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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内蒙古日报》消息 自
治区党委召开“思想再解
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
论”动员部署会后，乌海市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
命感，迅速行动、认真谋
划，全力抓好各项工作，努
力把学习讨论成果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
路、政策举措和实践成果。

动员部署会后，乌海
市委书记史万钧第一时间
作出批示，要求相关市级

领导和部门第一时间研究
部署，同时成立了市委大
学习大讨论领导小组，抽
调精干力量组建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综合组、材料组、
联络组、宣传组4个工作机
构，并及时召开工作调度
会，研究本市开展大学习
大讨论活动的具体方法和
措施。

动员部署会在乌海市
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
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会
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落地生根的重
要举措。乌海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副主任路蒙生表
示：“开展大学习大讨论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问题导向、立足本职岗
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导向。我们将积极
落实国家、自治区和我市
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各项稳增长、促进民营
经济及中小企业发展的优

惠扶持政策，特别是援企
稳岗、减税降费、电力多边
交易等政策，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同
时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创新，推动产业经
济管理平台和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全力推动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

乌海市委党校党委委
员、副校长张秀清表示：

“会议对于解放党员干部
思想、更新党员干部发展
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只有
思想解放提升了，我们才
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

地克服解决推动高质量
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会议
精神加以宣传宣讲并将
其纳入到日常教学中。同
时邀请专家、学者来我市
以多种形式为广大党员
干部‘加油充电’，不断掀
起学习热潮。” （郝 飚）

前不久，记者在李明
的带领下，从他家驱车来
到“八百亩”。一下车，老人
背着手，像是在检阅，不时
抬头看看树冠、伸手摸摸
树干。“不知道为啥，过来
看看、转转，心里才踏实！”
李明说，不管这林子是谁
的，只要他在这里住，就一
定会多照看一眼，有草有
树，环境才会好。

李明今年72岁，通辽
市开鲁县建华林场退休护
林员。虽稍有驼背，但老汉
结实硬朗。自从1983年当
上护林员，就在这片重叠
着他无数脚印、浸透着他
无数汗水、远离人烟的土
地上坚守，一守就是36年。

36年前，建华林场在
沙坨地上造林1.3万多亩，
需要一个责任心强的人护
林，曾被场部评为“劳模”
的李明一报名即成为不二
人选。第二天，他就带着妻
子和残疾儿子、锅碗瓢盆
来到了离家5.5公里的护林
点。回想起当年的不易，李
明说，比孤独更苦的是吃
水难、烧柴难、吃菜难。“沙

沼地井打得浅，压一桶水
出来至少需要10分钟，水
浑浊的根本没法直接吃，
得沉淀，一连好几年，吃水
就像吃油一样金贵，后来
打的井深了，用柴油机抽
就不那么费劲了，但妇女
摇不动机器，每天我出门
之前得把水缸装满，沙沼
上没有可做烧柴的东西，
我们只能捡牛粪。”

不管多苦多难，李明
对护林员这份责任看得比
命都重。“树是国家的，领
导信着你了让你看着，那
就必须得看好。”李明说，
当时散放的牲畜多，小树
最怕牲畜祸害，所以，无论
刮风下雨，还是起早贪黑，
他每天坚持巡林3至4遍，
方圆30里地的树林，每骑
马巡逻一遍至少需要3个
小时，每天在野外巡林的
时间累计超过12个小时。
他这样的工作习惯，一直
坚持到退休，巡林里程足
足有百万里。

他像卫士一样，悉心
守护着每一棵幼树一天天
长高、变粗，却无法尽到一

位父亲的责任。除了把残
疾长子留在身边照顾，另
外3个孩子因为要就近上
学，都寄养在了亲戚家，小
学在一家、初中再换一家，
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让
孩子们都没读到高中毕业
就相继辍学务农了。李明
说，作为一个父亲，没让孩
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给他
们美好的前程，这是他这
辈子最为遗憾的事。

虽有遗憾，但他从没
后悔，即便在最艰难甚至
遭遇危险的时刻。当树木
渐渐长大成材，盗伐者也
就多了起来。1991年夏，李
明在巡林时发现了一些捆
好的树条子，料定是偷树
者没来得及运走的。天渐
渐黑下来，乌云密布，一场
大雨即将到来。他想，要下
雨了，偷树者一定会在这
样的天气里来运树条子，
宁肯挨浇也要把盗贼捉
住。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大
雨却伴着大风不期而至。
突然，一个个硬邦邦的东
西砸在头上，令他一阵眩
晕，等缓过神儿来才知道，

原来是下起了乒乓球大小
的冰雹。情急之下，他赶紧
爬到一棵茂密的树上躲
避，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李
明终于在半夜11点多等到
了盗贼，连车带人把盗贼
送到了场部。

因为李明太认真，没
少挨骂，甚至挨打。一次，
他把盗伐者逮了个正着，
那人与李明商量：自家盖
房子需要几根檀木，只砍
几棵，大家低头不见抬头
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
他走得了。李明紧紧抓着
他的骡子车纲绳不松手：

“我当护林员一天，就别想
从我眼皮底下把树弄走！”
恼羞成怒的盗贼把李明一
把摁倒在地，用手死死掐
住脖子，雨点般抡起了拳
头，边打边说：“树又不是
你家的，那么认真干啥，看
你还敢不敢假正经了。”李
明被打得额头出血，头晕

目眩，胯部疼了好几天。盗
贼最终还是被他送到了派
出所。

李明护林30余年，虽
然每年总能抓到三五起盗
树的，但从没发生过大宗
失窃。

说起李明，老伴儿曹
凤梅既佩服，又心疼。据她
讲，在李明之前有3个年轻
护林员，没干几天就因为
太艰苦撂挑子不干了。李
明带着她和儿子在透风漏
雨的破屋里住了整整5年。

“外面下雨屋里也下，外面
不下了屋里还下，屋里总
是有散不尽的潮气、霉味
儿，场部不让剪枝，他就真
的一根儿不动，没有烧的
就去捡牛粪。巡林经常好
几个小时都不回来，担心
他骑马摔了、跟踪偷树的
被狗咬了或是和人打起来
了，要不就是病了，反正是
净往坏处想。提心吊胆的

日子过了30多年。”
期间，树更新了三茬，

场领导换了10任，但李明从
没抱怨过苦，从来不说累，
更没有说过不干。只是说，
一心一意守好这里的一草
一木，就是他的责任。直到
1988年，场部为他们盖上了
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到2010
年，林场为他们通了电、打
了深水井，老两口看上了电
视，也终于告别了靠煤油灯
和蜡烛照明、吃土井水的日
子，接触到了荒野、树林、庄
稼以外的世界。

2014年，李明退休了，
他守护的树林也都承包给
了个人。按理说，他可以拿
着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
金，离开这远离人烟的地
方了。但他对这片守护了
半生的老林子有感情，舍
不得离开，三天两头就会
去一趟“八百亩”，一转悠
就是3个多小时。

在福建漳州，一个英
烈的姓名历经70多年的风
风雨雨，依旧被传颂。他就
是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之一———高捷成。

高捷成，1909年9月出
生，福建漳州人。青年时期
就投身革命。1926年，国民
革命军攻打漳州，他参加了
反帝大同盟。大革命失败
后，他离开国民党军队。
1928年，他考入厦门大学攻
读经济学，未毕业即赴上海

中南银行就职。不久又回到
漳州，在百川银庄任出纳。

1932年4月，高捷成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在瑞金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
队长、总务处长、会计、组织
科长。他充分运用金融知
识，积极协助毛泽民筹划苏
区经济工作及苏维埃国家
银行的货币发行工作，首创
全军会计工作制度。

1934年10月，高捷成参
加长征，随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后，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
学习。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随八路军第129师赴
华北敌后开辟晋冀鲁豫抗
日根据地，任冀南税务总局
局长、晋冀鲁豫财经处处
长，开创了冀南与太行区财
经工作之典范。

为了应对敌人的金融
战，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八
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
局作出决定，筹建冀南银行，
并责成高捷成担当此重任。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
高捷成任总行行长兼政治
委员。冀南银行发行钞票，标
志着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揭
开了与敌金融战的序幕。在
他的带领宣传下，冀钞很快
在市场站住了脚，在人民心
中扎下了根，被誉为“抗日货
币”。他还提出了旨在加强根
据地物质基础，共同应对外

币，巩固抗币信用，调剂和增
加抗日军民供给，巩固根据
地经济基础的五行（晋察冀
银行、陕甘宁银行、山东北海

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冀南

银行）通汇战略性计划。
1943年5月14日，高捷

成在河北省内邱县白鹿角
村遭遇日军，在突围中为
解救战友、保护机密文件

而壮烈牺牲。
高捷成的孙子高庆麟

说：“为了革命、为了民族
的解放、为了崇高的信仰，
祖父舍小家为大家，肩负
起共产党人的责任、肩负
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
业，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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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坚守林场“不撤退”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