们

大步迈向民族复兴之时，更应当铭记

这段历史，从中汲取力量，在新时代续

写和平发展篇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4 载春秋

易逝，战争留下的记忆和教训却从未

远去。如今宛平城的城墙，仍保留着

当年的弹坑。累累伤痕传唱着无数先

烈英勇杀敌的慷慨之歌，向世人痛陈

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团结一心、自强不息，以矢

志不渝的信念、艰苦卓绝的奋斗，推动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

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

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

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从战争的苦难中走来，更能

体会和平的来之不易。爱好和平是融

于中国人民血脉的基因。中国人民自

古以来就乐于与世界和平相处、共谋

发展。如今，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中，我们坚持对话协商、坚

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

互鉴……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贡献

中国方案。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人民将始终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

人民一道，捍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绝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回望历史，感慨万千。中国人民爱

好和平，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任何欺

负、压迫、奴役我们的痴心妄想必将失

败，任何阻碍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诡计伎俩也必将失败。世界潮流滚滚

向前，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必将胜利！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记者田

晨旭）

和平与发展事业必胜

永定河畔，卢沟晓月。数百年岁月

静好的“燕京八景”之一，84 年前却成为

见证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铁证。

头顶遮阳帽，漫步卢沟桥，触摸石狮

子，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90 岁的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获得者、“时代

楷模”荣誉获得者郑福来老人，为了让后

人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仍坚持在

炎炎夏日中，向来往的游客介绍他眼中

的抗战故事。

84 年前，“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

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我土生土长

在卢沟桥，一辈子就生活在这儿。‘七七

事变’的时候我 6 岁，那时惨烈的景象我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郑福来站在桥中央

远眺着宛平城门回忆道，那个晚上，他在

密集的枪炮声中惊醒。“我家就住在卢沟

桥西，离那儿不足 50 米。那天晚上，震

耳欲聋的炮弹声差不多响了一宿。头一

天还跟我一起玩儿的小伙伴，当晚就被

落在家门前的炮弹给炸死了！”

说着过去的经历，老人声音有些哽

咽。“当时驻守在卢沟桥附近宛平城的是

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那晚过后，很多战

士都牺牲了。”郑福来说，就在自己平时

常去玩耍的一小片松树林里，摆放了很

多战士的遗体。尽管那时候他还小，但

不屈的抗战精神早已深深烙在他的脑海

里。“吴家的二叔、任大嘴，还有很多其他

乡亲被侵略者残忍杀害了，卢沟桥和宛

平城门上的弹痕就是见证。”

受到抗日战士们英勇气概的强烈感

染，郑福来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他 18 岁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后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此后还以卢沟桥镇政府民

政委员的身份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

大典。从此，他的全部青春完全凝结在

首都的建设中。1952 年当选为卢沟桥

镇第一任镇长，同年接待美国记者爱泼

斯坦，1959 年带着群众为首都十大建筑

供应砂石料……在很多重大历史的进程

中，都有他的身影。

在基层岗位退休后，郑福来并没有

闲下来。作为卢沟桥抗战的“活历史”，

他成为一名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为

来往游客介绍着桥上的碑文和自己的亲

身经历。因年事已高，郑福来需要扶着

栏杆站立讲解，但他不惧风吹日晒，每每

讲到动情处，往往情不自禁用力拍打栏

杆，只为让更多人知晓那段历史。“曾经

遇到过一些日本游客不认同我的讲解，

但卢沟桥这座桥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

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历史证据，足以反

驳那些不认同这段历史的人。”

84 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

民幸福、社会安定，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观

看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后，郑福来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是卢沟桥人，不能让过去国家的屈

辱史被遗忘，历史就是我们的根，我们

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国人。党经过百年

奋斗历程，带领人民从民族独立、民族

解放到今天的盛世，作为老党员，希望

年轻人将伟大的抗战精神继承下去，奋

进新征程。”

卢沟桥上，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鹏

带着孩子听完郑福来老人的讲述后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卢沟桥

事变。这个暑假，我特意带着上小学的

孩子来亲眼看看这座桥。”王鹏说，要让

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民族独立和老百

姓的安宁，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他们

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士们抛

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更应该珍

惜，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建设好国家。”看

着卢沟桥畔的晓月湖和宛平湖，有着 69

年党龄的郑福来眼神坚定。他说：“只要

我走得动、说得动，就会一直说下去。未

来的路还很长，我将一直奋斗下去。”

（新华社北京 7月 6 日电 记者邰

思聪、吴文诩）

从亲历屈辱到尽享安宁
—亲历“七七事变”耄耋老人宣讲抗战历史

本报西昌 7月 6日电 记者安普忠、王凌硕报道：7 月 6 日 23 时 5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将天链一号 05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78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天链一号05星

近年来，浙江省东阳市积极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包括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工业企业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等。据介绍，东阳

市规模化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 4000万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万吨，通过电网将清洁能源送入千家万户。7月 6

日，工作人员巡查位于东阳市六石街道夏溪潭村附近的 5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7 月 4 日，经过约 7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

务，中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海外专家和媒体认

为，这是中国航天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基础上取得的“又一个了不起的

成就”，中国航天科技必将造福包括中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并为扩大航天领域的

国际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空间物理学专

家何塞·弗朗西斯科·巴尔德斯对新华社

记者说，中国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自主发

展航天技术的能力。他说，中国航天科

技在短时间里取得的巨大发展令人惊

叹。“最重要的是中国研发出了自己的技

术，这将造福全人类”。

俄罗斯各主流媒体集中报道了神舟

十二号航天员出舱活动，介绍他们顺利

完成设备组装、全景相机抬升、检验航天

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等任务。

俄“太空新闻”网站报道指出，此次

太空行走是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又一

个了不起的成就，反映了中国航天工业

的快速发展”，“天和核心舱开始运行和

此 次 出 舱 活 动 均 具 有 历 史 里 程 碑 意

义”。报道还认为，中国正与其他国家

“在空间实验、基础物理、太空医学和天

文学领域进行合作交流，这些举措对于

促进空间站合作、开展新的科研活动至

关重要”。

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详细介绍了

中国航天员出舱任务及空间站建设进

展，感慨中国航天技术的“先进”。意大

利《晚邮报》也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中国航

天 员 出 舱 活 动 的 视 频 ，称 其“ 激 动 人

心”。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称中国

航天员出舱活动是中国航天工程“史无

前例”飞速发展的标志之一。

（参与记者：栾海、薛飞、叶心可、陈

俊侠、朱雨博）

海外专家和媒体点赞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出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