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金秋十月，当已被中宣部授予“时代

楷模”称号的张连印回看多年之前的那

个上午，还是感慨不已：那是 2003 年 5

月，虽然已经立夏，而地处塞外的山西省

左云县，气候却仍然拖着春的尾巴，在寒

暖之间徘徊。风沙时不时地袭来，顺着

干涸的十里河滩，由西向东长驱直入。

此时此刻，在十里河畔的张家场村外，一

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身着一身戎装，倔强

地伫立在风沙中。

他就是刚刚退休的河北省军区原副

司令员张连印少将。是啊，从 1964 年参

军 入 伍 算 起 ，张 连 印 离 开 故 乡 快 40 年

了。40 年时光荏苒，自己的家乡仍然被

恶劣气候所困扰，许多父老乡亲还在贫

困线上苦苦挣扎，眼前的一切让张连印

痛心疾首。

站在风沙中，张连印心潮起伏，久

久不能平静。一个绿化家乡、造福桑梓

的计划在心中萌生。如果说从军 40 年，

他把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

是尽忠的话；那么从今以后，他要把自

己的余热散发在张家场这片热土上，在

父老乡亲面前尽一把孝，回馈家乡的养

育之恩。

他握紧拳头，迎着狂风，习惯性地挥

了挥。

二

由于年久失修，张连印参军前住过

的那几间老房早已破旧不堪。回村后，

张连印借住在堂弟家中。简单地安顿

好，他就开始忙碌起来，白天到野外转

悠，夜里到乡亲家走访。他仍然像参军

前那样，走到哪家吃到哪家。他和乡亲

们不客气，乡亲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仍然

像从前那样，有稠是稠有稀是稀。

在村子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意

识到，虽然乡亲们的温饱已经不成问题，

但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严重制约着家乡的

发展。西北风卷着黄沙，三天两头光顾

村庄，大白天会刮得天昏地暗。肆虐的

沙尘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长驱

直入。张连印在地里转上一天，回到家

中像是从土里扒出来的一般。

张连印将军退休返乡的消息不胫而

走，很多私企老板上门邀请他“出山”，希

望他成为自己公司的“顾问”，并开出了

十分优厚的条件。村里的本家弟兄，也

希望他能带领大伙做点买卖，改善本家

族的经济状况。张连印耐心地和亲戚朋

友解释，他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虽

然退了休，但退休不能褪色，共产党人谋

的永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给大

家讲开国将军甘祖昌主动申请回乡务

农，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的故事，渐渐

地，获得了大家的理解。

经过反复调研、慎重思考，张连印

决定在家乡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

让张家场的河滩绿起来，让十里河水清

起来，让肆虐的风沙停下来，彻底结束

祖祖辈辈在风沙中挣扎的苦日子，造福

子孙后代。当晚，张连印打电话和老伴

儿说了自己的想法。老伴儿说：“我就

知道你是个闲不住的人，无论干什么我

都支持，安顿一下我就回去陪你。”张连

印兴奋地对老伴儿说：“这才是夫妻双

双把家还。”

三

万事开头难。尽管参军前张连印一

直生活在农村，也曾经栽过树。但是，大

面积植树造林，在乱石滩上种树可不是

件容易的事。张连印的态度是：“谁也不

是天生植树的把式，咱们先干起来再说，

在学中干，干中学。”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植

树治沙，先得有个安营扎寨的地方。张

连印在征得村委会和有关部门同意后，

在村南的河滩上搭起了一个简易帐篷，

购置了锅碗瓢盆和简易的生活用具，把

铺盖行李一卷，就和老伴儿住了进去。

此时已是深秋，地里的庄稼大部分收割

完毕。旷野里，风无遮无拦，硬邦邦地刮

过。孤零零的帐篷在强劲的西北风中，

形同大海里的一叶小舟不停地摇晃。为

了长久计，至少还得建一座平房。乡亲

们听说了，都十分心疼，他们主动前来帮

工建房。一向冷清的河滩一下子热闹起

来。张连印老两口和乡亲们一道冒着寒

风、突击施工，建起了一座平房小院。张

连印这个离乡 40 年的游子，终于在张家

场的河滩地安了营扎了寨，吹响了植树

治沙的冲锋号。

开弓没有回头箭。单是雇工人将

河 滩 地 简 单 做 了 平 整 ，张 连 印 的 30 万

元积蓄就几乎花光了。他意识到，植树

造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方

方面面都做到周全。他计算了一下，买

树 苗 、雇 民 工 、伙 食 保 障 、拉 水 浇 树 等

等，哪一项做下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摆 在 他 面 前 的 是 一 个 又 一 个 无 底 洞 。

资金不到位，明年开春的植树计划就会

泡汤。2003 年整整一个冬天，张连印为

解决资金问题，想尽了办法，几乎跑断

了腿。

为解燃眉之急，张连印首先向儿女

们求援。好在孩子们都理解他支持他，

儿子和儿媳把家里仅有的 10 万元积蓄

全部交给了父亲。大女儿用自己的房

子 做 抵 押 ，从 银 行 贷 款 20 万 元 支 持 父

亲。小女儿把自己的转业费，连同婆家

给的 2 万元让她买衣服筹备结婚的钱，

全都交给了父亲。拿着儿女们打过来

的钱，张连印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孩子

们能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为大家，这

是张连印从小到大对他们的教育和要

求。儿女们在关键时刻能有所舍弃，让

他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欣慰；而为了成就

自己回报家乡的夙愿，却影响了子女们

的生活，他这个当父亲的又感到心疼和

愧疚。

与此同时，张连印四处奔波，找有关

单位和部门寻求支持和贷款。2004 年

春节前，一共筹措到资金 300 万元。拿

到贷款那天，整整一个冬天脸上布满阴

云的张连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地处塞外高原的左云县，尽管已经

立春，仍然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尤其

是在那片干涸已久、风吹石头跑地上不

长草的乱石滩上，更是风沙肆虐，寒风

刺骨。张连印和老伴儿，带领着雇来的

民工，起早贪黑，开始了艰难的植树治

沙工程。经过一番苦干，一万多棵树苗

如期栽进了十里河的河滩上。张连印

期盼着首战告捷。他天天跑到河滩上

查看，开始还满怀信心，每次从河滩上

回来都笑容满面。可是立夏后，随着天

气转暖，首批种下的一万棵树苗成片成

片地枯死，成活率竟然不到一半。张连

印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过反复

研究，他终于搞明白，采用传统的挖坑

浇水掩埋植树方法，不能适应年降水量

少、吸水速度快、保水能力差的高原风

沙地。

张连印第一波植树虽然遭遇了挫

折，但是，活下来的那些树苗，还是给他

带来了些许安慰。那一棵棵顽强生长的

幼苗，在河滩上泛起的星星点点绿色，给

了他无限的希望。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情。2004 年冬，由于没有专人看护，靠

近村边成活的一大片树苗被牛羊啃得七

零八落。面对一棵棵被啃食的小树苗，

张连印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很多人建

议他去派出所报案，好好整治一下那些

不守规矩的放牧人。张连印深知放牧人

的艰辛和不易，他没有报案也没有向放

牧的乡亲们索赔，而是把这些牛羊倌集

合起来沟通、交流、交心。张连印对大家

说：“我是农民出身，知道乡亲们生活不

容易。党和部队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

回来种些小树只是想回报组织和众乡

亲。我不要地权、不要林权，我植的树就

是为了防风治沙，构建绿色屏障，为建设

山清水秀的家乡出一把力，希望大家能

帮我一把。”考虑到这些老乡的不易，张

连印还自掏腰包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双胶

鞋。张连印以德报怨的人格力量感动了

乡亲们。每次放牧时，他们都格外小心，

生怕牛羊再啃了树苗，牛倌羊倌们成了

义务护林员。

四

初战失利的深刻教训让张连印认识

到，植树造林必须讲究科学，绝不能穿新

鞋走老路,更不能拍脑袋想当然。痛定

思痛，他自费请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的有

关专家现地勘察设计，制定出《张家场生

态园林村建设总体规划》。他先后购买

了几十本林业栽培方面的科技书籍，到

邮局订阅了《林业技术》《苗木栽培与灌

溉》《农民科技报》等多种期刊和报纸。

阅读这些专业期刊和报纸，几乎占去了

他所有的业余时间。每天吃过晚饭，他

都端坐在桌子前啃书本。他虚心拜县林

业局的技术人员为师，悉心请教在土地

沙化严重的地区如何植树造林，并邀请

省治沙办技术专家专程来到植树现地进

行指导。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张连印

对栽培技术、操作规程以及能种什么树、

不适宜种什么树等专业问题心里有了谱

儿，渐渐摸到了在沙化地上种树的门道

儿。张连印把所学的知识和植树实践结

合在一起，针对当地水文、气候、土壤等

特殊自然环境，研究摸索出了耐寒育苗、

土地水分保养、季节性栽种规律，摸索形

成了“整地、挖坑、植树、围圈、浇水、掩

埋”的一套植树“六步法”。他这个带兵

行 家 ，逐 渐 朝 着 植 树 专 家 转 变 。 2005

年，他栽下的树苗成活率就达到了 85%

以上。

为了确保河滩地植树的成活率，他

自己投资先后在十里河滩打机井 8 眼，

建蓄水池一座，修筑了防渗渠，筑起了水

泥路。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 300 亩的

苗木繁育基地，较好地解决了树苗“水土

不服”的问题。

那一年“五一”长假，对父母一直不

放心的女儿张晓梅，跑回来探望。看到

父母亲从山上下来，老两口头发被风吹

得像一卷沙蓬，脸上到处是黑白相间的

汗道，嘴唇皲裂得如同涩皮儿土豆似的，

女儿心疼得眼泪唰唰地掉了下来。她哽

咽着说：“爸妈，咱们回家吧。”张连印拍

了拍女儿的肩膀说：“闺女，你也曾经是

军人，咱们当兵的人可是流血流汗不流

泪啊。闺女不哭不哭，爸妈这不是好好

的吗？”接着他开玩笑说：“哈哈，闺女要

她爸当逃兵，这还了得？”一句话逗得女

儿“扑哧”一声笑了。

五

从 2009 年开始，张连印就感觉身体

不适，总感觉呼吸不畅，尤其是爬山的时

候，不像从前那样利索，爬上一截子就气

喘得难受。那时候，他植的树造的林已

经有数千亩，加上苗圃，别说是开辟新的

植树基地，就是每天打理这些树木，就够

他忙活的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去医院检

查。直到 2011 年 6 月，张连印感觉实在

是支撑不下去了，才去医院做了一个全

面体检，结果被诊断为肺癌。

做 了 右 肺 中 叶 切 除 手 术 后 ，临 出

院 时 医 生 建 议 张 连 印 到 处 转 转 ，特 别

是 到 空 气 质 量 较 好 的 海 南 待 上 一 段 ，

并 婉 转 地 说 明 了 病 情 的 凶 险 ，要 有 个

思想准备。张连印却始终保持乐观的

生活态度，他哪儿也没去，只是把这些

年 植 树 中 所 欠 的 外 债 清 理 了 清 理 ，该

还的都还了。他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

两 短 ，给 别 人 添 麻 烦 。 他 笑 着 对 老 伴

儿说，自己要做到一丝不挂地来，干干

净净地走。

转年，元宵节刚过，张连印就又顶风

冒雪，开始勘察县里的荒山，筹备春季植

树了。他不仅要让张家场绿起来，同时

还要实现自己更大的绿色梦想。他从张

家场向周边村庄辐射，植树范围越来越

大，成活率越来越高，张连印干得热火朝

天。然而，2014 年底，病魔再次降临，他

被确诊为肺癌骨转移。是做手术取掉两

根肋骨，还是保守治疗，医生给出了两种

治疗方案。张连印担心取掉肋骨干不了

重活儿，影响今后的植树工作。权衡再

三，他决定采取保守治疗，顶着巨大的痛

苦，硬是熬了过来。

现如今，年逾古稀的张连印仍然精

神 矍 铄 ，不 辞 劳 苦 地 奋 战 在 植 树 第 一

线。看到这样的奇迹，张家场的乡亲们

说，是张将军造福乡亲的义举感动了上

苍，让他战胜了病魔。

张家场村的乡亲们被张连印绿化家

乡、改善生态的事迹所感动。大家自发

地捐钱捐物，在他植树的山坡上建起了

一座凉亭，并准备在那里题刻一座“将军

台”石碑。张连印得知消息后坚决不同

意，找到乡亲们反复做工作。后来，村民

们把“将军碑”改成了“张家场乡万亩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纪念碑”。乡亲们说，

“将军碑”虽然没有立起来，但将军的口

碑已经立在了我们的心里。

六

张连印经常说，“生我者父母，养我

者乡亲，而培养我成长的是党组织”。张

连印回到家乡植树治沙，因为客观原因，

有时好几个月回不了石家庄，不能定期

参加组织生活，他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

似的感到非常的失落。他几次给山西省

军区、河北省军区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2016 年，经过多方

协调，河北省军区组织部门出具了组织

关系介绍信，将他的临时组织关系转到

了左云县老干部局。当张连印拿着组织

介绍信，交到县老干局后，心里的一块石

头才落了地。

在张连印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够在

植树治沙的战场上不断取得成绩，是因

为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

引，有党和国家的绿色环保政策作“靠

山”。党组织和部队的支持，让他有了坚

强的信念，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植树伊

始，张连印专门向河北省军区写了申请，

报告了自己绿化治沙、回报家乡的基本

考虑，请求组织批准，得到了组织的充分

肯定和积极回应。

张连印的苗圃育苗成功后，为鼓励

更多的人参与绿化治沙，村民房前屋后

种树、学校校园里植树，他免费赠送树

苗；当地驻军部队绿化营区、绿化驻地荒

山，他既送树苗又送技术，成为部队建设

园林化营区的义务顾问。

曾经飞沙走石的十里河滩，经过张

连印坚持不懈的改造，变成了春有花、夏

有绿、秋有果、冬有青的育苗基地。培育

出樟子松、油松、杜松、云杉、杨柳及经济

林木等优种树苗 20 多个品种。一年四

季，育苗基地都碧绿苍翠，生机勃勃。夏

日里，微风拂来，绿绦摇曳，蝶舞蜂飞，满

目嫩绿，美不胜收。没了风沙的侵扰，没

了黄土的暴扬，尤其是一到夜晚，皓月当

空，繁星点缀，清风徐徐，苗木低语，一派

清风朗月的景色。加之张连印廉洁自

律，两袖清风，故而，张家场的乡亲们将

基地称为清风林。

左云县委为了扎实有效地在全体

党员当中开展党性教育，将十里河滩苗

圃命名为“清风林党性教育基地”。近

年来，前来基地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

青年学生、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张连

印感到，在党员当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党

性 教 育 ，这 是 事 关 党 的 队 伍 纯 洁 的 大

事，配合组织部门搞好党性教育是自己

这个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基

地里他主动担任起义务教员。他结合

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对我党优良传统的

理解，就如何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

编写了一套非常生动的授课教材。每

当有党员或者是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学

习，不管多忙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

接待，认真讲解，详细介绍自己在党的

培养教育和各级组织的帮助下，由一个

放牛娃逐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奋斗

历程；介绍自己退休后，学习开国将军

甘 祖 昌 ，拿 起 铁 锹 绿 化 家 乡 的 报 国 情

怀。所有这些，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来

基地参观学习的人。

2019 年，山西省委组织部邀请张连

印同志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大同市、

左云县组织干部培训、开展主题教育等

活动中，多次邀请张连印作专题宣讲。

左云县高级中学、一中、二中、职中聘请

他为德育老师，每年新生开学他都到校

给师生们上课。张连印绿化家乡的感

人事迹被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后，引发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2020 年，山西省委组

织部将基地确定为右玉干部学院现场

教学点。

七

“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 ，忠 于 革 命 忠

于 党 ，爱 憎 分 明 不 忘 本 ，立 场 坚 定 斗

志 强 ……”这首歌，张连印从入伍便开

始唱起，一直唱到了今天，而且百唱不

厌。唱着这首歌，他从最初简单的做好

人好事，渐渐地转变成为践行共产党人

宗旨的自觉行动。在脱贫攻坚的进程

中，张连印把帮助村民脱贫致富与植树

造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扶助社会弱势

群体方面，他一改对待自己时的节约俭

朴，帮助他人从不吝惜。

村民魏随社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 ，没 有 固 定 收 入 ，日 子 过 得 非 常 窘

迫 。 张 连 印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后 ，主 动 找

到了魏随社，邀请他加入植树队，并每

天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帮

助 老 魏 解 决 生 活 中 遇 到 的 困 难 ，用 坦

诚的交流和真心的帮助打动老魏。在

张 连 印 的 帮 助 下 老 魏 不 仅 提 高 了 收

入 ，还 极 大 地 增 强 了 生 活 的 信 心 。 近

年来，张连印通过以工代赈、实体帮扶

等 多 种 途 径 ，帮 助 与 老 魏 情 况 相 似 的

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每当逢年

过节，张连印还上门看望他们，给他们

带 去 慰 问 金 和 生 活 必 需 品 。 这 些 年 ，

张 连 印 免 费 为 种 植 户 们 提 供 初 期 帮

助 ，无 偿 培 训 种 植 技 术 ，免 费 提 供 幼

苗 。 在 他 的 帮 助 和 带 动 下 ，张 家 场 许

多村民成了育苗专业户。他还主动帮

助苗圃种植户寻找销路、介绍客户，让

大家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张连印还是县福利院的常客。那里

生活着 30 多个孤儿，张连印每隔一段时

间都要去福利院看看孩子们，给他们讲

自己的生活经历，讲英雄人物故事，组织

各种活动，给孩子们带来许多欢乐。他

每年都给孩子们每人买一套新衣服，买

一个新书包和其他生活用品。孩子们早

已把他当成是可亲的爷爷、学习的榜样，

纷纷表示要向张爷爷一样，做一个自强

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每当传统节日到来之时，普通家庭

感受到的是团圆的喜庆、是天伦之乐的

享受，而对于孤寡老人们来说，或许是一

种煎熬、一种无奈。作为曾经的孤儿，张

连印对这种无助有着深切的感受，他难

忘自己小时候，每当过节时的那种凄凉，

更难忘乡亲们给予自己的关怀。因此，

从退休返乡的那年起，每年的中秋节，他

都要为张家场村的五保户、孤寡老人以

及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买一份过节的

礼物，挨门逐户送去。儿子张晓斌返乡

后，张连印时常对晓斌说，没有乡亲们当

年对自己的关照，就没有咱们家的今天，

这种恩情我们家永远不能忘记。张连印

要把这种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的家风和

美德传承下去。

八

从 2003 年张连印退休回乡，至今已

经过去 18 个年头。18 年与乡亲们休戚

与共、风雨同舟，18 年在植树治沙中兢

兢业业、砥砺前行，张连印把生命融入了

党和人民的事业，回报生他养他的张家

场，奉献给了左云县的生态事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下，张连印在北梁

周边植树绿化荒山荒坡 3000 亩，在附近

村庄植树 2000 多亩，栽植针阔叶树木达

44万株，种植柠条灌木达 80余万株；在荒

废的河滩上建成了 300 多亩的苗木繁育

基地，育苗将近 200 万株，真正还了家乡

满眼青翠。如今的张家场村到处郁郁葱

葱，绝迹多年的黄鹂鸟和杜鹃飞了回来，

山里也有了黄羊和狐狸的踪迹，呈现出

一派如诗如画的美丽乡村景象。在搞好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同时，张连印还积

极帮助村里搞好新农村建设，村民们盖

起新房搬入新居，新村街道两旁竖起了

路灯，树木成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家场村“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种苗繁

育基地、农业科技苑、村庄改造”的规划

经验被全县推广。2020年 7月，张家场村

被确定为“山西省生态园林示范村”。

张连印义务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使

家乡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观，筑起了一

道防风治沙的绿色屏障。他除了在张家

场植树外，还把造林的触角伸向全县，植

树总面积达到了 1.8 万亩 205 万株。左

云县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先进

县、模范县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山西省

政府首批命名的“全省林业生态县”。绿

色已成为左云最靓丽的色彩，生态也成

为左云最响亮的品牌。

张连印绿化家乡的奉献精神和模范

事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张连印先后获得“感动大同”杰出人物、

大同市“最美共产党员”、山西省林业模

范、全军先进退休干部等荣誉。

张连印用生命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

的初心，把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金

山银山。一曲绿色的壮歌，在青山间回

响，在乡亲们心间萦绕。山岭上，老将军

扛着铁锹、唱着军歌的身影依旧坚毅挺

拔，如此动人心魄……

一曲绿色的壮歌，在青山间回响，在乡亲们心间萦绕。山岭上，老将军扛着铁锹、唱着军歌的身影依旧坚毅挺拔，
如此动人心魄——

清风传送绿色的壮歌
■马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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