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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鄂尔多斯：让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涌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新华社上海5月７日电

（记者 兰天鸣）“龙华授
首照丹心，浩气如虹烁古
今，千树桃花凝碧血，工人
万代仰施英。”在《忆赵世
炎烈士》一诗中，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
评价了我国著名的工人运
动领袖赵世炎同志。“施
英”正是赵世炎在党和工
会刊物上写文章时用的笔
名。

1901年，赵世炎出生
在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
父亲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
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
能够像一团火一样去照亮
这个世界，故给他取名“世
炎”。

1915年，赵世炎考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
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
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新
青年》影响，赵世炎投入新
文化运动中，并结识了李
大钊等人。1919年，经李大
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
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
动，参与主编《平民周刊》

《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
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反
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5月，赵世炎赴
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
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
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22年，与周恩来等发
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随
后又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
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
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

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
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赵世炎回国
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地
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
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
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
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
斗争。

1926年3月，赵世炎出
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
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
后，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
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
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
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
书记。

赵世炎化名“施英”，
到上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
众中，号召社会各界群众
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
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以
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
攻。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
和组织下，从1926年6月到

9月，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
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了声
势浩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
动新阶段。

1926年10月，北伐军
攻克武汉，革命形势进一
步发展。但由于时机不成
熟，上海工人的第一、第二
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
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武装起义中，赵世炎身
先士卒，勇敢地冲锋陷阵。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
起义队伍打败了军阀部
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
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为
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
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
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
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
严重的白色恐怖，赵世炎
临危不惧，坚定表示：“共
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
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

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
什么共产党员！”

由于叛徒出卖，1927
年7月2日，赵世炎不幸被
捕。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
坚贞不屈。他把敌人的监
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大义
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共
产主义理想，揭露反动派
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说：

“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
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
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
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
赵世炎英勇就义，把26岁
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
革命事业。

赵世炎牺牲后，家里
有很多人先后走上了革命
道路，也有人为了信仰壮
烈牺牲。“先辈对我们的影
响就是要坚定自己的信
念，坚持自己的理想。”赵
世炎之孙赵新炎说。

英烈已逝，但信仰之
火永不熄灭。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

5月的鄂尔多斯大地，
绿树葱茏百花争艳。记者
来到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
镇的沙日塔拉村，沿着村
路看去，两边郁郁葱葱的
松树，蓬勃挺拔着实让人
惊喜。

57岁的村民韩银锁
正在地里浇灌小树苗，看
到记者他笑盈盈地迎上
来，高兴地指着眼前长势
粗壮的一片小松树林说：

“我有400多亩五荒草牧
场地，依托伊旗政府‘掏
钱买活树’政策，今年将
20多亩全部种了松树，用
12亩地做育苗，一亩育
1000株，年底预计能收入
20多万元。”一旁的村民
苏智荣说：“我种树3年
了，依托党的好政策，收
入从几万到几十万元，种
树挣钱，造林绿化，为子
孙造福，好事！如今全村
有100多户，有三分之二
的村民都利用五荒地种上
了松树，奔小康了！”

针对鄂尔多斯市普遍
存在苗木库存量大，农牧

民育苗难卖问题，该市实
施“掏钱买活树”的造林
机制，既解决了农牧民苗
木积压的燃眉之急，调动
了农牧民参与造林绿化
的积极性，又解决了林业
部门落实造林地块难的
问题，这“一箭三雕”的举
措，为农牧民畅通了致富
渠道。

以伊金霍洛旗为示
范，鄂尔多斯市采取财政
补贴种苗的方式，由农牧
民提出申请，在自有的五
荒地上自育苗木承包造
林，按造林规程自行栽植、
浇水、抚育养护，纳入林地
管理，造林权归属农牧民。
根据验收结果，按比例对
各类苗木进行分类补贴。
这种义务植树采取“掏钱
买活树”机制，充分调动起
了农牧民绿化美化造林的
积极性，也加快了脱贫致
富的步伐。截至目前，鄂尔
多斯市利用五荒地种树20
多万亩，带动5万多农牧民
致富，这是该市多措并举
实施生态建设的一个缩

影。
鄂尔多斯市还大力发

展符合地区实际的沙棘、
山杏、红枣、肉苁蓉、文冠
果、葡萄、枸杞、海红果等8
大特色经济林，积极布局
建设林沙产业基地，预计
今年完成经济林种植面积
17万亩。

在准格尔旗暖水镇德
胜有梁村，有位人称“果树
大王”的村民王在达。他的
果园里，一排排枝繁叶茂
的果树已经挂果，他满脸
欣喜地说：“今年果树比往
年的长势要好，去年我种
的6亩‘百果树’收获了近
11万斤苹果，收入达66万
元；3亩苹果苗，售苗4万
株，每株9至10元，收入38
万元，2项收入合计104万
元。除去开支9万元，纯收
入95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如何在推进生态建
设的同时，使林业产业发
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有机
统一，真正把绿水青山的
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延伸林业产业化链条，使
经济林成为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绿色银行”，鄂尔多
斯破解了林业改革发展这
一大难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
兴的重点，经济林产业不
仅可以为村里留守的年
纪偏大、劳动力较差的人
在家门口找到挣钱机会，
更为外出打工的村民回
乡致富找到了门路。从去
年开始，鄂尔多斯林业部
门按照“庭院妆绿、村庄
掩绿、荒沙披绿，一村一
景观、一树一产业”的建
设思路，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户种百果树”活动，
鼓励农牧民在适宜发展
果树种植的房前屋后，种
植1种或多种果树100棵，
建设一批果园。2018年，
全市计划完成经济林种
植面积17万亩。入春以

来，各地把发展特色经济
林作为林业精准扶贫的
重要产业来抓，依托生态
村和美丽乡村建设，通过
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农牧
户积极参与等模式，全面
推进实施“户种百果树”活
动。目前，全市参与种植的
农牧户达到1万多户，培育
典型示范户551户。

在达拉特旗“三湖·农
庄”红枣采摘园，去年种植
的1480亩红枣树一片油
绿，林下套种的200亩连翘
苗木茁壮。正在园里忙碌
的采摘园总经理李怀民信
心满满地说：“2018年计划
种植红枣树520亩，套种红
树莓180亩，计划建成3个
日光温室大棚12亩，计划
完成保鲜冷库的建设，在
达拉特旗打造成上万亩红
枣园，带动1000农牧民增
收。”

鄂尔多斯有许多社会
资本，也都参与到生态绿化
中来。今年，鄂尔多斯市完
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152万
亩，义务植树800万株。

【记者手记】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治

沙造林，启动实施了天保

工程、退耕还林、“三北”四

期、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

家重点工程和“四区十线

一新村”绿化、碳汇林、城

防林、国有林场站低质低

效林改造等地方林业工

程，广泛开展了道路绿化

和村屯绿化及矿区复垦区

绿化、防沙治沙、经济林建

设等各项工作。“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建设

的跨越式发展使生态环境

和农牧民增收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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