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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绿色追梦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记者 赵佳佳

春节刚过，内蒙古大
兴安岭根河林业局森林经
营处015工队17名职工匆
匆告别家人，来到离家54
公里的生态功能区内进行
疏伐作业。冬季降雪少，春
季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为
了把更多的精力留给春
防，他们将抢在春防封山
前完成5800亩的作业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

密林深处，油锯声声。
2月21日，是015工队节后
开展疏伐作业的第11天，
在距离工队帐篷300米的
山林间，工友们头戴安全
帽，以2人或3人一组，严格
按照森林抚育调查设计和
操作规程，对林间树木进
行疏伐、锯断、归堆。工队
长李国栋解释说，疏伐是

森林经营的一种作业方
式，主要是对林间枯死木、
被压木、“歪脖”木等生长
不佳，且影响优质树种生
长的树木进行清理，目的
是为调整立木密度，改善
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质量。

2015年全面停伐后，
根河林业局作为管理局改
革先行先试的单位，于
2016年融合了9大林场、运
修处、贮木场一线职工，重
新编制了森林经营工队，
并成立了森林经营处。从
此，放下斧锯的617名原从
事采集装运的林业工人走
向新岗位。2017年初，根河
林业局开始实施森林经营
和管护内部购买服务改
革，进一步激发了职工工
作热情。王晓林就是617名

转岗职工中的一员。
“我原先从事运材工

作，现在是搞综合抚育，虽
然都是干工作，但意义不
同。”王晓林告诉记者，他是
土生土长的林区人，在根河
工作生活了50多年，曾经国
家经济建设需要木材，林业
职工爬冰卧雪倾力付出，如
今看山、护林、种树需要他
们，更要尽心尽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随着生态保护建设主
责主业的进一步明确，职
工的生产工具悄然发生变
化，曾用于采伐的G85型号
油锯重达24斤，如今用于
森林经营工作油锯改为
YJ4型号油锯，仅重11斤，
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绿色”是林区的底

色，在实现山更青、水更
绿、天更蓝的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上，根河林业局不
断探索。森林经营处副主任
高德明介绍，根河林业局把
今年确立为森林质量年，在
集中开展作业前，组织职工
开展专业技能和知识培训；
在作业中，林业局生产科跟
班作业，森林经营处质量股
不定期到现场抽查，确保各
项作业严格落实。

记者看到，如今，工友
们仍住在山上木杆搭建的
帐篷中，用于取暖的两条

“地火龙”之上是木板搭建

的大通铺，做饭的师傅每
隔2个小时就要烧一次火，
半夜亦如此。受作业环境
和位置影响，015工队此次
作业驻扎的帐篷附近没有
通讯信号，如有急事需要
驱车到4公里以外的岔路
上联系。生活用水仍沿用
木材生产时期的刨冰化
水，远距离疏伐作业时，工
友们在山上风餐露宿依旧
是常态。

辛苦付出，工友们无
怨无悔。56岁的上官艳林
将于今年6月正式退休，他
道出了务林人的心声：“18

岁上班，在山上干了一辈
子，离开林子心里特别不
舍，不后悔把自己的38年
全部献给这片大森林，最
大的心愿是林区越来越
好。”语毕，上官艳林的眼
中满含泪花。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
程。如今，森林经营处15个
工队的职工同015工队一样
仍长期工作于万顷林海，他
们春天植树造林、冬天开展
森林综合抚育，立足生态保
护建设，逐梦前行，为构筑
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甘当绿色追梦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24岁参加革命，历经多
次革命战斗，长征途中率部
架浮桥抢渡乌江，抗战中数
次袭击日伪军据点给予沉
重打击，为保卫家园在抗日
战场上英勇牺牲……“徐秋
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无
比壮烈！”湖南省岳阳市平江
县史志办工作人员李双龙
评价道。

徐秋，原名徐秋香，男，
1903年出生，湖南平江县浊
水乡洪山塘坳屋场人。父亲
徐望兴和母亲李昆贞均为
农民。因家庭贫困，徐秋只读
过小学，后来给地主家打工
度日，参加红军前与陈漂香
结为夫妻，生有一子一女。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
他参加了当地的赤卫队。
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被任命为红58团团部参
谋，转战于湘鄂赣边区各县，
作战英勇顽强，同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7月初，部队回
师江西兴国后，为了扩充红
军队伍，他主动向团部建议
并经批准同意，由他主持召
开了红军家属代表会，发动
红军战士给红军家属帮助
生产劳动。在拥红扩军运动
中，他的思想发动工作细致
而高效，一次就为红5军扩充
精壮青年300余名。

1933年6月中旬，部队
奉命在大湖坪整编后，徐秋

任红5军第1师第10团副参谋
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4年底至1935年春，红三
军团攻战娄山关，抢渡乌江，
徐秋受命率部架桥，经过一
昼夜苦战，浮桥架通，部队终
于跨过了乌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
编为八路军，徐秋奉调115师，
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春，随
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支队进入
鲁西，先后任鲁西军区后勤科
长、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
令员等职。他经常深入群众，
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地方
武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9年3月，上级决定
由徐秋选调10多名勇猛善战
的战士，组成小分队，夜袭日

伪一个重要据点。徐秋组织
两名侦察员化装成农民进
入街头，两名行伍出身的战
士化装摸近敌哨，待日军持枪
逼近我侦察员，强制搜身查问
时，两名战士乘机拥上，夺过
日军的枪支，两个侦察员迅即
用麻袋将两名日军的头蒙住，
并装进了麻袋。小分队随后迅
速偷袭了日军碉堡，打死哨兵
一名，缴获枪支弹药、布匹、食
盐、火柴等一批物资。

随后，徐秋随部进入泰
（山）西根据地，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救亡运动。5月，日
伪军围攻泰西根据地，他协

助团部组织在陆房突围后，
转移到东平，进入鲁南，参加
了白彦争夺战。

1940年3月，乘日伪军
进驻郓城县谭庄村立足未
稳之机，徐秋率部夜袭敌营，
一举歼敌200余人，缴获大批
枪支弹药。1940年秋，根据上
级党委指示，积极选拔、培训
部队干部去鲁南工作，并带
一个特务营完成了干部护
送任务。1940年9月，徐秋率
特务营去山东省郓城县以
西的洞口反“扫荡”，组织了
一场伏击战，将对面日军打
得逃往县城。

同年9月，根据地派南
下干部途经郓城，徐秋主动
担负起境内护送任务。此后在
赵楼受到敌人包围，徐秋探
知敌人兵力过多，如硬打硬
拼，势必造成更大损失。在这
种敌我力量悬殊的危险关
头，决定突围。他先命令魏振
方带一个连，从赵楼西边渡
河突围成功。为了保护南下
干部的安全，徐秋率领部队
从赵楼正方突围。渡河时因
敌人火力过猛，徐秋不幸中
弹牺牲，时年37岁，后被安
葬在山东省郓城县烈士陵
园。 （据新华社报道）

2018 年 12 月 19 日 下
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上受到表彰的茅永
红一回到武汉，便马不停
蹄赶到百步亭社区，第一
时间给社区党员、群众传
达大会精神。在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门口，他受到居
民的热情欢迎。

“这份荣誉是属于百
步亭社区18万居民、4万多
名志愿者的。”64岁的茅永
红谦虚地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改
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

手捧“铁饭碗”的茅永红，
揣着从家里“骗”来的2万元
征地补偿款外出闯荡。睡过
候车厅、候船室，艰难创办
了武汉第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江夏进口汽车维修
中心，开创性推行工人合同
制、干部聘任制、工资浮动
制。这些超前的做法在当时
引起争议。无奈之下，他远
赴海南继续创业。

1995年，在湖北省委
号召下，茅永红回到武汉
发展。他看中了江岸区后
湖乡百步亭一块近千亩的

荒地，此前已有7家地产商
来此考察，因地理位置偏
僻、基础设施落后而先后
退出。但茅永红觉得这里
地价便宜，适合普通大众
居住，投资创办了武汉安
居公司和百步亭集团。

为打造一个理想的社
区，茅永红多次赴国外考
察，并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请教，提出了全新定位：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
明社区。“什么是社区？既要
居住安心，又要服务舒心、
生活开心。让社区成为幸

福家园。”茅永红说。
由此，百步亭社区在全

国首开先河，创办了全国第
一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新
型社区，打造“建设、管理、服
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2000年，百步亭社区
成立党委，茅永红当选社
区党委书记。为加强社区
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群
众基础，茅永红借鉴“支部
建在连上”的做法，将党小

组建在楼栋。在每个楼栋
成立网格小组，配备党小
组长、楼栋长等“两长四
员”，做到有党员的地方就
有党的组织，有群众的地
方就有党的工作。

为发挥社区党建优
势，茅永红创新党组织领
导下的社区居委会、物业
公司、业主委员会“三方联
动”工作法，充分整合并发
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作

用。
在茅永红的努力下，

百步亭社区被评为全国文
明社区示范点，获得首届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社区是基础，只有基

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
固。在社区治理领域，把百
步亭这个‘盆景’变成全国
的‘大花园’，是百步亭人
的使命和任务。”茅永红
说。 （据《人民日报》）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茅永红———

“让社区成为幸福家园”

徐秋：保卫家园 以身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