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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德：在治沙播绿中实现人生价值
文/新华社记者 刘 海 谢建雯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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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

西南边缘，有一道南北长

60多公里，东西宽约30公

里的绿色屏障，静静守护

着母亲河黄河和银川平

原。这片绵延的绿洲，见证

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记录了一位传奇人物40多

年的坚持与梦想。

他是王有德，宁夏灵

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

长，“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

投身林业 向沙宣战

王有德出生在宁夏灵

武市马家滩镇一个回族家

庭。曾经水草丰美的家乡

是他儿时的乐园，可随着

过度放牧，土地植被退化，

风沙一天天逼近家园。十

几年里，先后有 20 多个村

子、3万多人被迫迁移……

“从那时开始我心里

就跟沙漠较上劲了，一定

要把毛乌素沙漠侵吞的土

地夺回来。”王有德立誓与

沙漠抗争。

1976 年，王有德进入

林业系统工作；1985年，他

调任白芨滩林场副场长，

面对的却是一个尴尬的开

场——林场生产已多年徘

徊不前，职工人均年收入

只有几百元，三分之二的

人要求调走。

先治穷，让职工富起

来；再治沙，让沙漠绿起

来！深入调研后，王有德大

刀阔斧实施改革：精简后

勤、实行工效工资、林业生

产任务包产到人……改革

当年，林场造林5093亩，创

收17万元，实现了大逆转。

为筹集更多治沙经费，

王有德顶着压力四处贷款

创办实体，利用冬季造林闲

暇组织职工外出打工……

沉寂多年的场子开始重新

焕发生机。随着林场“自我

造血”功能增强，治沙造林

事业揭开了新篇章。王有德

开始带领职工在流动沙丘

固沙造林，向沙漠宣战。

植绿沙漠 淘金沙海

治沙的人说，养个娃

娃容易，在沙漠里种棵树

难。千辛万苦栽好的树苗，

常常一夜之间就被风沙埋

葬。王有德和职工哭过鼻

子流过泪，但活儿还要干，

树还要栽。风沙不停摧毁

辛苦栽下的树苗，他们就

不停补种，直到树木连成

片，把流沙牢牢锁住……

扎制草方格沙障是每

一位白芨滩人必练的“基

本功”。年年岁岁，白芨滩

人用不懈的坚持编织出漫

无边际的草方格地毯，罩

住了滚滚流沙。草方格上，

沙生植物茁壮成长。曾经

风沙肆虐的沙地，成为物

种丰富、生态优良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坚持科学治沙、综合

治沙，才能实现治沙事业

可持续发展。”王有德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多年改革创新，

他探索建立了“宽林带、多

网格、多树种、高密度、乔灌

混交”“林农牧副多业并举”

等多种防沙治沙模式，实现

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

富”的目标，为国内外沙漠

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来到白芨滩快 30 年

了，亲眼看着沙漠绿了，我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沙 漠 也 可 以 成 为‘ 聚 宝

盆’。”李桂琴难掩喜悦。

50岁的李桂琴和丈夫

吴敬国都是林场职工，20

多年前“穷得差点儿连婚

都结不了”。如今，他们养

了 500 多头奶牛，承包了

40 多亩果园和苗圃，还经

营着4座设施温棚，家庭总

资产达到300多万元。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

中，王有德和职工们风里

来沙里去，以“宁肯掉下十

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的

拼劲，营造防风固沙林 60

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

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

移和西扩，实现了人进沙

退的伟大壮举。

生命不息 治沙不止

秋日午后，在灵武市

马鞍山生态治理区刚建好

的日光温棚里，王有德忙

着和工人一同打埂、移栽

草莓苗。“明年开春就可以

采摘了，到时候你们可一

定要来尝尝。”

虽然已退休，王有德

仍然每天在防沙治沙一线

忙碌。“有人问我是不是太

爱沙漠了，其实我对沙漠

恨得不得了，你恨它就要

制服它、治理它，把它制

服、治理以后，它就可以造

福人类。”说起治沙，王有

德眼中总会放光。

马鞍山毗邻银川市河

东机场，一度因乱砍滥伐、

乱采乱挖生态破坏严重。为

确保机场正常运行和百姓

安全，王有德义务承担起负

责绿化机场附近荒滩的任

务。每天，他带着妻子早出

晚归打田埂、栽树，发动社

会力量开路引水、削高填

低、清石换土……他的举动

感动并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其中。2014年，王有德募集

资金发起成立了宁夏沙漠

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5年来，基金会在这片

荒滩上建成了拥有40多个

树种的生态植物园，占地

2000 多亩的防护林，栽树

100多万棵，生态治理7000

多亩，昔日荒滩换上了绿装。

“生命不息，治沙不

止，我要在治沙播绿中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有

德说，“多栽一棵树，就是

我的价值；多治理一片荒

山，就是我的价值；让当地

老百姓找到致富之路，就

是我的价值！”

1.察右前旗张先生反

映，目前住房是危房，希望

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补贴。

经核查，张先生系外

出打工户，于今年5月回村

居住生活，目前所住房屋

属于危房，出现水电不通

问题。根据有关政策规定，

张先生可享受危房改造政

策补贴。当地有关部门已

将其房屋列入2020年危房

改造计划中，并按照“两不

愁，三保障”要求，由责任单

位为张先生租用安全住房

一套，租金由乡政府支付。

（乌兰察布市委督查室）

2. 呼 和 浩 特 群 众 反

映，市区有很多十字路口

新旧信号灯“并立”，亮的

信号灯被遮挡，极易造成

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

为了缓解市区道路交

通拥堵情况，呼和浩特市

正在对50多个路口老旧信

号灯进行更换，更换后的

信号灯横臂加长，更加清

晰。但新灯杆立起来后还涉

及穿管道、布线等问题，不

能马上投入使用，旧信号灯

还得使用一段时间，所以出

现部分旧信号灯被新信号

灯及树枝等遮挡现象。为解

决这一问题，市交管支队正

在组织抓紧施工，陆续进行

立杆、接线，力争新信号灯

早日投入使用。

（呼和浩特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3. 通 辽 市 李 先 生 反

映，通讯公司在各小区乱

拉光纤、网线，严重影响城

市形象。

通辽市城管支队对此

类问题进行了普查，共检

查出 2000 多个问题，已移

交给移动、联通、电信、有

线电视、铁塔公司等电信

运营商进行整改。目前，各

电信运营商已制定整改方

案，正在组织实施。后续城

管部门将持续跟踪督促，

直至问题整改完毕。

（通辽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泰兴市根思乡

宣泰路173号，坐落着一座

烈士陵园，纪念的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中

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

雄杨根思。在陵园大道中

央，杨根思手抱炸药包、怒

视敌方的雕塑巍然挺立。

1922 年，杨根思生于

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失去双

亲，10岁当了放牛娃，12岁

随哥哥到上海当童工。1944

年，杨根思参加新四军，

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他历任班长、排长、

连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被誉为“爆破大王”。

1950年10月，杨根思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同年11月，在抗美援朝

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

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

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

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

围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

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29 日，号称“王牌”军

的美军陆战第 1 师开始向

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

大部工事摧毁，杨根思带领

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

斗准备，待美军靠近到只有

30 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

击，迅猛打退了美军的第一

次进攻。接着，美军组织 2

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

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他指

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

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

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

上山顶，他亲率第7班和第

9班正面抗击，指挥第8班

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

军击退。美军遂以空中和地

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

滥炸，随后发起集团冲锋。

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

“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

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

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

子弹，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

伤员时，又有 40 多名美军

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

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

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

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

1952 年，中国人民志

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

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

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

连为“杨根思连”。1953年6

月 25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

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

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

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

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这是杨根思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振聋发聩的

战斗誓言。半个多世纪以

来，数百万名参祭者来到杨

根思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从英雄事迹中汲取前进的

力量。 （据新华社报道）

“爆破大王”杨根思


