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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施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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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草”第一次被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内蒙
古大草原的自然区域是全
国最为重要的陆地生态系
统之一，草原生态保护意义
重大。在世界防治荒漠化与
干旱日到来之际，记者化身
一棵草，为您讲述我区草原
生态保护的喜人成就和千
千万万植草人、护草人的动
人故事。

时值盛夏，内蒙古草原
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美
丽的草原我的家……”满眼
绿色、生机盎然的草原美
景，让人心旷神怡。

草原美景一直是内蒙
古人的骄傲。呼伦贝尔、锡
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
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六
大著名草原，让内蒙古大
草原的自然区域占到了中
国草场面积的35%以上，是
全国最为重要的陆地生态
系统之一。

如果说森林是“地球之
肺”，湿地是“地球之肾”，草
原就是“地球皮肤”，而我就
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一棵
草，与一切生物共生共荣。
我的身上，折射着草原生态
建设的光芒。

图景一：黄沙披绿衣

我是一棵草，来自呼
伦贝尔大草原。

当你从呼伦贝尔上空
居高下望，绿毯般的草原一
望无际，蜿蜒的河流像飘动
的蓝色哈达，我的家就在那
里。然而，过了鄂温克草原，
我们的小伙伴就越来越少
了，那里有无数条白色沙
带，它们像猛兽的利爪，不
断吞噬着我的同伴。

“经常一刮风就是一
晚上，沙子足有半人高，早
上起来连门都开不了，只
能从窗户跳出去。”从陈巴
尔虎旗搬来的牧民乌恩齐
经常回忆起这些情景，他
家的3000亩草场就在那片
沙带上。

后来，我听到了“治沙”
两个字。很多林场工人裹着
头巾戴着口罩，穿着长褂
子，拿着苇子艰难地在沙地
上打着一个个方形沙障。一
阵风吹来，别说苇子了，人
都站不住脚。但是这些人都
有着相似的性格———脾气
倔、韧劲足，如同沙窝里的
一株株梭梭。很快，他们的
皮肤变得黝黑发亮，手掌长
满了粗糙的老茧。

嵯岗林场场长陈华春
就是我经常见的一个人，
藏青色的鸭舌帽下，黑红的
脸膛总是神情凝重。对于治
沙，陈华春很执着也很有经
验，他总是这样一遍遍地指
导来治沙的人们：“打沙障
是治理半流动沙地的第一
道工序，只有等沙子不流动
了，才能在雨季混播治沙作
物，等灌木长起来后，再适
当种些樟子松等乔木。这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这是

跟沙子决斗呢，可不能掉以
轻心，一不小心就会被反
超。”

在去年治理的国家封
禁保护区内，我看到或远
或近的沙丘都被罩上了一
副“黄金锁甲”，整齐排列
的方格沙障紧紧捆住了流
动的沙子。就是凭着这种
愚公移山的精神，我慢慢
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黄沙
被织上了绿衣。

“草比以前长高了，狐
狸、狼等野生动物也多
了。”我听出了牧民们言语
中的欣喜。

图景二：土办法背后

的修复力量

我是一棵草，目前生
长于呼和塔拉草原，来自
于一家专注做生态修复的
企业———内蒙古蒙草生态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很多人也叫我“蒙草”。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这片曾经水草丰美的天然
牧场，已经变成了砂石遍
地的荒滩，处于生物多样
性极低的状态。

修复专家们从生态大
数据平台中调取该地区的
生态数据资料，并追溯20
至50年前这里生长过的原
生植物，分析搭配群落、探
寻生态演变的规律，再选
择配比出适合该地区生长
的乡土植物，我就这样被
种在了这里。

一开始，我的同伴只
有2000亩。在科学的建植

和管理下，短短3年时间，
我们达到了20000亩的规
模。到了夏天，这里成为一
片百花盛开的天然草地，
重现了绿草如茵的美景。

现在的呼和塔拉草原
与北部大青山共同构筑起
一道绿色屏障和风景线，
被人们称为“山水林田湖
草”样板生态区。

“生态修复，我们用的
是土办法。土办法，朴素却
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系列
精密的技术支撑。”在多年
的修复实践中，修复专家们
对于我们生长的环境有了
更深的了解———一片土地
长什么植物不是由人决定
的，而是由它的水、土、气等
自然条件决定的，蒙草生态
所倡导的和谐生态修复，是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于是，从呼和塔拉万
亩草原到乌拉盖沙地、科
尔沁沙地，从阿拉善荒漠、
巴彦淖尔盐碱地到乌海矿
山、白泉山荒山，我们在昔
日的不毛之地上生根、发
芽，带来无数绿色的希望。

图景三：幸福日子长

着呢

我是一棵草，来自锡
林郭勒大草原。

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
的牧民来说，我就是他们

最亲密的朋友，草原就是
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生产
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然
而，我本身就是生态环境
脆弱的产物，群落一旦遭
到破坏，发生逆向演替，很
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

但是，一开始很多牧
民不懂这些，当大量的牛
羊出现在我们身边时，这
一切的平衡都被打破了，
我的心也越揪越紧。后来，
当我的牧民朋友朱宝忠经
常提起“退牧还草”“轮牧
休牧”“草原生态补奖”这
些词时，我的心才慢慢定
了下来。

朱宝忠是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巴彦淖尔嘎查
的一位牧民，我看他将自
家的近百只羊养在休牧活
动场地里，实施舍饲圈养。
为此，他家早早准备了足
够的青干草和饲料。“现在
不用担心没牧草了，去年
我去打草，牧草都长到膝
盖那么高了。7000多亩草
场打了4000捆牧草，足够
自家牲畜用了。”他是个精
明人，掰着手指头又算了
一笔账，“我们家草场一亩
能出60多斤草，按市场价
一捆草22块钱计算，4000
捆就是8万多。过去一年买
草过冬的费用就得五六万
块，这一进一出，多了10多
万不是？”

我还听他说，根据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
制，他家的7000多亩草场，
每年可拿到1.3万余元的补
贴。朱宝忠用这笔钱加上
其他补贴，新盖了棚圈、机
井房、储草棚，还进行了羊
种改良。

“这对牧民来说，不仅
能保护草原生态，还能保
证牲畜膘情，是一件天大的
好事。”朱宝忠很激动。如
今，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助奖
励机制已经启动，我区有
10.2亿亩可利用草原纳入
补奖机制范围，其中禁牧休
牧4.05亿亩、草畜平衡6.15
亿亩，每年能获得国家草原
补奖资金45亿多元。

岁月悠悠，青草依依。
据草原监测数据显示，我
们的平均盖度达到了44%，
优良牧草所占比重提高到
81.1%，野鸡、狐狸、狼、草
原鹰等野生动物种群明显
增多。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

“草”，第一次被纳入生态
文明建设，成为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要内容。

我听到了这片大地的
动人回响。这一次，我不仅
感受到了牧民们的欢欣，
还明白往后幸福日子还长
着呢！

新华社广州6月4日电

（记者 李雄鹰） 在广东惠
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人民广场
东北角有一个以三位烈士雕
像和事迹碑文为主要内容的
纪念革命先烈广场。其中，一
位烈士的雕像高4米，也是最
高的雕像，他就是李源。

李源，1904年出生于广
东省博罗县园洲镇禾山李屋
村。因家境贫寒，1919年，李
源15岁时就到香港谋生，在
昌兴公司一轮船上当海员，
1921年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
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先后参加了由苏兆征、林
伟民及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
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

工，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队
员，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

1925年秋，李源由苏兆
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支部书记。1926年，李源受党
组织派遣，担任广州国民政

府财政部缉私检查队指导
员，率队开展反走私的斗争。

1927年4月，国民党新
军阀背叛革命，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3天，在广州发
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遭到屠杀，李源化名李昌、
李泉，被迫转入秘密斗争。
同年4月下旬，李源被任命
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
利用在香港和广州海员中
的关系，继续在工人中进行
革命宣传，参与组织和建立
广州工人秘密武装。同年冬
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1927年11月，李源组织
工人武装，成功营救受伤被
捕入狱的广州工人运动领

导人周文雍。同年12月，李
源组织领导广州工人武装
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并
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广州长
堤一带，抗击前来镇压广州
起义的反动军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参
加起义的主力部队被迫撤
出广州，李源奉起义指挥
部命令，率领部分工人武
装担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
转移的任务。

1928年1月起，李源任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2月被
派往琼崖（今海南省）担任
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同年5

月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
记，后任书记。

1928年7月在莫斯科
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李源
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因工
作李源未能参加大会）。

1928年秋末，李源秘密
前往粤东传达党的六大决
议，指导党的工作。临走前，
他对爱人说：“你已身怀六
甲，不能随行，如果我不幸牺
牲了，往后生下或男或女，请
你教育孩子长大以后为烈士
报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李源抵达大埔三河坝
时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

在狱中遭受了敌人的酷刑
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始
终坚贞不屈，惨遭敌人杀
害，牺牲时年仅24岁。

李源牺牲90年后的今
天，告慰烈士英灵的是，他
的家乡广东惠州博罗县园
洲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先后获得全国小城镇
建设试点镇、全国发展改
革试点城镇、中国休闲服
装名镇、国家卫生镇、国家
建制镇新型城镇化示范试
点镇和广东省教育强镇、
广东省宜居示范城镇、广
东省生态镇等殊荣。

在白色恐怖面前不退缩的省委书记———李源

李源（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